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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时节，蚕茧结成，瓜

果渐熟，万物小得盈满。在

传统农耕社会中，丝绸生产

与小满节气紧密相连，农谚

“小满动三车”中的一车即为

缫丝车。旧时，江南地区是

丝绸产业重镇，不仅孕育了

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

织等生产技艺，还衍生出轧

蚕 花 、扫 蚕 花 地 等 民 俗 活

动。如今，在中国丝绸博物

馆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正焕

发新活力。

加强学术研究，让蚕桑

丝织技艺活起来。丝绸是中

华民族的重要发明和文化标

识。如何以全球视野、多学

科交叉手段深刻揭示其科学

价 值 、历 史 价 值 和 艺 术 价

值？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保

护联盟为平台，中国丝绸博

物馆与浙江省台州市台绣刺

绣博物馆等单位，以及杭罗、

云锦、蜀锦、宋锦、壮锦等非

遗传承人合作，让部分失传

的 传 统 技 艺 重 现 光 彩 。 比

如，在对历史文献、出土文物

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我

馆团队受温州市采成蓝夹缬博物馆保留的民间工艺启

发，并在该馆支持下成功复原唐代五彩夹缬，使传统染

色技艺灿然一新。中国丝绸博物馆还与多家单位协

作，成功复制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汉代织锦护臂，为研究汉代织造技艺奠定坚实基

础。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丝绸相关研究，为深入挖掘和

利用丝绸资源、保护丝绸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创新文化展示，让蚕桑丝织技艺美起来。熠熠生

辉的精美织物与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在系列展览中

得到精彩呈现。在包含蚕桑和织造两个厅的非遗馆

内，“天蚕灵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等展览，以丰富的实物和研究成果串联起中国丝绸的

时光故事，让观众可以深入体悟绫罗绸缎中蕴藏的造

物智慧与文化魅力。正在举办的“一曲新词：宋韵文化

创新艺术作品邀请展”，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邀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时装设计

师等以丝为媒、以宋韵为文化内核展开创作。展览通过

四季节令变化，串联起艺术新作，展现当代雅致生活。

创新教育方式，让蚕桑丝织技艺传下去。在文化

自信不断增强的当下，国风国潮正受到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喜爱，中国丝绸博物馆也主动面向年轻一代，不断

丰富传播手段，以多元化、品牌化方式实施公共教育项

目。其中，与节气文化紧密结合的“蚕乡月令”系列活

动，吸引 30 个省（区、市）的近 500 所学校参与，累计发

放 8 万多份“蚕宝宝科普套装”，让孩子们在养蚕的过

程中感受丝绸生产的奇妙。已连续举办 6 届的“国丝

汉服节”则通过展览导览、专题讲座、汉服之夜等活动，

吸引年轻人广泛参与。特别是今年的“国丝汉服节”以

“佳节有时”为主题，通过对传统节令服饰的创新演绎，

阐释文化之美。制作拼布袜靴、蚕茧耳饰、个性布艺等

公益课程，丝织技艺现场展示、线上直播及相关研学活

动，令不同年龄段受众都能在体验和交流中增进对蚕

桑丝织技艺的认知。依托科技赋能，丝绸文化的传播方

式日益多样，蚕桑丝织技艺悄悄回归大众视野。

推进国际传播，让蚕桑丝织技艺走出去。今年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10 年来，中国丝绸

博物馆深耕丝路主题，面向国际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

动。譬如，为配合第二十届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举办

“丝艺天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展”，向国内外嘉宾介绍

丝绸文化。此外，系列境外展览生动呈现丝绸的起源、

生产、传播等过程，展示中国非遗保护成果。今年，还

将推出“五彩亚细亚：亚洲民族服饰展”等展览和活动，

凸显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打开更多展示丝路文

化的窗口。

小满未满，万物可期。在江苏省苏州市盛泽镇，由

一年一度的传统“小满戏”发展而来的盛泽丝绸旅游文

化节系列活动正热闹举办；在浙江省蚕桑丝织文化传

承生态保护区，200 余个非遗传承体验设施正在建设

完善……在保护、传承、发展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道路

上，一颗颗“蚕茧”正在结成，期待未来，更多“新丝”成

绮罗。

（作者为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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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刺绣作品《茶》，作者林霞，陈列于中国丝绸

