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旨在让人们意
识到，博物馆是人类促进文化交流、文化丰
富性，推进多元理解发展、合作与和平的重
要手段。

担负着传播文化职责重任的博物馆，
应该如何深挖文物内涵，让博物馆展品更
吸引观众？在“文创热”背景下，致力于推
广研发好看、好玩甚至“好吃”的文化创意
产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被称为“最后一
个展厅”的博物馆商店，其中的“展品”——
文创产品的精彩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决定
着 观 众 能 够 从 多 大 程 度 上 了 解 博 物 馆
文化。

最后一个展厅

博物馆文创产品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么火。朝珠耳机、步摇书签、编钟调味
罐、“福”气包、文物饼干⋯⋯近年来，一批
既具文化内涵又有时尚创意的博物馆文创
产品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以博物馆文
创产品为主题举办的各类展览会、学术交
流会开得也是如火如荼。如何让观众参观
完博物馆之后，再购买一两件有纪念意义
的商品，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正成为越来
越多博物馆的共识。

在 苏 州 博 物 馆 艺 术 品 商 店 里 ，一 款
“国宝味道之秘色瓷莲花碗曲奇”饼干让人
印象深刻。这款仿照该馆镇馆之宝“越窑
青瓷莲花碗”设计的文创产品，其颜色、纹
路均与越窑青瓷莲花碗相仿，让观众在欣
然品尝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国宝。

“精致的图案和淡淡的抹茶香，和博物
馆的氛围很搭，既精巧细致，又韵味十足。”
因为“文物饼干”，让首次参观苏州博物馆
的大学生王浩有了进一步了解古代青瓷器
的兴趣。

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无疑是传播文化，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使
者。在欧美国家，博物馆商店被称作博物
馆的“最后一个展厅”。不论是像美国大都
会、法国卢浮宫这样的一流名馆，还是诸如
德国贝多芬纪念馆和瑞典东方博物馆等小
型博物馆，其开发销售的文化产品都琳琅
满目。观众对文物展品的兴趣和认同，可
以通过文创产品实物化。

“故宫有萌物手信，秦始皇兵马俑博物
馆有袖珍型兵马俑，每到一个博物馆，都希
望有这样展现地方特色和文化的小礼物，
带回去送人也有意思。”喜欢游览历史景点
的段先生说。

过去，国内博物馆商店由于产品种类
单一、设计缺乏新意，常常是观众“过而不
入”的参观盲区。2015 年 3 月实施的《博物
馆条例》，首次明确支持博物馆与文化创
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衍生产品，增
强博物馆发展能力。运营理念的转变，让
博物馆领域的竞争逐渐从比拼文物、展览
的“硬实力”，拓展到较量文创产品开发的

“软实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认为，文
创产品是博物馆展览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延
伸，能够将文化遗存与当代人的生活、审
美、需求对接起来，可以让观众“把国宝文
明带回家”，“在使用中了解国宝”。

让产品“回归文化”

买红包时，孙驰的第一选择是去上海
博物馆的艺术品商店。她最喜欢的一款红
包图案，出自清代画家程璋的“牡丹双猫
图”。“在别处买不到这么精致的东西。虽
然价格高一些，可拿出手来不同凡响”。

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加之相关政策
的引导，让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日渐成
为趋势。2015 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上
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 10 家单位入选首
批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示范单位。其中，
国家博物馆的创意产品销量就达到 27 万
件之多。

不过，萌萌哒也好，高雅范也罢，对于
博物馆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准连接大
众的纽带。南京博物院文创部主任邱永生
就认为，博物馆文创产品很多，关键是要有
自己的文化特点。

北京东道品牌集团董事长解建军也认
为，文化是创意设计的基础和核心。一款
好的设计，要有温度，有情感，给产品赋予
精神内涵，才能实现设计的真正价值。

“从藏品中找灵感”，正成为现阶段博
物馆开发文创产品的重要原则。比如，“朝
珠耳机”“皇帝折扇”“花翎伞”等来自故宫
博物院的文创产品走红网络；恭王府的

“福”文化系列产品，年经营收入已突破

7000 万元；湖南省博物馆以“马王堆”汉墓
出土文物为依据，自主开发的马王堆养生
枕系列产品，同样取得不错的市场反响。
这也说明,文创产品能够凭借藏品文化内
涵走近观众，焕发生机。

专家指出，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
也应注重所处地的文化历史特点和受众群
体的心理需求。以德国贝多芬纪念馆为
例，其开发的一系列文化产品都是处处体
现出“贝多芬元素”。例如，贝多芬的特色
雕塑头像、照片、音响作品、书籍、文具、小
提琴、以五线谱图案为装饰的雨伞、以贝多
芬头像为装饰的指甲刀，以及其他以贝多
芬头像为装饰 logo 的工艺品或日常生活用
品等。

