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文化·生活

编辑：任维佳 实习编辑：吴燕村

2019年8月29日 A3

艺术，赋予城市文化温度
原韬雄

一亿“90后”上网买文创

博物馆文创为啥这么火
邹雅婷 刘萌萌 谭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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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巧可爱的大秦勇士星钻积木，

隽秀清雅的秋兴八景图笔墨套装，飘

逸华美的敦煌壁画图案丝巾……近

日，首届天猫新文创大会在北京今

日美术馆举行，多家文博机构展出

的文创产品设计感十足，吸引了许

多人观赏、拍照。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与天

猫联合发布的《新文创消费趋势报

告》指出，近几年博物馆文创市场呈

高速增长态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喜欢在网上购买文创产品，文创已

成 为 链 接 博 物 馆 与 年 轻 人 的 新

方式。

600岁故宫迷倒“90后”

随着文博行业发展和全社会消

费升级，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文化

消费领域“新宠”。《新文创消费趋势

报告》显示，近两年电商平台文创产

品成交规模爆发式增长，淘宝、天猫

平台 2019 年的成交规模相比 2017

年增长了 3 倍。过去一年，淘宝、天

猫博物馆旗舰店的累计访问量达到

16亿人次，是全国博物馆线下接待

人次的 1.5 倍，其中有 1 亿用户是

“90 后”。数据表明，上网买文创已

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趋势。

即将迎来600岁生日的故宫，是

国内文博机构中较早尝试做文创

的，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故宫文创

团队挖掘自身文化资源，推出各种

兼具实用性和艺术美感的产品，深

受消费者喜爱。自去年故宫口红引

发抢购潮后，今年 4 月面世的故宫

“初雪”调料罐又成为“网红”产品。

只要向调味罐中放入食盐或白糖，

就会呈现出雪落琉璃瓦、雪盖石狮

铜鹤的美景，满足了大家想要“进宫

看雪”的情怀。

“90后”大学生高绯凡经常购买

博物馆文创产品。在他看来，“这些

产品既好看又实用，而且具有收藏

价值。”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殷秩松说：“好的博物馆文

创把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让大众可以更亲切、更生活化

地接触文化遗产。博物馆文创火

了，对于我们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

是有利的。”

大数据助力产品开发

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大数

据、虚拟现实、3D 打印等高新技术

的应用日益广泛，带来了传统文博

机构难以实现的效果。

天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总经理家

洛指出，大数据可以帮助博物馆更

有针对性地进行 IP 开发。比如国博

旗舰店刚上线时，产品以艺术类摆

件为主，但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年

轻消费者喜欢更丰富的产品种类，

书签、胶带、冰箱贴等小巧实用的文

创品最受欢迎。国博针对消费者需

求进行新品开发，取得了良好效果，

现在单款书签月销量就能达到2000

笔以上。

殷秩松说：“博物馆拥有丰厚的

文化资源，互联网公司拥有先进的

技术，跨界合作能够实现优势互

补，推动文创行业高质量发展。”阿

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积极

进入文博领域，正是出于对行业发

展趋势的看好。“互联网能够把更

多的场景和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背

景相融合，丰富数字生活内容。对

博物馆来说，也是有力的引流措

施，同时能给用户带来更生动多彩

的体验。”

博物馆文创不只是卖萌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文创产

业与西方已经很成熟的产业模式相

比还有一定差距，博物馆文创火热

发展的现状下，也存在不少问题。有

消费者接受采访时表示：“博物馆文

创同质化较严重，让人有些审美疲

劳。”也有人指出文创产品光有“颜

值”，质量不够好，买的扇子、手机架

用几次就坏了。

“博物馆文创不只是卖萌，而是

要更深入地挖掘文化内涵。”殷秩

松说，这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做好大

量基础工作，比如在传统的学术研

究基础上建立 IP 图库、提炼核心品

牌、结合历史进行故事再创作等。

“练好内功才能可持续发展，否则会

过度消耗博物馆品牌。”

设计人才短缺是文创产业发展

的一大瓶颈。殷轶松指出，文博机

构应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创，

比 如 创 意 达 人 、志 愿 者 、科 技 公

司等。

天猫服装服饰事业部总经理尔

丁表示，天猫将推动各行各业的设

计人才与文博机构开展合作，共同

推出更有创意的产品。同时还将建

立文创新品研究中心，运用海量数

据系统化地分析应该生产什么样的

文创品。

殷秩松认为，博物馆文创应首

先考虑场景创新，“不再是传统的看

看展览然后出来买纪念品，而是要

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建立情感连接，

将博物馆与生活方式相结合。”

