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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中明确提出，开发高品质的文创
产品和旅游商品。回顾2021年文
化和旅游创意亮点，无论是建党
百年接地气的文创产品，艺术舞
台、电视节目中联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惊艳呈现，还是“万物皆
可盲盒”“万物皆可雪糕”，文创已
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打卡“硬通货”
之一，频频“出圈”的背后显示出
文创已从小众市场走向大众消
费。文化创意从设计出发，为文旅
资源增值，在传播和运营上不断
深耕、发力，文创的高质量发展最
终又指向核心的IP竞争。

红色文创

感受精神力量的传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6月3日，位于上海的中共一
大纪念馆正式开馆，纪念馆北面观
众服务中心的“一大文创”商店也
对外开放，中共一大会址“树德里”
石库门造型的冰箱贴、笔记本及
《中国共产党章程》楷书字帖套装
开业当天即售罄，与沪上老字号品
牌跨界联名的光明小红砖、大白兔
奶糖等网红产品，吸引了众多年轻
参观者、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用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的方式传递红色文化，这是中共一
大纪念馆文创产品“出圈”的重要
原因。中共一大纪念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一大文创”有两大特色：一
是红色基因，二是反映人民的美好
生活，让老百姓通过文创产品感受

生活的美好和精神力量的传承，让
中共一大纪念馆馆藏成为真正能

“带得走的红色文化符号”。
7月1日以来，前往浙江嘉兴

湖心岛瞻仰红船的参观者、游客，
每日登岛人数都在五六千。吸引
他们流连的还有“烟雨楼前——
南湖1921文创专营商店”。今年，
南湖文创推陈出新，在“红船精
神”笔记本、红船尺、“不忘初心”
保温杯等特色产品的基础上，又
陆续推出了“初心学习包”“廉政
家书”“纪念船票”“新时代‘重走
一大路’”明信片等艺术性、实用
性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受到了广
大参观者、游客的欢迎。值得一提
的是，文创商店的“南湖初心邮
局”“南湖初心电话亭”更是成为
传播“红船精神”的网红打卡点。

“出圈”不为一时之红，更为了
传承文化、创新内容、对接市场。在
革命圣地延安，今年以来陆续推出
宝塔山文创雪糕、延安啤酒等一批
既有情怀又接地气的产品，通过老
物件衍生出新产品，并着力推动文
创和当地景区资源相结合，采用

“文创+科技”“文创+生活”等模
式，让延安红色历史文化更具有体
验性，也更吸引年轻人。

“文创产品开发在注重市场
性的同时，更要激发其传承性，这
样才能使文创产品绽放出独特魅
力。”黑龙江省大庆市铁人王进喜
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馆“一
滴油”系列就是以王进喜来大庆
打的第一口油井生产出的石油经
过加工制作的文创产品，十分有
纪念意义。近年来，大庆油田先后

开发出“一滴油”等20多个系列
800多种文创产品，融入抽油机、
井架、安全帽等石油元素，每件产
品都“油”味十足。

艺术、舞台

立足传统 创新转化

如何用舞台艺术的形式，让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真正地动起来、“活”起来？

由周莉亚、韩真共同执导，故宫
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
司、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今年8月在
北京首演，随后开启全国巡演。收藏
于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化身
舞蹈诗剧，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发掘
北宋王希孟创作的青绿山水代表画
作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为观众开启
沉浸式“赏画”体验。

这是一次立足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之根，在保护好文物并充分
挖掘文物背后故事的基础上，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为精准再现宋代美学，创作者大量
阅读文献、听取专家意见，在古书
古画中求证。故宫派出多位文博顾
问，给主创团队和演员讲课，带领
他们参观文物修复的现场，观摩书
画院研究员工作的场景。“它带给
我一场纯粹的美的体验。‘千里江
山’活过来了！”在精雕细琢之下，
《只此青绿》一开票即成为爆款，首
轮演出结束，口碑爆棚。

同样“出圈”的爆款还有河南
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节目

制作团队致力于深挖这片土地上
的文化瑰宝，将传统文化、现代科
技与未来想象有机融合，从《唐宫
夜宴》开始，河南卫视凭借《元宵
奇妙夜》《端午奇妙游》《七夕奇妙
游》《中秋奇妙游》一路高歌猛进，
引发全网热议。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IP内
核，以综艺晚会为载体，深度挖掘
传统文化背后所凝聚的文化符号
与民族精神，在中华美学精神层面
寻求深度共鸣，“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赢得了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
众的喜爱。这也足以证明，优秀的
传统文化对新时期的观众尤其是
年轻群体有着强大的感召力。系列
节目的“出圈”也显示出，文化自信
立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创新
则是其于当下绽放光彩的密码。