博物馆“一曲新词：宋韵文化创新艺术作品邀请展”。

中国丝绸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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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了解传统文化之美，才能更好赓续中

华文脉、传承民族精神。如何在儿童美育中充分发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启智润心的作用？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本版邀

请专家学者，通过深入探讨博物馆传统文化教育、国风动画创

作、国潮玩具设计等代表性案例，为儿童美育拥抱传统文化拓展

思路、提供借鉴。 ——编 者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古 代 中

国”基本陈列秦汉单元，一个小

男孩盯着展柜中的击鼓说唱俑

入 了 迷 。 这 样 跨 越 时 空 的“ 凝

视 ”与“ 对 话 ”，在 国 博 随 处 可

见。在这里，孩子们畅游于知识

与美的海洋。他们明亮的眼眸

像一部部照相机，快乐地捕捉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之 美 、思 想 之

美、建筑之美、器物之美，并将其

存储在脑海深处，成为终身可取

用的美学财富。

一 座 博 物 馆 就 是 一 所 大 学

校。作为社会美育的重要支脉，

博 物 馆 美 育“ 营 养 基 ”不 断 丰

富。近年，中国博物馆数量快速

增长。截至 2022 年，全国备案博

物馆达 6565 家，居全球前列。去

年，全国博物馆举办线下展览 3.4
万个、教育活动近 23 万场，接待

观众 5.78 亿人次。同时，博物馆

美育“营养基”不断活化。诸多

文物典藏以不同方式“活起来”，

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

美趣味随之苏醒，陶冶真的心灵，

涵养善的胸襟，滋养美的创造。

寓教于博，分众传播。面对

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博物馆界

积极探索形式各异的分众化公

共教育。例如，国博根据不同观

众的认知特点和学习兴趣，在官

方 APP 推出不同版本的“古代中

国”基本陈列语音导览。儿童版

语音导览精选 15 件（套）代表性文物，以妈妈和孩子对话的形式

展开，引导孩子们立足今天的生活去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明。青少版语音导览则提炼研学丛书《中学生博物之旅·古代中

国》之精华，并将其转化为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导览词，让他

们可以轻松了解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儿

童历史百科绘本》（第二辑）则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围绕汉字、

艺术、科技、音乐和服饰五大主题，通过 300 余张手绘作品以及

互动小游戏、小实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古代社会生活和中华文

明创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荟萃之地，故宫博物院近年来

也致力于通过不同方式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吸引更多孩子走进故宫、走进历史文化深处。故宫博物院青

少网站、少儿音频节目《你好呀！故宫》、《故宫日历（亲子版）》

等，皆以富有童趣的形式，展现故宫中的文物、建筑和故事，深受

青少年与家长的欢迎。

大美育人，循爱而行。新时代，从皇家私藏走向大众学堂，

博物馆使人类智慧菁华之美为公众所共享。尤其对于特殊群

体，越来越多博物馆着力提升无障碍服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滋养更多心田。由上海博物馆专业教育人员与特殊教育一线教

师共同编写的《上海博物馆无障碍探索手册》，专为特殊儿童参

观博物馆提供指导，鼓励他们在家长或老师的陪伴下，到博物馆

进行自主探索。上海博物馆还积极与特殊学校进行馆校合作，

将传统文化送进校园，开展触摸青铜器仿制品、学习古籍装订技

艺、体验古代印刷技术等活动，让特殊儿童可以无障碍地利用博

物馆的公共文化资源，满足其了解历史与艺术、感受美与智慧的

需求。博物馆是美的殿堂，博物馆美育是爱的事业，以大美和大

爱陶冶性情、润泽心灵，是博物馆公共教育的题中

应有之义。

双线发力，释放活力。随着中国网民规模突

破 10 亿，博物馆美育不断向线上拓展、向云端延伸、向群众靠

近。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将 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

