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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买的考古盲盒到了，
比拆快递更快乐的是挖宝。”在经
过近两小时的“考古挖掘”后，小
陈的盲盒里出土了一件莲鹤方
壶，这件稀有宝物令他激动不已。
与小陈一样，还有许多年轻人对
博物馆文创“上头”。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共有近100家博物馆参
加电商平台“双11”活动，11月1
日开售首日，博物馆文创产品销
量激增超400%。

◎ 体验式考古盲盒

最受欢迎

今年“双11”，河南博物院、三
星堆博物馆最热销的文创产品都
是考古盲盒。其中河南博物院“失
传的宝物”系列考古盲盒页面显
示月销超过五千件，消费者收到
的土块中隐藏着青铜器、佛像、铜
镜、玉器、陶器等宝物模型，还有
一定概率出现四神云气图、除罪
金简、杜岭方鼎、妇好鸮尊等“镇
院之宝”的模型。

“产品创意太棒了，既有神秘
感，又能自己动手且学到知识，比
直接买个博物馆纪念品有意思多
了”“看到金简的时候，我跟儿子
都兴奋地尖叫起来，整个挖掘过

程是相当温馨的亲子互动”……
从买家评论来看，沉浸式的考古
体验是多数人注重的卖点。

河南博物院文创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去年 12 月初火爆以
来，截至今年10月，考古盲盒销
售额已经超过三千万元，在“双
11”期间也保持了良好的销售势
头。“我们博物院的文创是从
2019年起步的，但真正进入发展
快速时期是在2020年9月，当时
正值河南博物院主展馆重新开
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也带动
了文创的升温。”

河南博物院推出的玉佩棒棒
糖，也因为造型逼真、人气旺盛，
在“双11”前引发了网络热议。该
款棒棒糖仿制原型为出土于1983
年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中
的人首蛇身玉器，属于春秋时期
的文物。

◎“95后”成文创产
品消费主力

“从文创产品的消费数据来
看，“95后”比例逐年增加，目前已
接近四成。2020年以来，盲盒、摆
件、非遗元素商品以及IP跨界联
名款成为最受年轻消费者欢迎的

品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卜希霆表示，年轻消
费者成为博物馆文创产品消费的
主力军，这彰显了青年一代文化
自信不断增强，由此也推动博物
馆文创的繁荣与发展。

卜希霆谈道，1995年至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一出生就与
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越来越
多的博物馆文创专注于研究这一
消费群体，尤其注重其精神层面
个性化、体验性、参与感、情感性
的需求升级。“例如故宫博物院出
版的互动解谜游戏书《谜宫》系
列、河南博物院‘失传的宝物’系
列盲盒、成都博物馆彩绘‘石犀’
等，研发者在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研发设计过程中，导入游戏思维
理念，通过‘目标(议程设置)—荣
耀(获得尊重)—惊喜(随机奖励)—
互动(呼朋唤友)’等游戏化流程设
计，引导用户互动，极大提升了用
户的兴趣度和参与度。”

一边是“95后”逐渐成为消费
主力，另一边，国内博物馆文创的
发展日益走上“快车道”。中国传
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
授、中国传媒大学国家文化和旅
游研究基地主任朱敏表示，2013
年，台北故宫推出了大受欢迎的

“朕知道了”纸胶带，让从业者和
消费者认识到了博物馆文创的巨
大市场潜力。2015年 3月 20日，
《博物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博
物馆可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挖
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
产业相结合。2016年《关于推动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的若干意见》出台，2021年文化
和旅游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进一
步加快了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

◎ 业界认为博物馆

要善当“网红”

博物馆文创市场虽升温，同
质化、低端粗糙的博物馆文创却
依旧乏人问津。兼具文物IP、创意
设计和高质量的产品方能得到消
费者青睐。“品牌价值仍是消费选
择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消费者
也越来越看重产品的品质，2019
年1月的‘故宫口红’因品质问题
宣布全线停产的事件说明，再好
的文创产品也必须要有稳定可靠
的品质来支撑。”朱敏说道。

在朱敏看来，此次“双11”博
物馆文创产品的热卖，一方面，反

映了我国博物馆文创发展已经逐
步走向成熟，真正从博物馆的展
台走入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另
一方面，消费者也已经从单纯的
实用消费、审美消费，向体验消
费、内涵消费、品质消费转向。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副院长、教授郝凝辉认为，“未来
博物馆文创应加强顶层设计，继
续秉承‘设计+创意+文化’原则，
遵循文化价值转译与创意价值相
融合的设计思路，围绕博物馆文
创‘日常实用性、文化内涵性、设
计语言创新性’等方面，多层次、
多角度、多元化地满足消费者不
断增长的新需求。”

“双11”博物馆文创的火热证
明，“让文物活起来”正在成为时
代潮流，今天的博物馆与公众的
距离越来越近，博物馆文创使封
存于博物馆的历史记忆走入了

“寻常百姓家”。“博物馆文创产品
正在成为博物馆文化与社会生活
的桥梁与纽带，有力地把博物馆
推到城市的聚光灯下，促使其教
育、文化功能实现扩展与延伸。面
对新时代的消费者，博物馆既要
赓续经典、发扬传统，也要拥抱时
代、善当‘网红’。”卜希霆说。