盲盒经济

抓住新消费趋势

今年什么文创商品卖得最
火？春天，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
雪糕“火”遍朋友圈，清明小长假3
天卖出4.7万支；今夏，1654岁的
甘肃敦煌莫高窟推出的高颜值九
层楼雪糕，旺季时一天卖出1000
多支……随着夏季到来，各地文创
雪糕纷纷“出圈”，引来打卡热潮。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上百种文
创雪糕，年产量上千万支。

一支雪糕能被玩出多少种花
样？有的是标志性建筑，如北京前
门、武汉黄鹤楼、敦煌莫高窟等；有
的是特色动植物、文物造型，如玉
渊潭樱花、故宫脊兽等。中国国家

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也陆续推
出文物造型的雪糕。一些城市也相
继推出地标性建筑物雪糕，如广州
塔、上海东方明珠、重庆解放碑等。

如何在文创雪糕基础上持续
发力，让文创产品更接地气、更有
创意，则是一个长期命题。文创雪
糕要长久发展，需要忠于品质。盲
目跟风并不可取，景区、文博单位
需要立足实际，增强文创产品的
文化性和创意性，新颖与独特才
是创新的底色。

除了“万物皆可雪糕”，“万物
皆可盲盒”也在今年走红。戴上考
古手套，由迷你版洛阳铲探孔定
位，青铜虎符、武则天金简等“迷
你版”文物都可能在玩家手中“出
土”。过去10个月，河南博物院考
古盲盒的销量约36万个，销售额
超3000万元。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的三星堆考古盲盒、河南博物院
的“失传的宝物”考古盲盒、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青铜小分队系列盲
盒……考古盲盒以沉浸式体验和
游戏、解谜等新奇玩法，成为诸多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新宠，“沉浸式
考古”让年轻人直呼“上头”。

文物一次次“出圈”的背后，
既是传统文化的原生魅力，也是
文博圈一次次对准了年轻人的口
味。在新消费趋势下，文博单位、
文创企业需要更多思考的是，如
何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通过
创新产品和服务满足更多用户需
求、抓住消费红利，同时以更好的
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报》鲁娜）

频频“出圈”走向大众
——2021文创回眸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
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
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
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
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
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
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
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追
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理
应成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人
生坐标。文艺作品属于精神产
品，其蕴含的价值取向，会润物
无声地传导至社会。一个时代盛
产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不仅折射
出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的价
值追求，也会影响那个时代的精
神风貌和社会风气。“文艺要通

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
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
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
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
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
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
场的奴隶。”每一个“要”，都指明
了文艺创作应该遵循的方向；每
一个“决不能”，都值得文艺工作
者深思。

近年来，《觉醒年代》《山海
情》等主流电视剧大热，《流浪
地球》《长津湖》等好口碑电影
引发观影热潮。事实证明，真正
优秀的文艺作品，观众从不辜
负。人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
会在心底打量创作者的艺术态
度。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
工作，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
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
品质，名声要靠德艺。文艺工作

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
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也会影响
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
态。越是认识到文艺作品的公
共属性，广大文艺工作者越要
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认真严
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
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
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
习总书记的话语语重心长，是告
诫，也是警醒。传递正向能量，才
是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当前，文
艺领域有一部分乱象的根源就
在于唯流量是从，精力不是放在
潜心创作上，而是靠各种投机取
巧引起关注。如果台前台后两个
样，不注重个人私德，甚至僭越
法律底线，如何能通过作品传递
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粗俗、庸俗、
媚俗，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如

果陷入这样的怪圈，注定会被时
代淘汰。

立德树人，必先立己；铸魂
培根，必先铸己。“改革先锋100
人”中唯一的影视演员李雪健
说：“做戏先做人，能够把这几个
字理解好，在生活工作中去按照
理解的去做，就没有问题。”“做
戏先做人”，其实是个非常基本
又非常质朴的要求。那些经久不
衰的文艺经典，都是精神和学
识、道德和才情的交融，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
之心，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
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我的家在陕西咸
阳。咸阳人待客，讲究
的是无面不成席，有
面好待客，重要的宾
客一定要用臊子长面
招待。乡里人家过红
白事时，支起大案板，
盘起吸风灶，一口大
锅，一大盆肉臊子，配
齐各种调料、菜肴就
可以开席；遇到家里
招待客人时，做一锅
香喷喷的臊子长面，
就可以让亲戚朋友吃
个痛快。

用臊子长面待客，咸阳人有很多
独特的讲究。譬如面条，要把面和得
硬硬的，擀得长长的。再如臊子，要用
上好的猪肉切成大小均匀的肉丁，配
上豆腐、韭菜、葱花、木耳、黄花等炒
成臊子，添上水烧开，做成“酸辣香、
煎稀旺”的臊子汤。端上席面时，面要
稀，汤要旺，油泼辣子和醋要足，闻一
闻酸辣可口，看一眼就食欲大增。一
大碗酸溜溜油汪汪又辣又香的臊子
长面端在手里，呼噜呼噜吸溜下去，
吃得嘴角流红辣椒油，头上冒着腾腾
热气，满脸都流着汗水，这样才淋漓
痛快，心里舒坦。

