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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萌”文创，不“绷着
脸”、不“端架子”

最近，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一款
文创产品火了。这款以铜奔马为原型
的“马踏飞燕”毛绒玩具圈粉无数，在
博物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都被卖到断
货。在众多博物馆文创产品中，为何这
匹“马”能够脱颖而出？

这款毛绒玩具的外形，是咧着大
嘴、张开双足的绿马，金鸡独立踩在一
脸不情愿的胖飞燕上，一副快乐无忧
的样子。其原型是甘肃省博物馆镇馆
之宝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马超龙
雀”。铜奔马造型奇特，从侧面看其矫
健优美，如在空中飞驰，三足腾空而
起，一足超掠飞鸟，不仅表现了中国古
代艺术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铸
造工艺，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
豪迈进取的精神面貌。

这款爆红的“马踏飞燕”玩偶，与
以往文创产品的设计风格完全不同，
这并不是博物馆和设计师拍脑门的作
品，其设计团队东方密语与甘肃省博
物馆合作之初就提出，既要能够获得
众人的喜爱，又可以留住文物的特点，
为满足这两点，双方商讨了近 3 年
之久。

甘肃省博物馆的毛绒玩具“马踏
飞燕”虽因“丑萌”火爆出圈并吸粉无
数，其背后是博物馆文物开始走下展
台，不“绷着脸”、不“端架子”的态度，
也顺应了文创亲近生活的潮流。

近年来，已有多款设计独特甚至
“丑萌”的博物馆文创成为网红产品，
比如三星堆博物馆川蜀麻将摆件，河
南博物院、陕西省博物馆的另类“考
古”系列盲盒等，“丑萌”背后是各大博
物馆开拓创新的互联网思维，以轻松、
搞怪、“不太严肃正经”的方式成为文
物文创的“一股清流”。

作为国宝级文物，它们的衍生品
虽以“丑萌”出圈，但从它们的设计故
事中不难发现，越来越多追求品质的
开发团队都是在认真参考文物姿态的
基础上，实现了文创对文物的“还原”。
同时又将文物与当下的生活结合起
来，面对节奏紧张、工作压力普遍较大
的观众，“丑萌”可爱的模样可以让人
放松心情，还有许多与“绿码”同音的
创意，顺合了当下人们对疫情早日消
除的期盼。这种放松又解压的方式，的
确让消费者难以拒绝。

事实上，评价一个文创产品好坏
的标准，始终是产品在民众的接受度
和认可度。文创是搭建在博物馆与百
姓间的一座桥梁，让文物历史、文化审
美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才能让文化自
信留在大众心里。

□ 考究文创，踏上时代的
节拍

文创产品，“文”是根本，“创”是生
命。当老文物成为流量密码，博物馆文
创产品频频出圈，也增加了大家走进
博物馆的动力。

好的文创不仅是文化创新，更是
文化传承。每一件有内涵的文创产品
设计背后，都经过了考究与打磨，其镌
刻的重要文化符号绝非“凭空捏造”。
西安大唐不夜城“骏马”文创，以唐太
宗昭陵六骏为设计原型，以“骏马”为
文化象征显示了大唐王朝的盛世雄
风。而其定制的“绿马唐富贵”的文创
产品，不仅具有“富贵安康”的寓意，也
有守护“绿码”，反映出助力防疫的美
好愿望。

2021年共有近100家博物馆参加
天猫“双十一”活动，开售首日，博物馆
文创产品销量激增超400%，成为黑马
产品门类之一。那么，这些颇具市场热
度的博物馆文创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是谁？答案是年轻消费者。年轻消费者
越来越注重精神层面个性化、体验感
的需求，催生了潜力巨大的文化市场。

不少文博机构巧做文创文章，
效果俱佳，如故宫博物院的互动解
谜游戏书《谜宫》系列、河南博物院
的“失传的宝物”系列盲盒、成都博
物馆的“彩绘石犀”等，均是文博机
构与年轻群体通过文创进行交流互
动的结果，反映出青年一代文化自
信不断增强，同时推动了博物馆文
创的繁荣发展。

