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创“脑洞”怎么开
□ 陈莹莹

陕 西 历 史 博 物 馆 的 唐 妞 ，苏 州 博 物
馆的秘色瓷莲花碗饼干，宜宾市博物院
的酒令书签……

这是日前举办的第 24届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上的一幕。首次开设的文创展区，近
50家文化文物单位和30多家文创企业向观
众展示了自己创意无限的“脑洞”。兼具趣味
性和文化性创意产品吸粉无数。

什么是好的文化创意产品？对于各级文
化单位和广大研发设计人员来说，要解决的
首要问题是：文创产品的“脑洞”怎么开？

将长处做出来

北京国图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文创事业
部经理朱宝鑫打开文具盒，用手机里安装的

“阿里火眼”APP扫描字帖上的“德”字，出现
了这样一段视频：一位老师一边写，一边随
着下笔走势耐心讲解，德的偏旁是彳(chi)，
形容一个人行走时有很好的仪态。

这套国家图书馆与阿里巴巴集团人工
智能实验室合作的“翰墨书香”便携式书法
文具盒，刚刚获得“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
海淀区一等奖。在朱宝鑫看来，“国家图书馆
是一套房子，而这就是一个智能的房间，如
今，门已经打开”。

行端表正、天道酬勤、德建名立、白露横
江……字帖上每一个字都选自国图的馆藏
碑帖。只要下载软件扫描字帖，就可看到书
法名家讲解该字并示范书写的短视频。这款
文创产品相当于一个传统文化的智能教育
平台。

“今天是书法，明天可以是绘画，用馆藏
的《芥子园画传》教孩子画树叶、小鸟，后天
可以是古琴，扫描馆藏的琴谱，就有老师一
边弹一边教。”朱宝鑫说，这个智能数据大平
台已经占领了市场先机。

有独树一帜的设计，研发出不落俗套的
产品，文化文物单位需要立足自身优势，用
特色谋市场。

对于国家图书馆来说，优势在“书”——
馆藏 3700 多万册件典籍，是国家图书馆进
军文创领域最大的优势。利用研究我国京剧
早期行头与脸谱的珍贵馆藏古籍《庆赏升
平》，国图设计了一整套彩绘戏曲人物图谱，
并以此为创意原型创造了状元、公主、哪吒
等卡通形象，衍生出公交卡、书签等数十类
文化创意产品。

对 于 江 苏 南 京 博 物 院 来 说 ，优 势 在
“宁”——南博的文物元素与南京的本地元
素。从馆藏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
画衍生出的系列玩偶、利用馆藏精品“大雅
斋系列”的元素制成的瓷器日用品，到“竹林
七贤”冰箱贴，南京博物院正在探索一条叫
好又叫座的道路。

“具有南京博物院文物元素的，或者是
涵盖一点南京元素的产品，才更适合在我们
的文创商店里销售，并且避免雷同。”南京博
物院文创部副主任封蕾说，从南博最受欢迎
的民国馆取材，研发人员制成了书签等一系
列贴近生活又颇为文艺的小玩意儿，价格在
20元以内，一年能卖出1万多件。

“文化产品一定要走量，观众买下他们，
把博物馆带回家，这才算真正的成功。”封蕾
说，文创产品的设计需要符合大众需求、贴
近生活，价格也需要亲民一些。

用展览带起来

这个夏天，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世界
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终身成就）50
周年展”渐入佳境。在国图典籍博物馆正门
口，由数十级台阶构成的巨幅《丑小鸭》插画
成为迎接观众的第一道景致。这幅来自罗伯
特·英潘的作品，和其他插画一样被制成文
件夹与鼠标垫作为展览的衍生品销售。

在推出“再遇芥子园——《芥子园画传》
与当代绘画名家对话展”时，国图也集中力
量推出了《芥子园画传》的周边产品，让更多
观众领略这套古籍的本源魅力。

“展览做得好，大家会心动；文物带不
走，产品带得动。”封蕾说，文创产品的销售
与展览、社教密切相关，展览展示做得好，对
销售的带动作用就强；讲解让观众听得明白
又动心，就会提升购买意愿。

“博物馆的文创不是单纯的艺术创意，
而是综合了美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和销
售心理学的创造性劳动。”南京博物院文创
部主任邱永生说。在日前展出的“帝国盛世”
展览上，手摇八音盒、银杏叶挂坠、冰箱贴和
纹身贴四件文创产品成了观众的心头好
——手摇八音盒选择了《天鹅湖》《记忆》《天
空之城》的主题曲和《千与千寻》的主题曲等
4 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旋律；设计师将清代官
窑瓷器设计成了可以种花养草的冰箱贴，并
兼具夜光功能；用皇帝书法、乾隆玉玺、吉祥
花钿、漆器图纹等清代元素制成的纹身贴，
成了年轻观众追捧的对象。