手擀的臊子长面，最能体现咸阳
人的擀面手艺。擀面的程序很复杂，首
先要从和面开始：舀一盆面，右手搅着
面粉，左手端着一碗清水，清水一点一
点地往面里倒，手中的面粉也一点点
地成絮成团。面是揉出来的，揉面时，
汗水流下来顾不上擦，终将一团硬面
揉软，然后用擀面杖擀薄。切面时的情
景最值得欣赏：不是把擀开的面片叠
起来切，而是把擀开的提起来能照过
影子的面片摊开在案板上，再四折叠
平，一手压着擀面杖，一手用刀沿着擀
面杖来回划切，咸阳人称此为“剺面”。
那“剺”出来的面条绵长、均匀，薄如蝉
翼，细如丝线。水滚下锅，再滚即捞出
入碗，吃着光滑、柔软、有筋性……

其实，不只是待客时才吃臊子长
面，咸阳人平日里也喜欢吃面：接风
要吃面，祝寿要吃面，结婚要吃面，过
节要吃面，大年三十还是要吃面，面
条象征着幸福长久、福寿绵长。而咸
阳人出差旅游，无论多长时间归来，
即使是深夜，都要吃一碗臊子长面。
在外地出差遇到咸阳人，聊天时说得
最多的，还是家乡的臊子长面，总是
说渴盼吃一碗地道的臊子长面。似乎
只有吃了臊子长面，才能真切感受到
家乡的味道，因为那碗面里，寄托的
是最浓郁最深切的乡愁。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日电（记者 王
鹏）第六届老舍青年
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
划18日在京闭幕。吴
天编剧的话剧《梦江
南》、胡铭帅根据老舍
小说改编的北京曲剧
《我这一辈子》作为优
秀剧本，将获得重点
扶持孵化。

老舍青年戏剧
文学奖励扶持计划
是在2002年发起创
立老舍青年戏剧文
学奖的基础上升级
而成，是一个专门以
推出剧坛新人新作、
举荐和发现青年戏
剧文学创作人才为
宗旨的戏剧文学奖
励扶持项目，由北京
戏剧家协会、新剧本
杂志、北京老舍文艺
基金会联合主办。

据介绍，本届扶
持计划从 2021 年 3
月以来，共征集到来
自全国28个省份的符合标准的剧
本177部，其中戏曲72部、话剧82
部、儿童剧13部、音乐剧10部。

本届扶持计划中，除话剧《梦
江南》、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外，
儿童剧《海·羊》被选为“好故事”剧
本，话剧《梦江南》被选为“有潜力”
剧本。经过平台展示，现在有多家
院团有意愿排演本届的剧目，其中
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明年拟与
北京市曲剧团合作推向市场。

“大奇至美”
徐悲鸿经典作品展
在渝启幕

新华社重庆12月19日电（记
者 王全超）以“大奇至美”为主题
的徐悲鸿经典作品展19日在位于
重庆江北的徐悲鸿美术馆（重庆）
拉开帷幕。

本次展览采取“原作展出+史
料文献+实景还原+科技互动+云
上虚拟展览”等多种方式，展出了
《群奔》《群牛》《巴之贫妇》等22幅
徐悲鸿珍贵原作。

展厅内，不少观众在徐悲鸿著名
的代表作《群奔》前驻足、仔细观赏。

“马腿的线条刚劲有力，腹部、
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则很有弹性，富
于动感。”徐悲鸿之孙、此次展览策
展人徐骥向观众们介绍道，“画中的
马疾驰而来，昂首天外，奋蹄如飞，
意气风发，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

本次展览还首次展出了徐悲
鸿先生的两幅自画像与他为夫人
廖静文所画的两幅肖像，吸引众多
观众驻足观赏。“我们想通过这种
特殊的方式，让徐悲鸿与廖静文超
越时空‘相见’。”徐骥说。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2022年2月18日，其中12月19日
至12月23日为专业观众观展，12
月24日开始免费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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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等16部影片
入围第16届中国长春
电影节“金鹿奖”

新华社长春12月19日电（记
者 赵丹丹）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
影节定于12月 21日至25日在长
春举行，其主体活动之一“金鹿奖”
评奖备受瞩目。本届电影节有133
部报送影片激烈“逐鹿”，《我的姐
姐》《长津湖》《夺冠》《我和我的家
乡》《守岛人》《悬崖之上》《一点就
到家》《你好，李焕英》《中国医生》
《刺杀小说家》《柳青》《跨过鸭绿
江》《我和我的父辈》《1921》《千顷
澄碧的时代》和《永不消逝的电波》
16部影片成功入围。

本届“金鹿奖”评委会7人名
单也已揭晓，导演尹力担任本届电
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导演唐季礼
（中国香港），演员潘虹、刘之冰，编
剧、监制李樯，作曲家舒楠，摄影师
张锡贵担任评委，将评选出本届

“金鹿奖”的十大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