“苏州的众多特产如丝绸、苏扇等都是
很好的旅游产品，但如何用文化思维包装
这些产品，如何从这些好东西中汲取元素
开发创意产品，是我们亟需要做的。”苏州
博物馆馆长陈瑞近介绍，近年来，苏州博物
馆致力开发文化产品，提取丰富馆藏文物
元素，开发文化衍生品近 500款。

用文创产品“卖文化”

传播博物馆文化未必只能通过展览，
通过卖产品的方式来传播文化，同样不失
为一个好思路。

据统计，2013年-2015年期间，故宫博
物院研发的文化创意产品累计 1273 种，其
文创产品销售额也从 2013年的 6亿元增长
到 2015 年的近 10 亿元。在创造良好经济
效益的同时，一大批文物展品也为更多人
所知。不过，对于国内许多博物馆而言，如

何将文创产品上升到产业层面，还需要进
一步探索。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
品专业专委会文创产品现场交流会上，国
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指出，要关注市场
的调节作用，博物馆文创是产业不是事业，
市场可以给文创插上翅膀。

“文物保护并不意味着要死守着文物
不能动。对文物进行创意性开发，不仅不
会使文物本身受到损害，反而是对文物价
值的发掘与传播。”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
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

比如，圣地亚哥博物馆设计的一款名
画魔方，只需随意组合就能拼成一幅画，既
有欣赏价值，又充满趣味。不仅如此，博物
馆还精心为魔方配套附赠了详细的名画说
明，这一小小的举动，却把销售商品的行为
无形中转变成文化传播。

不过，与海外博物馆动辄千万美元的
“商店收入”相比，目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
品开发还存在一些难点问题，如公益性文
化单位从事经营活动的依据模糊不清、存
在政策缺位，管理与激励机制不健全，创意
创新能力不强、同质化现象严重等。

2016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
打造文化创意品牌，为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研发、经营等活动提供指导和便利条件。4
月 27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国有
文化文物单位要积极探索合理的收益分配
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研
发、生产和经营。这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推广发展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今年年初，国家博物馆在全国率先打
造“中国文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计划将
馆藏可授权文物的设计版权向全社会公
开，通过确权和授权，吸引设计师和投资
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李六三看
来，此举使文物在文创产业市场中找到应
有的位置，通过文创产品最大化地传递文
物背后的中华文明。

此外，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观复
博物馆等已经探索开设淘宝店等方式，展
示销售自主开发设计的文创产品，借助网
络平台，让博物馆离人们更近。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博物馆展览或文
创的目的在于公众教育，帮助公众更好地
理解艺术品的内涵。业界专家表示，文创
产品发展的规模化，要结合市场特点探寻
模式，逐步解决艺术授权问题，突破“博物
馆资源只能为博物馆所用”的局限。从未
来看，社会的参与对提高博物馆文创产品
开发至关重要，多元化和多角度才是博物
馆文创发展创新应有的思路。

文化，创意的命脉

一则消息让我按住了胸口：4 月 29 日

晨 7:40 左右，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享

年 73岁。

陈忠实先生走了，我不认识他，但总

觉得他是我从文生涯中一个在前面引路的

亲人，一个待人和蔼的长者。在中国作家

中，如果找一张脸来代表血泪交融的沧桑

土地，来浮现黄土高原的厚重寥廓，非陈

忠实先生莫属了。陈忠实先生的脸，似乎

隐藏着黄土高原的风云滚滚，而扑面奔来

的，是沟壑纵横，厚土磅礴。

或许这张脸，是“白鹿原”经岁月风

霜的浸染雕刻。陈忠实先生，凭着他对土

地的满腔忠诚，把一本 《白鹿原》 稳稳地

安放在中国文学史上。

回想起 1993 年秋天，那年我 24 岁，

带着陈忠实先生刚出版的长篇小说 《白鹿

原》 回到故乡山坳里阅读。这本书给我带

来的震撼，就如被黄土高原的厚土掩埋，

有一种憋不过气来的感觉。这部小说，与

其说它是中国版的 《百年孤独》，不如说

是陈忠实先生创作生涯的百年孤独。他自

己也说过，这是他可以当做枕头垫底的一

部书。在这部浸透了毕生心血的小说还作

为手稿流传时，陈忠实先生就说，他已打

算好了一辈子在乡下老家养鸡的命。得知

小说可以发表和出版，他长叹一声：“我

可以不养鸡了。”

