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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方法论’，就是通过‘标签-赋能-商业-生态’四个步骤，完

整地再造一个明星超级IP的商业模式。我们把它叫作‘IP星

工场’模式。于是，孙楠国学IP从一开始定位就是超级IP。不

仅仅因为孙楠是国内一线明星，更因为‘国学’这个标签代表

着巨大的商业势能。只有超级IP，才能撬动整个大盘。”

经过团队近两年的筹备经营，版图已初步成型，从线

上到线下渗透到各个生活场景之中。以“国学+非遗”为标

签的方向，通过“东方美学世界里的新风雅颂”“有趣味的

国学生活”价值观，在“琴棋书画诗酒茶香”等各个领域与

非遗大师、手艺匠人、设计师、文化人的资源进行合作，通

过对传统文化、传统工艺、传统技能的梳理、继承、宣传、发

扬，成为对当下新中式生活方式的价值引导和消费引导。

而 孙 楠 作 为 创 始 人，不 仅 扮 演 了“号 召者 ”“体 验

者”“传播者”，更是运用他强大的朋友圈资源，将各方面的

明星资源和KOL资源，加入到大版图里来。

以“国学+亲子”为标签的亲子方向，则以孙楠和小女儿

爱宝的形象创作了国学卡通动漫形象——“呆爸萌妹”，并

即将上映52集的原创动画片《呆爸萌妹之天书传奇》。动画

片涵盖了成长和国学知识的打怪升级，向学龄儿童传递国学

知识，亲子教育的主题。

如何让国学教育，除了像学习三字经般的依葫芦画

瓢，还能增加更多的趣味性，让亲子教育乐在其中？例如，将

仓颉造字的故事，融入动画片的知识创意里，以传统中国的

造字文化为背景，将汉字的力量寓教于乐。故事虚构了一个

叫作学宫山的地方，大学宫里住着一个老夫子，数年守护着

天书。萌妹是被天书选定的传承人，她有六个师傅，分别代

表了六艺，通过解构汉字的演变，了解金木水火土，理解中国

的造字文化，闯关升级，勇敢的萌妹和黑暗势力做较量，从

而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根植于孩子的心中。而萌妹爸爸

就是以楠哥为原型，一个忙于工作可能疏于与子女交流的父

亲，它用生动的故事演绎了父女间如何通过对话找到更多的

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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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美学世界里的新风雅颂

《礼记·郊特牲》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

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近年来，国学之妙义渐成一种

风潮。没想到就连著名的歌手、音乐人孙楠最近也在上海打

造了一个自己的国学生活空间，取名“楠氏物语”。

如果它只是一个线下的生活美学雅集，这个空间还不

足以在设计美学上独占鳌头，在寸土寸金的外滩万国建筑

群里，这块儿方寸之地是对外连接的窗口，将名人IP和非遗

生活方式有机勾连。正如孙楠发起楠氏物语的初心，通过联

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师、顶级的设计师、创意人，心怀对

东方美学的敬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旨在集合非遗大师好

物、东方美学良品，为当代中式生活场景提供解决方案。

联合创始人&CEO付勇本身就是一个IP运营高手，曾是

知名IP同道大叔的COO(首席运营官)。他说：“任何一个明星

都是自带流量的，因为他有自己的粉丝。所以说明星都有IP

属性，但不是每个明星都能成为超级IP。我们的明星版‘超级

国学的楠式变奏
 【文/冷梅  图/受访者提供】

“现在的年轻父母，也许还没有学习过如何为人父母，这

是一个跨越两代人的教育话题，究竟是全盘西化的好，还是让

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孩子们更好的东方文化底蕴？两代人对

彼此的爱，可能是南辕北辙的两种方式，如何构建一个和谐

的亲子关系，也是这部动画IP想要探讨的话题。曾有一段时

间，国学培养总让人联想到摇头晃脑的死背书，是时候用一

种更符合时代精神的方式来传递国学文化。”付勇说。

国学动画IP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进而还可以开发成与

IP相对应的文创产品，包括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甚至扩展到

衣食住行，甚至开发优秀的国学游戏。产品板块的延伸也可

以包括在线和线下教育模块；邀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开办百家

讲坛，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传授国学知识，设计闯关升级的

状元之路，用趣味性课程进行在线教育，也可以发展出一个

国学版的有声书电台等等。就此延伸，付勇认为，教育平台已

经不能只停留于一个说教的功能，需要更多快乐学习和寓教

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走近国学。

从知名歌手到国学推广者

孙楠作为创始人，也是知名的公众人物，自己和女儿本

身就是国学文化的受益者。

很难想象那个球场上的“热血BOY”生活中却爱好抚

琴、赏花、饮酒、品茶这种如古人般充满诗意的生活。

以国学为原点，孙楠深深体悟到了家庭和睦的重要

性。他很快决定把北京的房子卖掉，举家搬到徐州，陪伴子

女，专心研习传统文化。他更想把国学对自己的改变，身体力

行去影响更多人。

他的孩子们曾经在北京就读于国际学校，如今就读在

徐州一个传统文化教育的学校：华夏学宫。作为父亲，孙楠

发现西方教育提倡“自由”，但同时孩子身上缺失了一种“规

矩”意识。孙楠亲眼见证了孩子们在国学文化影响下一点一

滴的改变，他们不再是电子产品的追随者，反而成为古诗经

典、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烧友”。

“当我发现传统文化给孩子带来改变，我就明白了原来

在中国人血脉之中就有这种传承，因为有了中国这些优秀传

统文化的滋养，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生命有了不一

样的认知。”