但想要文物变得受欢迎，并不容
易。首先它得具备个性的特点，再者是
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共鸣或是猎奇的体
验。就拿铜奔马来说，它制造出了IP的
反差萌，同时还能够符合年轻人的审
美。这对审美设计有了更高的要求，不
同博物馆的文物、文化不同，必须从自
身的特点去打造产品。那些能够让人
眼前一亮的文创，大部分都是抓住了
该博物馆的特色，充分展现出文物的
精髓。

让年轻人接触到优秀的传统文
化，不只是单纯地为了他们为文创买
单，更要考虑到如何让年轻人走进博

物馆，这样的文物才能恢复该有的生
命力。博物馆的转变，赋予了文物新的
生命力。

□ 数字化文创成果正在成
为流行趋势

2020年开始，国家相继出台《关于
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
意见》，支持博物馆的数字化发展。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
明确指出要推动博物馆发展线上数
字化体验产品，提供沉浸式体验、虚
拟展厅、高清直播等新型文旅服务。
2021 年 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
响力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
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
物真正活起来，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
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
值、时代价值”。

今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推出两款
数字藏品《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部
分）》《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2万份藏
品上线即售罄。7月15日，故宫博物院
举行2022年度数字故宫发布会，展示
故宫博物院数字文化产品研发的阶段
性成果。“十四五”期间，故宫博物院还
将在增强基础数据采集和确保数据安
全的前提下，加快新一代数字基础设
施布局，推动建设智慧博物馆，实现文
化遗产永久保存和永续传承，着力提
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利用水
平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文博内容因数字化技术受到观众
更广泛的喜爱，现在的年轻观众相当
一部分是“90后”和“00后”，他们是伴
随着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博物馆与他们都置身于广泛而深刻的
“数字变革”中，移动互联时代，博物馆
“触手可及”。

今年新晋的热门新文创——数字
藏品，成为文创的新潮流。“国际博物
馆日”前后，广东省多家博物馆连续
上线多款数字藏品，均被迅速抢购一
空；湖北省博物馆首个数字藏品“越
王勾践剑”限量万份，上架“秒空”；西
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宇
宙·千宫系列”数字藏品总营收超过
60万元……利用区块链技术，数字藏
品不再被时间、空间、修复等条件限
制，背后的历史文化以更年轻化的体
验方式传递出来。和普通文创产品相
比，数字藏品的传播效率可以呈指数
级增长，这为博物馆的文创产业发展
提供了新的方式。

此外，借助网上展览的方式让沟
通零距离。开放让“无墙博物馆”更容
易与观众建立连接。例如，故宫博物院

“何以中国”线上特展，通过360度的
全景导览，游客可以虚拟模式进入文
华殿，一次性游览来自全国各地近30
家博物馆精选出来的130余件文物，
其中包含故宫博物院藏的玉龙、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藏的何尊、浙江省博物
馆藏的玉琮、布达拉宫管理处藏的藏
文《四部医典》、河北博物馆藏的长信
宫灯。再比如，“一起考古吧”“云上敦
煌”等有趣且“有料”的数字文创小程
序，拓展了大众了解历史的方式，使博
物馆中的文物成为活跃于当下的文化
意象，并在与现代人的互动中被赋予
崭新的生命。

当把博物馆建设与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相结合时，许多博物馆
在展览形式和传播媒介的创新上下
足了“绣花”功夫，高品质发展，让观
众与博物馆的每一次邂逅都美好而
充实。

（《中国文化报》李琤）

博物馆网红文创背后的文化“考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
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
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根基。”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数字化
战略的深入实施，以数字技术和互联
网为依托的新型文化业态蓬勃兴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焕发新
的生命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入更多社会公众的视野。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
5 月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十四
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
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
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
系。围绕这一目标，许多文博单位推
出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丰富文化服