对于江西省博物馆来说，不但将“惊世

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出土成果展”
作为江西省博物馆的常设展览，还开发出多
种包括文具、装饰品、日常生活用品等在内
的海昏侯主题文创产品。

将文创产品的开发推广与策展、讲解结
合起来，不但能为设计者带来开阔的国际化
视野，也便于第一时间得到观众的反馈，实
现文化教育职能和文化产业职能共同发展。
只有这样，文物与展览的“硬实力”才能与文
创产品开发的“软实力”相辅相成。

把短板补上来

9月12日，在文化部的指导推动下，“全
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正式
成立。

“图书馆的馆藏主要是书，假如各馆分
头自己做文创，难度很大。”国家图书馆展览
部副主任张立朝说。相较博物馆和美术馆，
图书馆的馆藏种类偏少，因而开发文创产品
难度也较大。

单打独斗的局面难以为继，图书馆之间
的文创又有巨大的共通性，经过反复验证可
行性之后，“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联盟”就此出炉。国家图书馆牵头全国几十
家图书馆，希望改变绝大多数图书馆可用资
金少、创意产品缺乏的现状。

“有想法，没办法。”宁夏图书馆副馆长
郭丽娟这样总结面临的文创发展现状，“没
有资金投入，我们一年的购书费不到300万
元；缺少合适的团队，图书馆本身编制有限，
吸引外来人才又需要充分考虑工资待遇。”

钱与人，几乎是绝大部分图书馆在发展
文创产业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张立朝说，5月
份时，国图召集了一些图书馆和高校文创产
业的教授开了研讨会，大家的意见高度集
中：成立联盟，是切实有效的整合图书馆力
量帮助其打开文创市场的最好途径。

在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典籍博物
馆常务副馆长李虹霖看来，发展图书馆文
创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另一种形式，创意的
元素不应局限在书本，更重要的是书里的
内容；这种合作也不局限于图书馆，还可
以在更广范围内与高校、企业等开展合
作，提高图书馆文创研发整体水平，实现
图书馆文创产品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有
效统一。

“图书馆干文创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
项，而是必须。”山西省图书馆馆长魏存
庆说。

其实，变化已经发生。
金陵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焦翔带来了这

样一组数据：这家隶属于南京市文广新局
的图书馆，借着文创试点的东风专门成立
了文创发展部，在当地财政部门的支持下
用账户留存的部分事业发展基金先期投资
50 万元注册成立了文创公司，并在今年的
4月和5月分别开设了两家文创商店。基于
自身馆藏资源，金陵图书馆采取自主和联
合研发等模式，开发了近百款文创产品，
还代销 300 余款文创产品，取得国图授权
并引入了国图 29种成熟的文创产品充实产
品线。截至 8 月底，金陵图书馆文创公司
营业收入达到 60 多万元。“我们正在为探
索一条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文创之路而锐意
前行。”焦翔说。

所谓“脑洞”，其实是创意的源头和实现

的路径。想要有源头活水来，各文化文物单

位需念好“活”字诀。

首先，元素要活用。灵感总是源于馆藏

文物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形象。

只有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价值内涵和

文化元素，贴近老百姓、注重实用性，才能让

文创产品的空间更大一些、出“爆款”的几率

更大一些。

南京博物院在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丰富的

随葬品，其中一枚带钩有一条小缝，打开后发现

内侧居然有互相咬合的四个字“长毋相忘”。设计

人员据此推测出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设计

了一对可以穿上红绳当吊坠的银带钩，二钩相

聚、严丝合缝。这对长毋相忘银带钩如今是南博

文创商店与爱情信物有关的文创产品的主打。

其次，政策要用活。文创产业是文化文

物单位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已经出台的相关

政策明确鼓励文化文物单位与社会力量深

度合作，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机

制，也希望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努力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

用好政策，需要解放思想。

南京博物院推动形成了“联展、联销”的江

苏省博物馆商业联盟，在长江经济带上进行广

泛合作，对于共同的文化特质进行联合挖掘和

产品研发。国家图书馆打造的“全国图书馆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联盟”，都是借力政策的东风。而

金陵图书馆，更是在当地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的支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兴办三产的实践。

应该看到，在文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同质化的产品、面临缺人少钱的困境都

是必经阶段。在不断前行的路上，用活政策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最后，市场要活学活用。文化文物单位发

