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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记者  徐欢

林天强：
创意无限 自强不息

林天强

199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北京电

影学院导演系博士。本科毕业后进入

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数字电影”、

电影数字化等方面的技术工作，与电

影结缘。曾任多家企业高管、北京798

艺术区管委会总规划师，创办过网络

电视台，目前参与中国文化产权交易

所的筹办工作。

林天强何许人也？文化产业专家、当代艺术

创作者、电影导演、网络创业客……也许这些头

衔远远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天强，对于他，我

们有太多的惊奇：缘何他会先后选择在清华大学

电子信息系统专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

管理专业、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跨界就读并且

依次获得学位直至博士？他先后4次创业，为什么

既能参加798艺术区的整体设计又能参与中国文化

产权交易所的筹办？他有怎样丰富的创业故事和

经验与大家分享？光环的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

的艰辛？带着这些问号，记者在北京798艺术区采

访了林天强。

采访过程中，林天强十分健谈，他聊创业、

谈创作、侃文化，通过这些充满灵性与睿智的谈

话，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林天强，也会对

社会、对文化、对人生产生一些更深层面的思考。

自强立身

林天强回忆清华的时候，充满了对于母校的

热爱和对青葱岁月的留恋。

初入清华，林天强还记得每天吃完晚饭，

所有宿舍的灯就灭了，所有同学都去上自习，大

家比高考时还要努力。在学校浓厚学习氛围的带

动之下，清华学子——作为全国学生中的佼佼

者——更多地选择以学业为重，埋头苦读，终日

周转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在清华的头一

年，林天强与同学们一样追求成绩的排名，努力

拼读，也获得过奖学金。

但很快，林天强发现社会改变了。他不能再

仅仅在书斋里生活——八十年代的谢幕以及九十

年代的急速巨变让林天强触动并深思。他敏感地

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时代将产生新的英雄，不仅

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通透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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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作常识，更需要个人能力的全面提升，更