融入公共教育，在云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

力。借助数字技术，敦煌研究院推出《云游敦煌动画剧》、数字

敦煌文化大使“伽瑶”、“数字藏经洞”等，既让古老壁画焕发时

代光彩，也让广大青少年在游戏和互动中深入感受敦煌文化

之美。顺应“云教育”“智慧化”趋势，河南省 5 家一级博物馆

联合推出“国宝有话说”“讲解员数家珍”等系列音频，带领听

众漫步“云上”中原，吸引许多青少年成为博物馆的“铁粉”。

美育是青少年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营养基”。今日对美

的感知，是明日创造美的养料。未来，博物馆应继续创新公共

教育内容与方式，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活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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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哪吒闹

海》等经典动画，是很多人童年回忆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些年，伴随中国动画产业蓬勃

发展，不少作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灵感，突出“中国动画学派”特色，同样深

受当代青少年观众喜爱。这些以民间故事

为蓝本、借鉴民族艺术为表现形式的作品，

既在美的创造中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审美

力，又彰显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为推出

更多国风动画精品提供借鉴。

开掘民间故事宝库，展现中华人文精

神。民间故事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

生活中积累的宝贵智慧结晶，深蕴着人文精

神和道德规范，是开展儿童美育的重要载

体。以经典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动画创作，

重在紧扣时代之需，挖掘文化内涵，在赓续

文脉中彰显当代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比

如，《大鱼海棠》以《庄子·逍遥游》《山海经》

《搜神记》等为灵感，结合浪漫想象与当代叙

事，诠释“责任、爱与守护”的主题。《白蛇：缘

起》在民间传说《白蛇传》的基础上进一步延

伸，创新讲述许仙与白素贞的前世情缘。这

些作品在经典民间故事与当代青少年观众

之间架起桥梁，以紧随时代的表现形式和思

想内涵，传递真善美。

重塑经典艺术形象，注入当代文化活

力。经典民间故事中不乏典型艺术形象，这

些形象经由绘画、戏曲、影视剧等不同形态

的艺术传播，已成为人们的“老朋友”。如何

以动画形式使经典形象焕发艺术新生？一

批作品在深研民间故事、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塑造出不少具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艺术形

象，既展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也

阐释了当代中国人的情感追求和审美趣味，

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例如，《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中，开篇孙悟空经历重创后

萎靡不振、又希望得到他人认可的形象，与

观众脑海中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大圣形象

不 尽 相 同 。 然 而 ，从 内 心 郁 闷 到“ 大 圣 归

来”，孙悟空的振作之路使其艺术形象更加

立体饱满，让侠义情怀释放强劲张力。在

《哪吒之魔童降世》里，哪吒俨然是一个调皮

而自信的当代少年。从他身上，既可以看到

民间故事原型的影子，又可以感受到独特的

真实和可爱。哪吒身上“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热血精神更进一步为形象“赋能”，使其激

励当代青少年勇于担当、无畏向前。这些立

足传统文化的艺术形象，借由现代动画语言

彰显新神韵、传递新价值，充满精神感召力

和艺术感染力。

传承创新艺术手法，凸显东方审美韵

味。近年来，大批动画人孜孜不倦地对中

国 风 格 进 行 深 入 探 索 ，推 出 一 批 动 画 佳

作 。《中 国 奇 谭》系 列 中 的《小 满》即 是 其

一。在工艺上，作品运用民间剪纸艺术表

现人物和场景，并借助分层摄影台，搭建起

一个具有 2.5 维空间效果的舞台。在造型

上，人物服饰参考传统年画《百子图》，老牛

形象源自唐代韩滉《五牛图》，还有不少画

面 场 景 都 与 历 代 绘 画 名 作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在空间营造上，作品借鉴传统中国画

卷轴的打开方式，不追求现代化的镜头语

言表现。正是这些不同于国外动画的中式

表达技巧，让《小满》从内容到形式都洋溢

着地道的中国风。动画短片《相思》则巧妙

运用比兴手法，并以唐代王维《相思》作为

精神内核，通过水墨画风，构建起情思与物

境相交融的诗意之景。故事从一颗红豆幻

化成一把雨伞开始，徐徐展现江南水乡独

有的朦胧景致。毛笔勾勒的线条、低彩度

的配色与灵动的二维动画人物，共同组成

一帧帧古色古香的画面，体现了现代媒介

与传统题材的互融共生。

丰富的实践证明，传统民间故事是动画

创作的源头活水，也是以美育人的重要抓

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

因，深入挖掘经典民间故事的时代价值并进

行创新表达，有助于促生更多优秀动画，滋

养更多美好心灵。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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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玩具的陪伴。寓教