20 多年过去了，《白鹿原》 据说已经

出版发行了 240 多万册，这是厚云积岸的

回报。

我重温《白鹿原》。白鹿原上的命运大

风，吹得原上每个人的身世姿态都东倒西

歪，跌跌撞撞，坎坷流离，狼狈不堪，凄风苦

雨。黄土高原下，长天上厚云欲垂，大地上

麦浪滚滚，一群收割的麦客，镰刀飞舞，汗

水闪亮，饿了，他们抱着大碗，呼啦啦如风

卷残云，这是我熟悉的景象。这是一群艰

难之中苟活着，还要繁衍下去的人群。他

们卑微，有人性的丑陋，也有黄土一样的品

性。那高吼的秦腔，一如命运嘶哑的声声

呐喊。但最终，这些白鹿原上的人，命运背

影倔强地固定在了黄土上。这是我熟悉得

能闻见汗味的乡亲，也是一群陌生而遥远

的衣衫褴褛的背影，他们艰难地行走匍匐

在黄土之上，最终，被微小命运薄葬，被浩

浩黄土深埋。

听一听小说中这些人物说话的声音。

白鹿原上的族长白嘉轩说：“想要在白鹿

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他的儿

子白孝文，一个落魄的人这样说：“人不

要脸了，可真舒服啊！”黑娃，一个麦

客，一个偷窥命运转机却被命运碾磨的男

人很现实：“有的人占着三四个女人用不

完，有的人连个女人渣渣都摸不着，这世

道不得公平！”田小娥，这个浸透了陈忠实

血泪的女人发出悲怆与无奈的质问：“都

说要把我娶回家，可你们的家又在哪里

呢！”这个一生无法把握住自己命运的女

人，被愤怒与屈辱的公公一刀刺死，还怀

着孕，饥饿之中正啃着刚得到的一个馍

馍，她痛苦地侧过身子喊了一声：“大

（爸） 啊⋯⋯”陈忠实先生说，当写到这

里时，他眼前一黑⋯⋯

这些残喘着粗重气息的小人物，拖着

艰难的身影在沉寂而躁动的白鹿原上出没

滚动，求着生存。在抗日战争的硝烟里，

白鹿原人的命运，又再次被改写了，天地

间 升 腾 的 悲 悯 之 气 ， 在 白 鹿 原 上 聚 集

飘荡。

在陈忠实先生饱蘸气血的如椽大笔

里，他想用笔画出这个民族艰难跋涉之中

的不屈灵魂，他做到了。这部堪称史诗似

的长篇小说，铭刻在苍凉绵延的黄土高原

上，铭刻在文学史中，而一个叫白鹿原的

地方，也成为浩浩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矗立

的地标。

陈忠实先生，《白鹿原》 不朽，您可

以安息了。

虽然用电脑来写字，已经成为很多人办公
和学习最重要的方式，但是我们依然依赖传统
的手记形式来记录工作、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还有一些文具爱好者，专门收集各种好玩
的本子。这一次，我们就看看，有哪些笔记本既
实用又有趣。

我们常常在打开笔记本的时候，找不到可
书写的笔。有的人会为此把笔夹进笔记本里，
有的人会把笔别在笔记本上，但笔还是常常找
不到。缝隙笔记本解决了这个小麻烦。设计者
的创意很简单实用，他把笔藏进了笔记本表面
的夹缝中。他的想法是让人们拥有一款有笔夹
的笔记本。这种设计虽然简单，却能表达使用
者独特的个性和品位。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必
再担心找不到笔用了。

在使用电子设备时，不少人手边还携带
着纸质的笔记本，这种组合方式其实并不矛
盾。如果把两者合二为一，是不是更方便
呢？有一款可收纳 iPad 的水洗牛皮本就是为
了让人可以只用一只手就拿起本子和平板
电脑。

这个本子的封皮无论长度还是宽度都满足
了电脑的需要，不管是藏进去还是拿出来，都简
单而且方便。从外表上看，又非常美观。同时，
本子的封皮为电脑外壳提供了保护。它既保证
了本子的使用寿命，又增强了收纳功能。同时
它还采用整条皮筋首尾相接，环形缠绕于本子
内外，方便你抽出和更换。

在使用笔记本时，从中撕下几张页面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有磁性书脊的笔
记本就是方便人来“撕”本子的。它的每张纸都
可以单独“撕”下来，再重新粘上，方便你重新梳
理杂乱的笔记，使得做事学习更有条理，实用又
有趣。

有些朋友非常喜欢在旅行途中用笔记本记
录遇到的各种场景。旅行的过程中总会不知不
觉收集到一堆的门票、卡片、导游说明，这个口
袋本子中有各式各样的口袋，满足你旅行过程
中的收藏癖，不让那些留存美好印记的东西不
经意遗失。

更有趣的是，这个用来旅行的笔记本还有
其他的用途。比如说，景点的纪念印章是很多
喜欢收藏的人不会放过的旅行纪念品，本子的
设计者也把这个想法考虑在内，采用了泛黄的
纸张，让印刻在上边的印章也多了时光复古的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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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为枕送忠实
□ 李 晓

笔记本：

实用又有趣
□ 刘 岩

4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对弘扬优秀

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本周起，我们推

出《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系列报道，看看国内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设计运营

方面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思维

这一次，我们就看看，有哪些笔

记本既能写字又实用
□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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