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宝就这样华丽转身
□ 姜天骄

文物凝固下来的，是活生生的历
史。通过文物的“述说”，人们可以穿
越时空阻隔，触摸岁月沧桑，倾听历史
回声，与古人对话。这一愿景的抵达，
则有赖于今人精心的考量、巧妙的设计
和独特的表达来呈现。

带回家还要记得住

当下，文创产品作为伴手礼已经成
为一种流行趋势。在国家博物馆一层纪
念品区，一款杏林春燕冰箱贴深受游客
青睐。这款冰箱贴的文创元素来自国家
博物馆收藏的国宝级文物清代粉彩杏林
春燕纹瓶。这只瓶子不仅画工精巧，而
且有着十分美好的寓意：中国古代考进
士时正值三月杏花开放，诗人把杏花称
为“及第花”，燕子称为“吉祥鸟”。“杏林
春燕”寓意美好，又以冰箱贴的形式融入
生活，这样别具一格的礼物相信没有人
会不喜欢。

一件好的文创产品是博物馆展览功
能和教育功能的延伸。将文化遗存与当
代人的生活、审美、需求对接起来，让
观众把国宝文化带回家，在使用中了解
国宝，既是观众的心愿，也是博物馆人
的实践。

近年来，文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和
相关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博物馆盘
活馆藏文物资源、实现公共文化成果
惠及民众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据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李六三介绍，国博
立足馆藏文物普查和研究基础，深入
挖掘藏品的文化内涵、器型纹饰、铭
文释义等元素，使文创产品成为国家
博物馆展览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延伸。
此外，国博在文创产品的开发活动中
还坚持充分尊重国宝、在使用中了解
国宝、注重文创产品的人性化等原则。

打开中国国家博物馆天猫旗舰店链
接，销售量排名第一的商品是一款龙形
金步摇夜光书签，产品的设计灵感来源
于清代头饰镀金点翠鸟架步摇。

另一款商品青花束莲文盘女士丝巾
的设计灵感则来源于青花束莲纹盘。古
代瓷器纹饰“一束莲”纹一直颇受古今文
人的青睐，也是民间喜闻乐见的纹饰之
一。莲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的高尚品格，以及一路连科、连生
贵子、本固枝荣的吉祥寓意成为古代陶
瓷器皿及艺术品上的主流纹饰。设计师
将青花与“一束莲”纹完美结合，让中华
传统文化与雅致风韵穿戴在身上，深受
品位高雅的女士青睐。

文创产品是可移动的博物馆，也是
让文物“活”起来的独特载体。“价格亲
民、经济实用的文创产品深受欢迎，这也
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国家文物局局长刘
玉珠说，今后国家还将加大对文博创意
的奖励，持续鼓励文创产品收入反哺博
物馆发展。作为“大文化”的一部分，文
物工作要对经济社会作出贡献，文创产
品开发将作为日后博物馆评价体系的标
准之一。

释放IP巨大能量

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的联姻，掀起了
文创产品的营销热潮，但无论是文物的
高仿品，还是由文物衍生出的创意产品，
都面临着产品同质化等问题。对此，李六
三提出，博物馆文创产品需要立足于馆
藏文物本身，也需要更多的专家和设计
师加入，发掘蕴藏在文物中的造物思想，
并转化为时代创造，唯有如此才能让中
国文化更好地走进生活、走向世界。

2016年初，国家博物馆在全国率先
打造了“文创中国”平台。据李六三介绍，
平台集艺术授权、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仓储物流、宣传推广于一体，可以让博物
馆的IP资源通过“文创中国”得到与社会
产业资源充分对接的机会，获得有效
开发。

据了解，文创中国授权开发平台面向
全国文博单位开放，由文博机构提供馆藏
文物IP授权，由国博牵头将资源推介给国
内外优秀的设计师，继而将设计方案与有
实力的投资者对接，生产出的优质产品则
直接在“文创中国”平台销售。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营与开发副主
任蒋名未介绍，不管是国博的IP还是其
他博物馆的IP，都放到“文创中国”这个
平台上来，IP 价值最终由市场来决定。