展文创产业，不仅要解放思想改进管理，还需借

鉴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大胆闯出自己的新路。

浙江图书馆副馆长李俭英曾提问，图书

馆的文化元素由公司加工并经营的话，知识

产权归谁？

国图副馆长李虹霖回答她：图书馆作为

三产公司的出资人，可以派遣人员履行对国

有资产的监管，原封不动的复制品产权归图

书馆，新的创意产品需要在公司和图书馆之

间进行协商，未来还可邀请第三方对创意产

品的资产进行评估。

文化文博机构在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

业发展空间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难题，唯有

以市场的方式和思路来解决市场的问题，才

有可能真正培育起新型文化业态。

念好“活”字诀
□ 陈莹莹

想要火起来，先得掌握“活”字诀。优质文创产品的诞生，文创

产业的壮大都离不开对现有资源的重新定位

记者节前

访“青记”
□ 周 剑

左上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大会上展出了各地图书馆的文创产品。

左下 观众可以用展区放置的国图魔漫相机拍照变漫画并直接打印出来。

右 观众正在欣赏世界插画大展。

陈莹莹摄

这个节日对新闻从业

者既是致敬，也是鞭策。它

时刻提醒我们，常怀新闻理

想，坚守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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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京饭店大楼是一座见证了
近代申城峥嵘岁月的历史建筑，中国记
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
称“青记”）也于1937年11月8日在此
成立。2000年，国务院正式将“青记”
成立的这天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存在仅3年多时间的“青记”以宣
传抗日、发展中国新闻事业等为己任，
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在第十八个记者节来临之际，笔
者满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访了“青记”
纪念馆这块精神高地。

白色的大理石外墙、中西结合的大
门窗灯，纪念馆的外观庄严典雅。拾阶
而上，楼梯两侧的墙壁上依次标记着

“青记”全国分会成立的时间地点。“我
们要用鲜血写出民族的雄姿……我们
要用双手广播革命的火种”，刚走入纪
念馆，耳边就传来了激昂的歌声。

原来，纪念馆在播放“青记”会歌
《青年记者》，歌声将我们带入那段烽
火硝烟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
全面抗战爆发。平、津沦陷以后，日军
又大举进攻上海。在全国抗战和全民
抗战大局的影响下，上海新闻界同仁
为了能够如实报道当时战况，深感有
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11月8日晚
19时，“青记”成立大会在上海南京饭
店正式举行。

在“青记”组织下，成员始终活跃
在抗日战争最前线，被誉为“手无寸铁
的百万兵”。在台儿庄会战中，范长江
整日整夜贴身跟随战役主将，最早发
出反攻胜利的消息。《大公报》因此而
发了“号外”，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
舞。战火中，“青记”的记者们总有办
法先人一步向后方发回战情捷报，极
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上海—武汉—长沙—桂林—重
庆”，纪念馆里的一张地图标记着“青
记”迁移的轨迹，战火纷飞中的“青记”
不得不数易其址。长沙时期，是“青
记”自身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阶段。

由于国民党政府严格实行新闻检
查制度，国外媒体通过中央社的稿件
了解不到国人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声
音。为此，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青记”
的负责人范长江以学会成员为主要骨
干，组建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
社”），以桂林为总社，建立香港、重庆、
金华 3 个分社，以专论和通讯稿形式
向国内外150多家报纸供应稿件。

“青记”在武汉时期，创立了会刊
《新闻记者》。纪念馆大厅的玻璃橱窗
里就摆放着一本泛黄的《新闻记者》创
刊号。仔细辨认目录，可以看到当时
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如邵力子、张季
鸾、邹韬奋、范长江等都从各个纬度对
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了论述，并
向从业者提出要求和希望。

范长江在《建立记者的正确作风》
一文中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一是
必须绝对忠实，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
从事新闻工作。二是必须生活于自己
的正当收入的工作中，绝不拿任何方
面的一个铜板津贴”。

“青记”的这些理念和准则，放在
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再怎么强调也不
为过。纪念馆出口处印刻的“四向四
做”要求，提醒每一个从业者，“坚持
正确工作取向，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
作者”。

走出纪念馆，已是暮色四合，我的
思绪并没有从“青记”这群可亲可敬的
前辈们身上跳出。我国的记者节设在

“青记”成立这天，是为了纪念在烽火
硝烟中诞生的行业团体，也是为了鼓
舞和激励新闻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
这个节日对新闻从业者既是致敬，也
是鞭策。它时刻提醒我们，常怀新闻
理想，坚守职业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