（《北京晚报》王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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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共青团中
央、中国作家协会共同
举办的第三届“志愿文
学”征文活动获奖作品
揭晓。由知名作家、编
辑、记者等组成的专家
团队经认真审阅，最终
评选出中短篇小说、剧
本、诗歌、散文、报告文
学等五类 110 件获奖
作品。

此次征文活动以
“青春志愿行·奉献新
时代”为主题，2020年
9月启动后，共收到社
会各界投稿作品 5600
余件，历经初评、复评、
终评等环节。获奖作品
涉及疫情防控、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社区发
展、抢险救援、助老助
残、环境保护等多个领
域，从不同视角讲述了
青年志愿者的奉献故
事，反映了广大青年志
愿者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
嘱托，积极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
作贡献，不断彰显理想
信念、爱心善念、担当
观念，是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的生动体现。

获得一等奖的作品中，中短篇
小说《长发的故事》讲述了支教志
愿者十年如一日扎根大山、默默奉
献，在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
把，其女儿也受到感召而成为一名
志愿者，为疫情防控、乡村振兴贡
献青春力量的动人故事；剧本《宜
宾路上》记录了青年志愿者在开展
助学走访途中的曲折经历；诗歌
《青春日记节选（组诗）》浸润着青
春底色，彰显着蓬勃朝气；散文《回
首阳光正当年》记录了青年志愿者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
述中国故事的所思所感所为；报告
文学《圆梦纪实》以亲历者的角度
讲述了县域志愿服务组织助力脱
贫攻坚，长期坚持帮扶困境儿童的
奉献历程。

据悉，“志愿文学”征文活动自
2017年以来已举办三届，评选出
了一批优秀文学作品，旨在用文学
的形式展现志愿者事业在党的领
导下取得的成就，展现志愿者在平
凡岗位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和
动人事迹，传递“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首届“志愿文
学”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集《青年志
愿者之歌》系列丛书已正式出版。

（《中国青年报》杨宝光）

山西投资1亿元
建设石窟寺
保护与传承实验室

中新社太原11月 8日电（记
者 胡健）记者11月8日从云冈研究
院获悉，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
重点实验室落户云冈研究院，该实
验室联合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
建筑大学、上海大学合作建设，专注
于石窟寺保护和传承技术、方向、标
准等方面的研究和制定。

山西文化遗存众多，是全国闻
名的文物大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数据显示，山西现有石窟寺244
处，摩崖造像254处。

实验室计划投资1亿元(人民
币，下同)用于科研研究和基础设
施建设，其中投资2300万元建成
云冈先进计算中心，为全国文物系
统首个先进计算平台；投资800万
元建成云冈石窟世界遗产监测中
心等。

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重
点实验室的建设是推动"云冈学"
建设的重要平台，实验室依托云冈
研究院，整合多学科研究力量，旨
在建设国内顶级石窟寺学术科研
队伍，构建华北地区石窟文物保护
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
果转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体
系建设。

新华社济南 11 月 9 日电
（记者 张力元）记者11月8日
从山东省潍坊市政府获悉，潍
坊市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创意城市网络”，并被授予

“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
据了解，潍坊现有2项手工

艺与民间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名录，17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手工艺与
民间艺术类占10项，风筝、年
画、核雕、嵌银漆器、丝绸等200
余项传统工艺在当代鲜活存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
年创立“创意城市网络”，致力
于发挥全球创意产业对经济和
社会的推动作用，分为“手工艺
与民间艺术之都”“文学之都”

“电影之都”“设计之都”“音乐
之都”等7个门类。

以美育人、以文

化人，美育是审美教

育，更是情操教育和心

灵教育，对于立德树人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

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

生活，遵循美育特点，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

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

健康成长。”

中 华 民 族 拥 有

5000 多年灿烂文明。

今天，美在中国有了

更加多元、开放、包容

的形态。弘扬中华美

育精神，用美育涵养

“美丽心灵”，不妨从

教育引导年轻人热爱

艺术开始。当代中国，

各种艺术形式和多种艺术风格碰

撞交汇，琳琅满目。在“雪如意”

“冰玉环”等冬奥会场馆，可以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

涵，欣赏丰富多彩的中国元素；透

过敦煌壁画，可以感受中西文明

交融的历史，体会不同文明交相

辉映的魅力……年轻人通过认识

和理解中华大地上的优秀艺术作

品，可以形成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

心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引导年轻人接近、欣赏中国文

艺作品之美，有助于赓续优秀文化

传统，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在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传统

中，古代先贤们秉承“德艺双馨”

“艺品如人品”等理念，将优秀道德

情操和家国情怀融入美学的内容

与形式之中，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呈

现出来，感染着一代代中华儿女。

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

华儿女团结奋斗。比如，从范仲淹

的《岳阳楼记》等作品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赤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