务供给，让优秀传统文化“火”起来。
比如，故宫博物院以《千里江山图》为
创作蓝本，不断推出数码艺术展“千
里江山图 3.0”“画游千里江山——故
宫沉浸艺术展”等数字化呈现形式，将
传统美术与数码科技融为一体，生动
再现了宋代青绿山水巅峰之作的雄浑
壮阔，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

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为
文化产业创造出新业态、新场景。当
下年轻人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加多
元化，汲取知识的方式日趋多样化，
可积极借助数字产业平台，以知识分
享、网络直播等形式激发年轻群体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热爱，推动以优秀传
统文化为主题的新业态发展壮大。例
如，深挖中国文化、中国记忆、中华老
字号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创新消费场景，有助于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一

些依托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创产品运用
数字技术，频成“爆款”，引发文创热
潮。把握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
审美取向和需求，加强新生消费群体
消费取向研究，才能使传统文化“潮”
起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更
具时代感，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
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为依
托数字化平台深入开展文化交流、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良好契
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打造
一批高品质文化产品，有助于展现中
华文化独特魅力，提升富含中国元素
与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
的核心竞争力。针对当下纪录片在国
际市场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批以中国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纪录

片涌现出来，如《人类的记忆——中
国的世界遗产》《本草中国》等。这些
纪录片通过数字化渠道传播给海内
外受众，为中国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
场开辟了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提升人民幸福指
数的重要方面。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
态，紧跟时代发展、对接社会需求，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相
融合，才能不断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守护与传
承中实现合理开发利用，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数字化技术应用助力新型文化业态发展
陈安娜

7 月 24 日，《万里
走单骑——遗产里的
中国》第三季在河南安
阳开机。继第一季普及
世遗认知、第二季吸引
年轻之力后，第三季提
出了引领文化风潮的
主张。

笔者从主创团队
了解到，第三季特意打
造“世遗中国色”概念。
颜色是人们对世界最
直观的认知。在主创团
队看来，中国的色彩，
并非仅仅是视觉，而是
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
式，如“绿蚁新醅酒，红
泥小火炉”的意蕴，“千
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
郭酒旗风”的辽阔，无
不透出骨子里的东方
浪漫。

就节目框架而言，
第三季从引悬念、见线
索、探密境，到辩古今、
领风潮，抽丝剥茧，层
层深入。每一期节目都由还原历史高
光时刻、勾勒当期世遗地历史图景入
手，然后万里少年团集结在世遗地的

“最强地标”，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
单霁翔将以一件连接古今的老物件带
出主题，随后少年团循着“老物件”这
一线索，探访各处世界遗产，寻踪文化
遗存背后的人和事，引发与观众的精
神共鸣；同时，少年团还将邀请专家学
者一起围炉夜话，以世遗地山水为背
景，畅谈寻访感受，向历史发问，为现
实解惑，最后将在提炼世遗地原生态
艺术生活精华之后，融合时代风潮，完
成一场艺术行动。

24日，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
的新书《万里走单骑·辛丑季》也在现
场发布。在新书发布会上，单霁翔说，
期待读者借由此书“开启一场关于世
界遗产的趣旅、哲旅和新旅，古老与年
轻碰撞交融，寻找文明的起点，寻找祖
先的创造，寻找精神的家园”。

24日还举办了安阳甲骨文化研讨
会，寻根中华文脉，宣传推广“古都安
阳”和殷墟文化。（《光明日报》李韵）

山西高平市神农镇：
小手拉大手
争做炎帝文化宣讲员

本报讯（薛克）为进一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炎帝文
化，根植家国情怀，近日，山西省高平
市神农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团
委、妇联，共同开展了“小手拉大手，争
做炎帝文化宣讲员”活动。