除了孩子，孙楠的太太也始终致力于国学文化的推

动，家人对于国学文化的热爱使得孙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越来越浓厚。

“现在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就是十分有趣味的国学生

活，琴 棋书画、诗 酒茶 香……他们都 不用电子设 备，吃完

晚饭后，孩子们会各自展示在学宫的功课，跟汇报演出一

样，女儿跟我讲《大学》、讲《中庸》，儿子能唱标准的《工尺

谱》。”

如今致力于国学文化的孙楠，除了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

弘扬传播外，对于国学文化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首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对自己的生命是有认

知的，而认知的来源就在我们华夏传统文化中，那里面有

古圣先贤的智慧精髓，有无数闪烁着思想之光的经典作

品。这些文化精粹传承下来，给我们启发与指引，让我们有

机会站在古圣先贤的肩膀上去了解宇宙，这是一件非常令

人兴奋的事情。”

传统文化也有流行表达

这两年，孙楠也在自我反思：“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你

现在还缺钱吗？当你衣食无忧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提升

自己内在的修养？”付勇刚准备和孙楠合作时，也曾问过孙

楠：“你为什么做慈善？很多名人都在做慈善，你的初衷究竟

是什么？”当时孙楠的回答，还是让付勇相当震撼的，孙楠说

自己想多做一些没有“原罪”的事情。

而传统文化的滋养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孙楠和孩

子们经历共同学习和成长。路漫漫其修远兮，保持初心才

是当下最重要的心境。娱乐圈即是一个名利场，浮躁与繁

华，相比常人的世界更为甚之。他们离金钱太近，身处名利

场，更需要洁身自好。

孙楠目前对自己的定位，不是一个歌手、艺人，而是一

个国学文化的推广者，边输入边输出，潜移默化提升自己的

国学素养。孙楠如此定义当下的自己：“过去，我的朋友圈都

是娱乐圈的，现在越来越多是非遗文化的朋友。”他希望发

挥自己公众人物的传播优势，来连接更多国学文化的有识之

士，打开趣味盎然的国学生活。

付勇作为孙楠的好朋友，也惊见于传统文化学习对孙

楠行为和气质上带来的改变。从音乐作品上，这两年孙楠

发行了很多唱学堂专辑，包括诗经和汉乐府的唱诵，并亲力

亲为做慈善，身体力行推广国学文化，让更多人理解国学的

魅力。

国学一定是复古的、缺乏流行色彩的吗？其实，不尽

然。孙楠认为，也许，以前喜欢红木家具的人，都 是 那 些

六七十岁的老者，他们买一套家私传于后代。国学难道不

能成为流行文化吗？国学能否以时尚设计的面孔，让文化

传承也变得时髦起来，成为当下的国学，影响人们的衣食

住行？

有趣味的国学生活

非遗文化的传承，则是楠氏物语的另一个文化延伸。它

提供了一种开放式的中式生活猜想。

他们的非遗名师里包含汝瓷、紫砂、香道、茶道、竹编、

书法等非遗大师及生活美学设计大师，后续还将增加湖笔、

徽墨、端砚、宣纸、灯具、银壶、石雕、竹家具、珐琅、玉雕、石

雕、缂丝等非遗大师。

泉州落地的第一家楠氏酒店空间，取名楠庭，为都市人

提供了一种不需远行，即可到达世外桃源的归所，也可以是

一个远离都市，乡野间觅得娴静的精品民宿。有匠人故事，有

文化传承，让人文情怀赋予建筑更多的温度。

付勇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一手名人效

楠氏物语的空间种陈列了汝瓷、紫砂、香道、

茶道、竹编、书法等非遗大师的作品。

楠氏物语大师展之汝瓷，承载着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应，一手匠人精神，汇集了两种力量，来让国学文化成为缔

造流行生活方式的创新者，让东方的传统文脉与当下人的生

活方式相结合，碰撞出新的火花，提倡一种最舒适的、最自

然的生活方式。消费升级也恰恰在于此。“就像《我在故宫修

文物》，大家会觉得那是一件很酷的事。国学、国乐、国粹衍

生为新的‘三国演义’，进而向世界输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与

时俱进的文化精髓。”

强力的文化输出，对消费者也有着积极的引导性。对

于非遗文化，光保护还远远不够，更需要传承与创新。付勇

认为，这也是一手名人效应，一手匠人精神的重要性。“推

广和保护任重而道远，同样也要引入商业运作，让传统手艺

人生活得更好，文化得以延续。有趣味的国学生活就在于

此。”

前不久，楠氏物语成功举办的汝瓷展，也承载着传承

与创新的思考。活动邀请的汝窑大师李廷怀，他的作品从器

型上有创新，用紫砂和汝窑的工艺进行结合，让瓷器不仅体

现了观赏性和功能性，还在原材料上进行创新，增加活性炭

的保健成分。“这些大师需要经历成千上万次的釉料配置和

煅烧，才能研发出新的工艺，新的作品。我们可以成为连接

匠人和C端的桥梁，通过产品开发和营销来提升这些匠人作

品的变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用时下比较流行的说法，这

也叫作场景化营销。什么才是好的内容营销？一个好的产

品，其实产品本身就会讲故事，具有文化附加值。当产品与

消费者形成互动和对话，享受器物带来的愉悦感和生活之

美，传递的就是一种消费升级后的生活价值和品位。从国学

器物、国学空间到国学文化、中式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开发

成涵盖上下游的国学创意供应链，甚至可以给有消费需求的

消费者提供一整套的传统文化生活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