精神面貌；在《千里江山图》中，能

领略锦绣河山的壮丽和创作者纯

真质朴的爱国之情。新时代的年轻

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先天

的亲近感，引导他们接近和感受优

秀传统文化和艺术，有利于树立和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

作为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工作

者，我们在引领年轻人欣赏优秀文

化艺术作品的时候，要更加注重强

调作品的格调品位、精神高度、爱

国之志，等等。作为美的创造者，当

代年轻人也在积极记录这个时代

和它的独特之美。在他们的作品

里，可以感受到更开放多元、更具

时代感的艺术表达。比如，有关怀

农民工、留守儿童生活状态的作

品，有表现“中国天眼”射电望远

镜、神舟飞船等重要成果的新山水

画、新静物画，还有体现新时代年

轻人新风貌的影视作品，等等。这

充分说明，接近美、欣赏美，涵养

“美丽心灵”，才能发现美、创造美，

用心用情拥抱美好时代。

引导年轻人对美的追求，有助

于以美为媒，沟通世界。从历史上

看，中华民族欢迎并接纳一切有益

的文明成果。对美的追求是全人类

的共同价值。我们相信，更懂得欣

赏自己国家、民族之美的年轻一

代，也是在国际交流中传播美的使

者。培养年轻人懂得欣赏中国之

美，让他们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艺术，连接中外，并把这种精神

和气质传递到全世界，一定能让世

界更多更好地听到中国声音、中国

故事，从心底欣赏中国之美。

不久前，回了一趟乡下老
家，看到乡亲们趁着好天气晒
番薯枣，那飘逸而出的缕缕香
气扑面而来，让我不禁感叹这
就是家乡的味道。

老家人有种植番薯、晒制
番薯枣的传统。所谓番薯枣，就
是将鲜番薯经煮熟切片晒制而
成的农家食品。老家土地肥沃，
气候适宜，十分有利于番薯的
生长，出产的番薯品质好，大小
适中，是加工番薯枣的好材料。

小时候，父母总教育我们
几个孩子要珍惜粮食，就连遗
漏在番薯园里小小的番薯也得
捡回来，用来晒制番薯枣。每当
番薯收获时，我们几个兄弟姐
妹在放学以后，便提着竹篮到
附近已经收获过的番薯园里，
去寻找遗漏的小番薯。这时，我
就会睁大眼睛，东寻西找，一旦
看到遗漏在园里的小番薯，便
如获至宝似地捡起来放在竹篮
里，运气不错的话，可捡到满当
当的一篮子小番薯。有时，父母
也参与其中，不过，他们的活儿
是挥着锄头对已挖过的番薯园

地再挖几下，期盼能挖到还在
土层里的番薯。

老家晒制番薯枣独有一套
办法。番薯收获之后，父母便将
挑回家的番薯根据大小分类，
大的用于晒番薯干，较小的就
用于晒番薯枣。晒制番薯枣一
般要经过清洗、削皮、蒸煮、切
片、晒制等几道工序。首先用清
水将番薯块洗干净，再用削皮
刀将番薯表皮削掉，同时，在土
灶中铁镬上放置蒸笼圈，并在
铁镬中加适量的清水，将已削
了皮的番薯置于大铁镬中，盖
上盖子，然后用柴火将番薯蒸
煮熟。待蒸煮熟的番薯冷却后，
就用刀将其切成薄薄的小片，
并整齐地将番薯片摊在番薯篱
上。番薯篱是温州人对用于晾
晒番薯枣的竹匾的称呼。这之
后，将番薯篱放置在空旷透风
之处，经过几天太阳晾晒，那番
薯片就成了番薯枣。刚刚晒制
而成的番薯枣多呈金黄色，味
美适口，十分香甜。

番薯枣晾晒干之后，父母
便将其装在用苎麻织成的麻袋

里，然后将麻袋置于谷仓干燥
的稻谷上。由于麻袋透气，再加
上谷仓里稻谷干燥，这样就可
防止番薯枣吸湿而霉变，使番
薯枣从冬天保存至第二年的农
历二、三月。而且在保存期间，
番薯枣表面会逐渐形成一层白
色的霜，这使得番薯枣的风味
更佳。

番薯枣，在老家称得上人
人喜欢。大人们在田间地头干
活饿了，往往吃几条随身带去
的番薯枣填填肚子。孩子们玩
耍累了，也会想吃点番薯枣。对
我来说，番薯枣最能勾起我儿
时生活在乡村的味蕾。自家晒
制的番薯枣，是我最爱的零食。
下午放学回家，肚子饿了，就从
家里找点番薯枣吃，有时，还拿
一些到学校与同学分享。至今
回想起来，仍是余味悠长。

番薯枣，这一农家土特产，
让人品尝的不仅是它的美味，
还有那一抹乡愁。

“双11”博物馆文创热度飙升，考古盲盒最受欢迎

博物馆新意文创让年轻人“上头”

味蕾记忆番薯枣
缪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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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