“可能有些博物馆界认可的国宝藏品，真
正放到授权市场上却无人问津。而一个
很一般的藏品，但是它背后很有故事，颜
值还高，大家就会很喜欢。”蒋名未说。

当前，平台的主要工作是将博物馆
的IP资源盘活，让公众关注这个IP的相

关信息，之后通过平台打造明星IP。在
打造明星IP的同时，把IP背后的故事与
它所蕴含的文化传播出去，这也是“讲好
中国故事”的一个体现。

国博率先在“文创中国”平台上线了
400个文物IP，包含“国宝级”的错金银云
纹青铜犀尊、大盂鼎等。目前，全国已经
有8家博物馆签约授权。为确保“文创中
国”平台出品更多文创精品，国博将对设
计师进行辅导，帮助他们了解文物内涵。
每一件文创产品在批量生产之前，无论质
量还是设计都需国博、阿里巴巴双方
认可。

通过“文创中国”这个平台，博物
馆方面只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梳
理、研究、组织好自己的资源，按合同
约定提供 IP 资源，这样就不用投入很
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全产业链的
工作。

李六三认为，平台的建立将更好地
盘活文博领域的沉默资产，推动文博无
形资产开发，规范文博授权交易市场，促
进博物馆行业良性发展。

打造文创国家品牌

通过文创产品最大化传递文物背后
的中华文明，让文物活起来，让优秀传统
文化走出国门，是国家博物馆的一项职
责使命。拥有139万件国宝级文物的国
家博物馆，在做好馆藏文物文创产品的
同时，还要肩负起汇聚海内外文化资源、
打造文创产品国家品牌的责任。

去年5月16日，国博与上海自贸区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文创中国”线下运

营中心正式落户上海自贸区，一支 275
人的经营管理团队随即成立。“这个项目
不仅对国博，对促进整个文博行业文创
产业发展转型都具有深刻意义。”据李六
三介绍，今年6月国博开通了“速卖通”
网店，覆盖150余个国家，在上海自贸区
和阿里巴巴的支持下，顺利实现跨境交
易，真正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
出去。

“博物馆自身是没有对外贸易职能
的，通过自贸区这一平台，能够帮助文创
产品实现跨境交易，这一战略性选择为
博物馆今后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更广阔的
空间。”李六三认为，目前，博物馆文创产
品的盈利模式已经非常清晰，日后必将
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发展。

李六三勾画着更美好的蓝图：下一
步，国家博物馆将利用馆藏文物资源与
动漫影视相结合，与中国动漫集团和上
海东方梦工厂合作，开发一系列动漫影
视衍生品，把国宝故事用动漫影视形式
加工升华，让国宝文化形成更大影
响力。

可以预见，这将是国家博物馆在开
发文创产品上新的增长点。局面打开
后，国家博物馆将会成为文化产业新的
标杆。“对偏远地区的中小博物馆而言，
要做好文创产品，首先要梳理好自己的
文化资源，而不是一窝蜂地去生产冰箱
贴、书签等。”李六三建议。

“在产业化发展这条道路上，国家博
物馆应该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不能仅
依靠产品数量取胜，而是要联合同行一
道寻找出路，打造更宽广的平台为把整
个行业的文博资源调动起来提供支持和
服务，以形成更大产业规模。”李六三说。

价格亲民、经济实用的文创产品越
来越受到消费者欢迎。无论是集艺术性
与实用性于一身的国家博物馆文创产
品，还是脑洞大开的故宫博物院文创产
品，都已经完成了从“数量增长”走向“质
量提升”，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的华丽转身。

然而文创产品开发的想象力远远
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中国拥有超
过 4500 家博物馆 （包括民营博物馆在
内），海量的馆藏文物艺术品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意味着可供发掘的传
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但是目前除了
国博、故宫两个国家级大馆之外，我
国大部分地方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研发
仍停留在对少量“镇馆之宝”经典形

象的浅层开发阶段，尚未找到一条适
合自身的文创产品开发途径。

随着时代发展，一般性旅游纪念品
已经很难满足博物馆观众不断增长的消
费需求。特别是当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
体的时候，如果文创产品还只是注重历
史性、知识性、艺术性，而缺少了趣味性、
实用性、互动性，那么它的吸引力也将大
打折扣。

这两年，曾经宫门高筑的故宫博物
院逐渐以时尚的面貌融入普通人的生

活。充满故宫元素的“宫廷娃娃”家族系
列产品和以紫禁城内生活的流浪猫为创
意的“故宫猫”系列产品，一经推出就受
到观众青睐。仔细揣摩这些文创产品走
红的原因不难发现，它们无一不是强调
创意性与功能性相统一，让优秀文化资
源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在使用
中真实感受和正确理解文物所传递的文
化信息。