《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指出，

未来博物馆文创市场将具有更大的

经济价值、更深的文化内涵、更好的

文化体验、更强的产业生态和更完

善的产业链。

“博物馆是文化富矿，做好传统

文化 IP 转化，让中国的文创产品抓

住年轻人的心，并获得海外消费者

青睐，这对于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

要意义。”殷秩松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前不久，FIRST 青年电影展的

参赛影片在青海西宁免费放映。

一位大叔和妻子每晚都来：“露天

电影的形式很怀旧，影片却很新

鲜，跟平常在影院看的不一样。”

露天广场上，电影屏幕把人们带

入一个光影世界，观影热情高涨。

这已经是 FIRST 青年电影展

驻扎西宁的第九个年头了。如此

年轻的小众电影节，吸引了越来

越多全国各地的影迷和电影人。

青年电影节的独特气质，给这座

高原城市注入了热情与活力。

在这个影展上，人们看到的影

片，往往是青年电影人的作品。这

是青年电影创作者展示和交流的

平台，也是业界给予他们帮助和

支持的平台。几年来，电影节与影

迷在不断地“互相成全”，创作文

化、展演文化与观影文化，经由一

块银幕而逐渐形成。

电 影 展 映 在 扎 根 ，观 影 素 质

也在提升。书店里每晚 10 点的影

迷交流会，是观众与创作者面对

面分享的时刻。“导演，您在影片

结尾是要表现一种希望吗？”“是

你 想 多 了 还 是 我 想 少 了 ？”这 样

的 对 话 不 时 引 来 笑 声 、引 来 思

考。正如一位工作人员所说，“从

这些交流中，能切身感受到观众

的 电 影 素 养 和 文 化 素 养 每 年 都

在提升。”

这是发掘影片的过程。笔者在

观影时看到这样一幕：在播放片

尾字幕时，观众鲜有离场，每出现

一组创作人员的名字，台下就响

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只有好作品

才能赢得掌声，只有好创作才能

赢得尊重。近年来，不少艺术电影

都是从 FIRST 青年电影节走出来，

而后登上大银幕的。观众不仅能

看到艺术创作的诚意，而且愿意

用掌声给予鼓励和支持。

这 也 是 发 掘 观 众 的 过 程 。在

今年影展上，每位观众都会收到

一张评分卡，“踩”和“顶”决定了

影 片 能 否 获 得“ 观 众 选 择 荣 誉 ”