于乐的玩具是孩子们最早的“好朋友”，也是

孩子们人生的第一部“教科书”。作为社会

文化的载体，玩具不仅能够帮助儿童认知世

界，还可以通过有趣的造型、鲜艳的色彩、丰

厚的文化底蕴等，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民间玩具丰富多彩。静态玩具如公鸡

哨、兔儿爷、布老虎等，动态玩具如小鸡啄

米、猴子翻杠、拨浪鼓等；还有鲁班锁、华容

道、九连环等益智类玩具，都让孩子们爱不

释手。这些玩具大都造型生动、充满童趣，

有些还独具地域特色，既凝结了劳动人民的

创造智慧，也彰显着人们的审美理想，在代

代相传中实现文化传承。

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很多

玩具设计师从传统文化和民间玩具中汲取

营养，创新玩具设计，让玩具不仅成为孩子

们玩乐的器具，也成为传播文化的桥梁。一

些设计师运用巧思，将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玩

具设计，让孩子们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藏的智慧与韵味。

比如，一些品牌围绕故宫坤宁门、西安鼓楼、

应县木塔等古代建筑，推出相关榫卯斗拱积

木。孩子们既可以在拼搭积木的过程中感

受中国古建特有的营造技艺，也可以轻松学

习有关建筑和历史知识。人民文创与清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共同推出的“醉

翁亭记”积木套装，则用 2100 余片积木解读

古文之韵、四季之美、山水之乐。还有一些

设计师一改传统玩具以纸、木、布、塑为材料

的习惯，研发金属拼接玩具，并以文物为原

型制作产品。像花轿金属拼接玩具的设计

灵感，源自浙江省博物馆藏清末“万工轿”，

在金属件之间的一拧一扣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更贴近生活、更有趣味的方式“活

起来”。

顺应 DIY（自己动手做）潮流，不少设计

师将传统文化融入 DIY 玩具设计，赋予玩

具独特创意。作为世界上最早制造出独木

舟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商代已造出有舱的木

板船，此后逐渐发展出不同形制的船体。河

北省唐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环渤海古船

模复原”代表性传承人张鼎，一直致力于弘

扬中国古代航海文化和古舟船文化。根据

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的实船测绘资料，他创

新研发古船模套件，将各种渔船、商船、战船

按比例缩小，制作成工艺简单、易拆分、小型

化的木质套件，让孩子们可以由浅入深地接

触、了解古船模型。不止于此，如今市面上，

儿童 皮 影 戏 DIY、古 风 刺 绣 DIY、传 统 节

日主题 DIY 等手工玩具套装琳琅满目，都

旨 在 鼓 励 孩 子 们 通 过 动 手 实 践 深 刻 领 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理解社会生活与

风俗习惯。

好的玩具设计，要与孩子们的身心需求

相谐适。一些设计师继承和发扬传统玩具

设计理念，并融入现代审美，使玩具充满东

方韵味。像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生产的车

木玩具，汲取民间木偶戏营养，色彩明快、形

态生动，充满质朴、欢快的气息，远销海内

外。还有一些玩具企业与故宫博物院、河南

博物院等文博单位合作，深挖馆藏资源，研

发文创玩具，推出考古盲盒等，不仅找到文

物“活起来”的新路径，也吸引更多孩童走进

博物馆，探求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小玩具大智慧。立足传统文化根脉，中

国玩具设计不仅能走出自己的道路，还能让

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乐享智趣，接受美的熏

陶。期待国潮元素、益智属性带动更多传统

玩具翻红、促使更多现代玩具创新，陪伴小

孩子、大孩子共度快乐时光。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国潮玩具设计——

打开巧手鲁班的智慧宝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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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国家博物馆儿

童历史百科绘本》书影。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图②：数字敦煌文化大使

“伽瑶”。

敦煌研究院供图

图③：“醉翁亭记”积木。

人民文创供图

题图：动画短篇集《中国奇

谭》之《小满》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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