让馆藏文物“活”起来，需要改变传
统的传播方式。文创产品不能再做束之

高阁的艺术品，也不能再走简单复制的
老路，而应该积极拥抱生活，从生活中寻
找更多灵感。眼下，产业转型方向不明、
文创人才严重匮乏是各家博物馆共同面
临的两大瓶颈。这一方面归因于一些博
物馆对自己馆藏文物的价值挖掘不够深
入；另一方面，长期在体制内生存、运营
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的地方博物馆，没有
与社会商业机构或艺术家、设计师工作
室等合作的经验，发展理念相对滞后。

博物馆需要学会运用更多方式来传
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将文化遗存与
当代人的生活、审美、需求对接起来。
把人类漫长历史中凝练的智慧运用到现
代生活之中，文明古国应该拥有更多话
语权。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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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自信之基
□ 冯远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

在文化界反响热烈。本报周末副刊特开辟

“文化自信大家谈”专栏，约请文化名人撰

写署名文章，讲述各自对文化自信的理解，

共同探讨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

新的历史时期更加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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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
盛的论述，令人振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基本方略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报告把文化
自信提高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
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这些论述既让我们振奋，也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
了新要求。认真领会和感悟文化自信的内涵，自觉增强
文化自信，是我们学习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内容，也是更
好地完成新时期一个文艺工作者历史使命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近年来，人们对
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喜爱。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形式
逐渐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文化传统正在得
到发扬。我们相信中国的崛起将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崛
起，更是文化、精神的崛起。

我们从媒体报道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故宫招待总统夫妇喝茶，特朗普还展示
了小外孙女说中文和唱中文歌曲的视频。我们的传统文
化不仅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心灵，而且得到很多外国朋友
的喜爱。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文化交流与
经济交流相得益彰。记得我在国外留学时，每到传统节
日，都会找一些宣纸裁成小块，画几笔国画或是写几笔
书法，做成贺卡送给朋友。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的小物件往往最受外国朋友欢迎。去年人艺的话剧《知
己》走上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舞台，那里的艺术总监
说，这是我看到的最美、最中国的话剧。虽然语言不
通，但俄罗斯的观众看懂了，而且最吸引他们的是剧中
的中国戏曲身段的元素，他们说从中看到了中国传统艺
术美。这些都体现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底气，也都
体现出我们深厚的文化自信。

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文化自信赖以生存的土壤。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回归传统文化。像我年轻时也曾追时
髦，喜欢穿喇叭裤、戴蛤蟆镜，但现在越来越喜欢穿唐
装、布鞋。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每一个
炎黄子孙身上都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液，存在着中华文
明的基因。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从我们北京人艺的话剧中
也可窥见一斑。最近几年，我们北京人艺的强烈感受
是，话剧越来越火爆。今年上半年，我们推出人艺经典
话剧《茶馆》，许多观众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抢票。话剧
这种艺术形式，在老舍、焦菊隐、于是之、蓝天野等老
一辈艺术家的艰辛摸索中，发展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
术形式，而且让世界惊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只注重
表面化的艺术没有厚重感，就像花瓶里的花一样，没有
深厚的土壤做根基，迟早都要枯萎。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青年提出了殷切希望。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
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
一代的。从增强文化自信的角度看，从我们北京人艺的
现实要求看，我们也对青年文艺工作者充满了希望。现
在，北京人艺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年轻人。当年于是
之、蓝天野等老一辈艺术家告别舞台时，有人质疑北京
人艺何去何从。但濮存昕等一批中青年艺术家支撑起一
片新天地，也使人艺有了新的发展。如今我们又到了面
临接班换代的时候，新一代的崛起不应该像我们接替老
艺术家那样漫长；但这也是急不得的事情，需要建立在
年轻人了解北京人艺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

近一年，我们陆续开展了七期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剧
本朗读培训，从最基础的剧本朗读开始训练，锻炼他们
的台词功底，同时注重发现年轻演员的导演才华，培养
人艺导演队伍。北京人艺每个月都开设青年演员艺术培
训课，我们专门聘请熟悉老北京市井文化的老师教演员
老北京叫卖，请北方昆曲剧院老师教授昆曲课。我们发
现，只要注重引导和传承，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吸引
住一大批青年人的目光。这也是我们的自信心所在。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从十九大报告中不仅看到
了文艺的繁荣，看到文化将获得多方的支持，更看到了
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作者系北京人艺演员队队长，
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

多姿多彩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姜天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