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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6000余件藏品
的广告博物馆

刘强是宁波财经学院广告学教授、专业负责
人，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委，在宁波创建一
个有6000余件藏品的广告博物馆，藏品涵盖从清
代到近现代各时期广告珍品，尤其是新中国初期
的广告藏品，填补了中国广告史的空白。

记者前去采访，他把最得意的几件藏品拿出
来展示。“这是1859年英国缝纫机在中国的广告，
这是我看到最早的中国目录广告，上面还有洋行
商号名称……”

“清末民初就有了丰富的创意广告，但在中国
广告史上却鲜有所见。比如这个进口药品广告，乍
一看是美女，一翻页美女的肩头满是红疹，很有意
思。”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益广告，提倡父母之
爱，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你看那时候的教育理念就
很先进。很多人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商业
广告，你看这个藏品是1967年广交会上的广告，
太有价值了。”

说到广告收藏的缘由，他说，始于2006年在
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日本电通访学的经历，
电通有一个亚洲首家广告博物馆——日本广告博
物馆。

中国古代广告源远流长，却没有一个广告博
物馆。于是他下定决心筹备一个中国广告博物馆。
半年访学期间，他每个周末流连于东京各个古董
市场，收集一批广告藏品。日本的广告同行给他起
了个外号——“古董先生”。从日本回国后，刘强开
始系统收藏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广告。

2012年，刘强从浙江传媒学院调到宁财院工
作，在学校支持下，创建一个小型广告博物馆。
2019年10月，中国传媒大学、央视举办“大国品牌
——新中国七十年广告展”，由于缺乏 1950—
1960年广告藏品，中国广告博物馆馆长黄升民教
授找到刘强“救急”。刘强提供80余件珍贵藏品，
引起全国广告业界的关注。

如今，宁波的广告博物馆在学术界内小有名
声，韩国、中国台湾的师生来宁波学术交流时特意
前来参观，专家学者研究课题也时常来参观交流
学习。

担纲策划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促成“王星记”杭扇走出国门

宁财院这个牛教授
品牌策划“自有一套”

4 月 7 日，宁波财经
学院教授刘强的“中国
公益广告主题建构”系
列讲座，在“学习强国”
平台上线，近两个小时6
集课程，阐述了中国公
益 广 告 形 成 和 发 展 历
程。课程上线不到一周，
收获上万播放量。

刘强教授说，广告
是一门实战艺术。他从
事广告教学、研究和策
划 30 多年，在宁波创建
了一个拥有6000余件藏
品的广告博物馆，许多
广告藏品填补了中国广
告史的空白。2019 年，与
中国传媒大学合作举办
新中国 70 年广告展，惊
艳了国内广告界。

如今，刘强在自己
热爱的领域坚持学术创
新，笔耕不辍。“我有一
些研究还未来得及整理
成书，在广告研究领域
还有很多事要做。”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王轶群

开辟“中华老字号”
学术研究新领域

如果说广告收藏，既是他的爱好，也是他教
学研究的重要资源，那么，他打通中国广告史与
中华老字号的关联，开辟中华老字号学术研究
新领域，则是他最擅长的跨界思维的结果。

这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他本科学
中文，硕士研究传播学，博士读的哲学。“中文给
了我文化底蕴，哲学锻炼我的思维，广告是我的
研究方向，三门学科融会贯通让我的学术之路越
走越宽阔。”1988年，他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形象思维论辩》，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逻辑学》全文转载。上世纪80-90年代学术研
究中，刘强开辟传播人类学、媒介信用、媒介经
营管理等学术研究新领域，走在国内学术研究
的前沿。他的框架理论论文发表多年，至今仍是

“高引”文章。他把学术研究当做人生的乐趣，经
常在办公室沙发上凑合睡一觉，醒来继续工作。

中华老字号是刘强开辟的另一个学术研究
领域。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中华老字
号南京宝庆银楼过去曾是他母亲家族的企业，
小时候他经常听母亲讲述宝庆银楼的老字号
故事。

刘强是我国第一位研究中华老字号品牌获
得博士的学者，也是中华老字号品牌策划实战
派专家。2011年，他主持策划无锡周兴古镇文化
街区策划；2012年，承担商务部“中华老字号知
识产权保护”课题研究；先后在《公关世界》《商
业文化》等杂志开辟中华老字号研究专栏；2019
年出版学术著作《中华老字号业态创新——理
论、路径与案例》，形成中华老字号系列学术成
果。来宁波后，担任《宁波老字号》纪录片评审专
家和宁波老字号协会专家。

策划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还促成“王星记”走出国门

刘强并不只专注于学术研究，他更有着丰
富的品牌策划实战经验。

2005年，刘强担纲“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策划总监。这是我国首次创办的国家级动漫展
会，也是继美国、法国和日本东京动漫产业展会
后的首个国际动漫产业盛会。

“计划当年5月在杭州和平会展中心开展，
留给我们策展的时间不到半年，招商是难点。”
刘强当即联合中央电视台、新浪以及本地媒体
形成上下联动宣传，每天一个新闻，三天一个亮
点，在开展前3个月形成热点，报名参展的公司
络绎不绝。刘强说，当年首届中国国际动漫展以

“产业化、国际性、大众化、人文性”为基本理念，
5天时间吸引12万人次参观，签约40多亿元。

“这也为中国国际动漫节落户杭州，打下良好
基础。”

在中华老字号品牌实战中，刘强对杭州“王
星记”品牌进行总体包装和策划。王星记是一家
创始于清光绪元年(1875)的传统手工制扇企业。
2010年，刘强调研王星记扇业的经营状况后，对
品牌形象、产品定位以及营销模式进行整体规
划和包装，并促成国际创意产业届专家、英国经
济学家约翰·霍金斯与王星记掌门人孙亚青的
对话。当年王星记与迪奥合作推出联名款，2016
年又作为杭州G20峰会国礼，将杭扇推向全球。

他来宁波工作后，担任宁波文化产业专家
库专家、宁波老字号协会专家等，并为邱隘实验
小学创作校歌《花季少年》，他期待用自己丰富
的专业知识为宁波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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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教授。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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