注重独立冒险的个性发展。林天强初步建立了人

生追求的目标——三大自由：财务自由、选择自

由和心灵自由。

这时，他还拥有哼唱着自己创作的诗词找寻

浪漫的情怀。朋友们曾连续四年从北大、人大找

到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生与他一起举办生日

party；他更常与朋友彻夜谈心海阔天空或四处

远足天南海北；他主动去图书馆担任学生助理员

然后如饥似渴地寻找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书籍阅读；他主动去当亚

运会的志愿者；他还组织建筑系的同学替海南的

房地产开发画规划设计图并赚到了第一笔钱……

他说在当时的清华敢像他这样“玩”的人是很少

的，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挺high的”。而其

实，林天强所说的“玩”正是他建立自我的一种

独特方式。

林天强说，毕业时，其实自己并不确切自

己想干什么，但是真切地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

他没有随大流出国，没有急功近利地南下赚钱，

也放弃了学校分配的到地方政府挂职的工作，而

是做出了一个当时看来热血而非理性的选择：到

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当年斯皮尔伯格拍摄《侏

罗纪公园》用到电脑视觉特效，使得电影业产生

了对于高科技的需求，林天强因此从技术角度进

入了电影业而不是电信业。尽管为这个转型付出

了不菲代价，但林天强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主

义的追求、终生学习的坚持以及自我成长的锻

造。也许他选择的方式还略显生涩与稚嫩，但在

他的心底已经深深埋下了这颗自由的种子，并在

他之后的人生历程中不断生长着……

踏入社会之后，林天强找到了建立自我的另

一个重要途径——依托平台，自主创业。他说，

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不管做电影、做学问还是

做生意，都需要创业精神。在他看来，创业不单

纯是一种生财之道，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一

种实现自我、升华人生的方式，是从财务自由走

向心灵自由的必经之路。

在毕业后近二十年里，他得到领导支持，

抓住机会不断学习深造，并且大胆试水市场第一

线，涉足了互联网行业、金融投资业、电影产

业、当代艺术业、文化地产业等不同领域，斩获

颇丰。他成为中国电影业第一批导演专业的博

士，开创性地提出了完全导演论和导演资本制，

成为继美国的制片人中心制和法国的电影作者论

之后，由中国人原创的电影理论；他成为国内第

一拨从事文化创意产业运营的创业者，世界著名

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设计者和运营者；他致力于将

文化与金融进行对接整合，参与创办了中国文化

产权交易所，成为文化产业投资和文化金融专

家，并且随着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而不断进步和

成长……

林天强说，自己能有所成绩，是得益于在清

华所受的熏陶。自强而不息，厚德以载物。自由

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他的立身之本。

大爱立德
爱情是一根末梢在痛/而你曾让我灵魂在飞/

飞到时间尽头/轻泪为我低垂

青春是一缕轻盈在飞/而你曾让我心儿在痛/

痛到宇宙深处/烈焰将我焚毁

为爱凋零/为青春送行/纷纷扬扬以落花洗醉

为爱幸存/为美丽筑碑/生生死死这缠绕的美

这是林天强在清华时代所写的一首歌，也是

林天强近期筹拍的电影《生命之舞》的主题曲。

电影《生命之舞》讲述的就是年轻生命面对残酷

命运的反抗，是以曼妙舞蹈展现的自强精神和生

命意志，是求生得死的大悲，是求死得生的大

爱。爱是林天强艺术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这

种超越人生、超越时代、超越种族的大爱构成了

他独特的艺术生命。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强震，举

2009年5月12日，《大爱永生》在四川汉旺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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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同悲，天下驰援。当时，林天强来到灾区，在

四川省汉旺镇的橱窗中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一个人被埋在地下，但是一只手却伸了出来。这

一只在挣扎也在呼救，满含生命意志的手深深

烙印在了林天强的心中。他觉得，这只手似乎

在告诉着人们什么事情，似乎想要传达一些东

西。在那一瞬，林天强说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力

量与震撼”。他觉得，“生命是不能被灾难所

压倒的”，所以作为活着的人，应该尽全力去

“救”。这些思考引发了他《大爱永生》的作品

创意：一只纤弱而美丽的小手从废墟里努力地伸

出来，上面有一只强壮有力的手与他相连接，这

是心手相连，也是救援救赎。

2009年地震周年祭，《大爱永生》在四川汉

旺抗震救灾纪念中心揭幕、随后又在北京798艺术

区落成，并成为国际关注的798地标作品。作品

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心理共鸣。关于

《大爱永生》的艺术解读更是在时间的沉淀下获

得了无限的可能性。《大爱永生》的两只手相触

碰，只是连着一点点，实际上你不知道这手是刚

搭上去，还是要离开。新婚夫妇、热恋情侣将其

解读为“爱之手”，象征着“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灾区的人民将其解读为“救援之手”，是

解放军战士魁梧有力的大手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也有的人从哲学的高度、将它理解为二人为仁；

还有人从人类的立场出发，将其理解为“生命之

手”，是上帝、也是命运将手搭在了那只无助的

小手上。有外国人专程赶到798艺术区，说从《大

爱永生》雕塑仿佛看到了梵蒂冈西斯廷教堂顶棚

上的壁画《创造亚当》。

林天强自己则如此解读《大爱永生》这件作

品：“艺术的魅力不在于其确切的含义，而在于

它给你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它有各种解读。当时

来到灾区，我夜不成寐，辗转反侧，真的就是受

了启发，我觉得人类的生命是一体的，古往今来

无数的生命都来自同一片生命的海洋，而我只是

发心启愿，就是这么简单。”

林天强说，将来回顾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

10年，从某一个层面看，可以理解为一个“救援

的时代”。进入新千年，层出不穷的是SARS、水

灾、地震、雪灾、金融危机等灾难，但人类并没

有被摧毁，而是在深重的灾难面前，表现出了更

坚韧的生命力与意志力，“爱”在这样的背景下

也得到了更好的诠释与升华。

2010年，《大爱永生》受上海世博会国际信

息发展馆总代表邀请，作为“城市救援与和谐生

活”的主题作品参加世博会展出，并且获颁联合

国减灾署的展览证书。在林天强看来，《大爱永

生》的内蕴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世博

会的主题是相契合的。“城市生活的美好是构筑

在人类对灾难的征服之上的，人类在享受美好生

活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救赎着自身以及他人的

命运”。世博会为《大爱永生》搭建了一个很好

的展示平台，使得前来游览的旅客都能亲身感受

到这份爱的震撼，并将全球对灾难救援的关注、

全人类的团结互爱传播到了每一个角落。

文化立业

在交谈过程中，林天强不时迸发的激情和睿

智灵性的眼神让我们感受到：在一个急功近利的

年代，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满足于生存的状况，

而且拥有一个文化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他笑言，自己赶上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的时代，而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文化的大发