在清华寺，大学生王垭鑫进行了
详细介绍。清化寺位于神农镇团东村，
为羊头山清化寺之下寺，整个寺院坐
北朝南，三进院落，规模宏大，殿阁高
低有序，别致可观。在魁星楼，大学生
申玉厅和王雨涵介绍了景点情况。魁
星楼位于团东村魁星乐园内，全部建
筑为四层八角楼阁，其造型美观，做工
精细，雄姿宏伟。在炎帝寝宫，小学生
郭士博和郭沐纯，用铿锵有力、慷慨激
昂的声音为大学生们讲解。炎帝寝宫
位于神农镇团西村，从建筑遗存考证，
最迟在金代时已有，元明清各代皆有
修葺，是一座坐北面南、进深三院的庙
院。整个建筑沿中轴线排列，左右均衡
对称，建筑规模宏大，是高平地区保存
最为古老的祭祀炎帝的殿宇之一。

最后，大学生们和小学生们一起
走进神农镇文化站，观看神农镇宣传
片，充分了解神农镇近年的发展。

本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文化站的炎
帝文化宣教阵地作用，通过学、研、讲
三个方面，培养大学生和小学生成为
炎帝文化的讲解员，进一步深化青少
年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守护历史记忆，
讲好炎帝故事，坚定理想信念，争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羊肉焖饼子
汪小弟

我的家乡在新疆巴里坤哈萨克
自治县，家乡美食众多，在诸多美食
中，羊肉焖饼子最有名气，凡是去过
我家乡的人，吃了羊肉焖饼子都赞不
绝口。当然，家乡人招待远方的来客，
自然也少不了羊肉焖饼子这道美食。

羊肉焖饼子的羊肉主要来自巴
里坤大草原，因巴里坤草原独特的地
域优势，加之洁净美丽的大草原和清
澈的山泉水，养育出的羊肉质鲜嫩且
无膻味，也成就了家乡羊肉焖饼子蜚
声四方。

在家乡，羊肉焖饼子也称封肉盖
饼子，之所以好吃，除了上好的肉质
外，烹饪技术也极为重要。羊肉焖饼
子所用的羊肉一般都是两岁左右的
羊，肉不嫩不老，做时取其几个精华
部位：前后腿、大小排、前后脊梁，洗
净将其剁成小块，放入油锅里爆炒，
加入干辣椒、蒜瓣、大葱，大火爆炒至
羊肉中的水分跑出，使调料香味渗入
羊肉内部，再加入少许白酒、生抽、老
抽、盐、花椒粉，加水慢火炖两个小时
左右。

肉快炖好时，开始做面饼子，面
饼子用白面粉，加水、少许盐、鸡蛋
和匀，放置十分钟，把面切成小剂
子，把剂子擀成薄饼，上面刷一层清
油，也可以撒上一些香豆粉，将薄饼
一张一张铺放在炖煮的羊肉上，然
后盖上锅盖焖十分钟左右，伴着诱
人的香气，一锅香喷喷的羊肉焖饼
子就出锅了。

按家乡的习俗，出锅的羊肉焖
饼子放在盘子里，还保持着出锅前
的状态，只见饼子不见肉。据家乡老
一辈人讲，吃羊肉焖饼子是有讲究
的，羊肉焖饼子端上桌后，食客不能
抢先动筷子，要先让老人或客人掀
开上面的饼子，然后其他人才能大
快朵颐。

羊排羊肉酥烂醇香，薄饼蘸着鲜
香浓厚的羊肉汤汁，入口浓香四溢，
肉香饼香相约撞击着味蕾，满口留香
让人欲罢不能。

现在，游客到巴里坤游玩，到美
食街或农家乐只要点上一份羊肉焖
饼子，吃了必定会让你难忘其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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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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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博物馆文创，正是让博物馆里的
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方式，精彩纷呈的文创产品让人们体会到“国宝
不止一面”，它已成为连接博物馆与社会大众、增强文化记忆、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