奖。如果说创作者们是“用电影投

入观众”，而观众们就是“用自己

投入电影”。而要发掘观众，就要

寻找与电影节“落户地”相通的气

质 。今 年 的 训 练 营 项 目 中 ，有 10

位新人导演在西宁取景拍摄，演

员也是西宁本地的“素人”演员，

越来越多人被吸引至此，为西宁

留下宝贵的城市影像。让大众文

化 需 求 与 本 地 受 众 互 动 结 合 起

来，不仅是电影节发展的必修课，

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必修课。

电影节来到一座城，也要扎根

一座城。无论电影还是电影节，不

管城市还是市民观众，热情、认真

与真诚都是不可或缺的创作、观

影与宣介品质。经济社会越发展，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维度就越丰

富，不只是电影艺术，包括绘画、

音乐、运动等在内的文化生活形

式，都是营造城市活力空间、点燃

城市发展激情、满足市民文化需

求的重要载体。艺术让城市更有

文化温度。合力打造富有精神高

度 、文 化 内 涵 、艺 术 价 值 的 文 化

节，必将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在

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中

以精品奉献人民。

我的家乡泉水甘洌，做出的豆腐

洁白细嫩，入口软滑清醇，至今让人

难忘。

我幼年时，吃的大多是自家磨的

豆腐。磨豆腐是很累人的活儿，一大

早，母亲将头天晚上浸泡在木桶里的

黄豆沥干水，放入石磨上研磨，然后

将磨好的生豆浆盛进“吊袋”中过

滤，并反复挤压吊袋，直到滤尽豆浆

为止。再将滤下的浆水放入铁锅中煮

沸，之后点卤水凝固，将凝结后的豆

腐花轻轻舀进已铺好包布的木盒内。

盛满后，用包布将豆腐花包起，盖上

木板，压好，即成水豆腐。

后来，有了走村串户的豆腐郎，

母亲才很少磨豆腐了。“豆腐，新鲜

的豆腐哦！”豆腐郎悠长的吆喝声响

起时，我就攥着母亲给的零钱，跑去

买豆腐。豆腐郎是个慈祥的老头儿，

他小心地把豆腐从水桶中捞起来，偶

尔还会顺手捞起一些细碎的豆腐块

给我解馋，生豆腐那清凉香甜的滋

味，直抵肺腑。

豆腐的做法很多，或汤或食，或

荤或素，都各有风味。我最爱吃的是

母亲做的香椿拌豆腐。买来豆腐，母

亲将嫩香椿头用开水一焯，暗红色的

香椿芽儿就成了翠绿色，切碎后与豆

腐拌在一块儿，撒上点儿盐，再滴上

几滴麻油，吃得我口齿生香、回味无

穷。吃剩下的豆腐又有另一番做法：

沥干水，切方块，放置一星期左右，

将其与盐等调料混合，过白酒上罐，

待其自然发酵成霉豆腐。霉豆腐虽有

些相貌不雅，味却极美，极佐饭。

豆腐不仅是平民的美食，也颇受

文人雅士的喜爱。相传，北宋文学家

苏轼不但发明了“东坡肉”，他创造

的“东坡豆腐”也一样享有盛名。林

洪撰写的《山家清供》中就载有“东

坡豆腐”的制法：“豆腐，葱油煎，用

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

纯以酒煮。俱有益也。”

林斤澜先生认为豆腐之美在于

其原生态的本味，他写道：“把一块

豆腐拌上小葱，若不是小葱时节，放

半匙辣椒糊，或是盐腌韭菜花，或洒

上榨菜碎末，就是两个指头撮点细盐

上去也可以了。吃豆腐吃的是‘白’

味，加咸加辣把‘白’味提起来。”

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中，黄蓉以美食诱洪七公收郭靖为

徒，做了一道菜，名叫“二十四桥明

月夜”，虽然只是蒸豆腐而已，但做

法十分讲究：剖开一只火腿，挖出二

十四个圆孔，用兰花拂穴手功夫削出

二十四个豆腐球，扎住火腿再蒸，蒸

熟后火腿弃之不食，将入味的豆腐装

碟上桌。“老馋猫”洪七公嘴刁得很，

但吃了黄蓉做的豆腐，立刻教了几招

绝活儿给郭靖那傻小子。

古人言豆腐“一身清淡七分水”，

这是谈豆腐的高境界，道理人人都

懂，可是真的要淡泊得如豆腐一般，

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新华社北京 8月 25
日电（记者 周玮）国家京

剧院小分队日前走进新

疆克拉玛依慰问演出。2

堂京剧课堂、5场演唱会

令当地群众感受到京剧

艺术的魅力。

在克拉玛依市文化

馆，演员们为近百名京

剧爱好者开展“京剧课

堂”。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等多个民族的京剧爱

好者看到艺术家们激动

不已，争相演唱《苏三起

解》《红灯记》《贵妃醉

酒》等选段。

国家京剧院小分队

还走进红山油田、青少

年科技活动中心、公安

局、机械厂等地慰问演

出。袁慧琴、董圆圆、李

海燕、魏积军、田磊、王

越、郭霄等登台献唱，

《将相和》《赤桑镇》《锁

麟囊》《穆桂英挂帅》《杨

门女将》等经典唱段令

观众高呼过瘾，博得阵

阵掌声和叫好声。

这次演出也让演职

员们感触很深。“我感受

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对

京剧艺术非常渴求。越是偏远、越是

没有机会接触到国家级院团演出的

地方，我们越要去普及、去演出，让顶

尖的艺术在基层绚丽绽放。”国家京

剧院副院长袁慧琴说，“希望我们能

通过演出、共建，让更多克拉玛依的

群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独特魅力，从而促进文化认同、民族

大融合。”