展大繁荣。

对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林天强提出

了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应该也必须同土

地相结合，才能实现价值共赢的模式”。他分析

说，文化只有和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获

得发展的空间和传播的平台，才有了实现价值的

可能性；同时，土地也因文化而被赋予了全新的

意义，获得了巨大的价值提升，拥有了更大的发

展前景。土地是文化之基，而文化是土地之花。

上海世博会上，林天强与国际信息发展组织总干事长巴瑞奥先生在《大爱永生》作品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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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强举798艺术区为例。最初，对798工厂

这一片老工业区的前途，各界议论纷纷，798时刻

面临拆迁的危险。后来决策者从国家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和北京打造世界城市的高度出发，“看一

看、论一论、管一管”，最终保留798艺术区作为

北京首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当时，艺术区建设

管理办公室找到林天强并聘请他担任798艺术区的

总规划师。林天强迅速而充满激情地投入了总体

规划和实际运营的工作。林天强首先为798艺术区

做出定位：798的灵魂就在于“艺术”，因此团队

举办重要的艺术活动、展览展示，吸引国内外优

秀艺术家与艺术机构的入驻，从而从根本上激活

和带动了整个园区的发展。团队向首规委和北京

市文物局提出申请，将798的包豪斯建筑作为近

现代工业建筑文物保护起来；同时，利用北京举

办奥运会之机，申请了奥运会非场馆建设资金对

798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的改造。他还饶有兴趣地

向记者提起了798改造营建时的趣事：当时正值北

京奥运会筹备期间，798周遭正在大兴土木，来到

798艺术区的游客在尘土飞扬的大马路边喝咖啡俨

然成为了当时独特的风景线……

如今的798，已经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

聚集地，汇集了艺术中心、画廊、工作室等各类

艺术文化机构，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中心，

也是世界知名的当代艺术区。798艺术区中文化与

土地成功结合的模式也成为各地发展文化产业时

竞相学习的范本。林天强曾先后到江浙苏锡常、

广东东莞、四川、陕西等地区考察并为当地文化

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专业的咨询策划以及经营

开发管理服务。最近他又在北京市旅游局主办的

“新京味旅游名片”活动中担任专家策划和评

委，而798也获选为新北京的十大名片之一。

林天强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朝气蓬

勃，欣欣向荣的产业，是一个可以为之终生奋斗

的产业。由于林天强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卓有

建树的理论思考以及卓有成效的产业实践，当他

在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时候，连续接到邀请，从创

业伊始便进入了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筹备组。文

化产权交易所是针对于文化创意企业的产品（产

权）而专门设立的交易平台，文化产权交易包括

文化股权、物权、债权及知识产权(影视作品、数

字产品、工业设计、文学作品等著作权)的转让或

授权交易，以及文化创意项目投资受益权、文化

产品权益的融资交易，还有各类文化艺术品拆分

权益以及资本与文

化对接的投融资综

合配套服务。林天

强说，交易所作为

市场经济的最高形

态，将文化与金融

对接，这在世界范

围 内 都 是 一 个 创

新。这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也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机遇。

回 顾 自 己 的

创业和成长历程，

林天强一直强调，

“ 不 为 挫 折 找 借

口，要为成功想办

法。简单学习公共

知识和模仿别人间

接经验是无法复制

成功的，必须找到

自己独特的成就之

路”。他曾经从马

云和冯仑那里分享到李嘉诚的“建立自我，追求无

我”的理念。他意识到，只有先建立自我，才有资

格追求无我。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必须“坚持自我，

以更超然、更客观的姿态来权衡规则，使规则反过

来为己所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林天强看来关

键就在于“思想之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创

造性与活力，才能在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社会竞

技场中寻找到立足之地。

当然，要想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市场上竞争

激烈，社会对创业者求全责备，坚持自我的过程

中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从不因风险而放

弃努力。林天强说，“再小的缺点都可能会被竞

争者抓住而遭致命一击，所以必须完善自己，提

高防护能力。”他觉得，人应该从方方面面追求

完满，知识储备应尽量广博，性格缺陷应不断弥

补，心境应保持澄澈明净，只有对自己严要求、

高标准，才能生活得更游刃有余，才能实现人生

的理想。

就这样，林天强坚持自我，任心灵自由翱

翔。他始终坚信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坚

信着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前途，坚信着人类内心深

处的永生大爱…… 

798艺术区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