藏区首个声音博物馆
在四川省理塘县建成

本报讯（叶强平）近日，藏区首个

声音博物馆——喜马拉雅之声微博

物馆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

县建成。

喜马拉雅之声微博物馆位于理

塘县高城镇德西一村村民活动中心

内，开放时间从上午 9 点至晚上 10

点。馆内，观众可以触摸乐器，聆听马

蹄之声，观看理塘音乐的视频，解读

到西藏的古乐谱。

今年 7 月，为了打造喜马拉雅之

声微博物馆，理塘县请来了国内一流

的艺术家们：收集理塘县民歌的，是

藏地著名音乐人格杰白玛老师。他带

着团队，去寻找理塘最地道的牧歌、

最纯正的古舞；收集马蹄、流水和摇

篮曲的，是著名艺术家、策展人和音

乐家秦思源老师，一切纯正理塘的声

音，都在他的收录范围之内……

“我们打造喜马拉雅之声微博物

馆，就是用声音的方式保存藏族宝贵

的文化记忆，让远行的藏族人听到故

乡的呼唤，让游客体验藏文化的魅

力。”理塘县文旅体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杜冬说。

海南打造海岛特色
图书旅游博览会

近日，由海南省委宣传部、三亚

市人民政府、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主办的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

（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宣布首届书

博会将于 11 月 15 日至 18 日在海南

三亚举办。

据介绍，首届书博会将以“全球

价值链视角下的旅游出版”为主题，

旨在打造“专而新、特而美”的国际图

书会展品牌，为出版业构建跨行业、

跨领域的合作交流交易平台。发布会

上，海南省新闻出版局与京版梅尔杜

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凯撒旅

游集团、中国外文局、北京中外翻译

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该合作将促成“杜蒙·阅途”口

袋书出版8个语种的“海南”专辑，并

将此延伸为凯撒旅游集团的高端文

化旅游产品。

据介绍，书博会倡导“风吹哪页

读哪页”的海岛阅读生活方式，首届

书博会主宾国为俄罗斯，将围绕“历

史悠久的俄罗斯民族阅读文化”开

展系列活动。同时，邀请以吕敬人为

代表的 9位中外书籍设计师，共同发

起“世界最美旅游图书设计大赛”，

大赛面向旅游类图书、旅游地图、旅

游海报以及非正式出版旅游创意读

物进行作品征集，征集时间截至 8月

31日。 （据《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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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白
瀛 谢滨同）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

片中心跟踪拍摄、根据两个“零零

后”孩子成长经历制作的纪录电

影《零零后》，将于9月 3日起在全

国上映。影片探讨了应试教育与

素质教育、留守与留学、青春期与

亲子关系等社会关注的话题。

片中，男孩池亦洋从小想当英

雄，是个“孩子王”，经历一段时间

的徘徊后，在橄榄球运动上找到

了方向；女孩柔柔看似特立独行，

但在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后，又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影片采

用交叉剪辑的方式，记录两个孩

子12年的成长历程。

2006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纪录

片中心跟踪记录了 10 多个“零零

后”孩子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成长足

迹。影片导演、北师大纪录片中心

主任张同道说，之所以选择这两个

孩子作为电影主人公，是因为他们

鲜明的个性和饱满的故事。

他表示，本想记录一些年龄相

仿孩子的人生轨迹，却在拍摄过程

中发现了“零零后”的共同特质。

“每个人都蕴含着一代人的

DNA。”张同道认为，“零零后”无

疑带着全球化的时代烙印。

影片中，柔柔初中起就孤身前

往异国留学，说着一口流利的英

语；池亦洋频繁参加国际橄榄球

比赛，走上国际竞技舞台。“‘零零

后’孩子比中国过去任何一代人

都更有世界眼光、更有远大理想，

他们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

心。”张同道说。

柔柔妈为了保护孩子的天性，

支持她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舞蹈；

柔柔爸则更担忧升学问题，亲自

为女儿辅导数学……影片也叙述

着中国家长共同的困扰和抉择。

“池亦洋和柔柔的家长都很尊

重孩子。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应是

教育的起点。”张同道说，拍摄中切

身感到，没有适合所有孩子的教育

规则，不能用“别人家的孩子”要求

自己的孩子，要学会因材施教。

“如果家长与孩子看完这部电

影，能够使家庭更和谐、孩子成长

更健康，我们 12 年的努力就没有

白费。”张同道说。

12年跟拍“零零后”：大银幕展示社会关注

草原秋色草原秋色 汤青汤青（（安徽安徽））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