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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 泱 中 华 ，数 千 年

文脉，在神州大地上留

下繁如星斗的历史文化

遗产。据统计，目前全

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142 座 ，另 有 历 史 文

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

筑等众多系列。它们穿

越时光之河，向我们诉

说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

生生不息。

“观一城文脉，知古

今春秋。”中央广电总台

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

打 造 的 大 型 系 列 纪 录

片《文脉春秋》，聚焦中

华 大 地 上 各 具 特 色 的

历史文化名城，探寻它

们的历史文化、营城智

慧 、独 有 格 局 、特 色 风

貌，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的中国故

事。透过镜头，观众得

以走近长汀、安庆、景德

镇、莆田、北海、镇远、会

理等一座座名城，在时

空 对 话 中 感 受 文 化 传

承，在市井烟火中体认

文化交融，在生动影像

中领略这些城市现代化

发展的活力与魅力。

作品创造性地以古

今地图为叙事线索，或

通过动画展现古人营城

选址之妙，或邀请学者

讲解城市形成之关窍，

或在山川巷陌之上运用

航拍技术展示城市营造

特点……古人的营城思

路和生活智慧，在清晰

直观的影像表达中一目

了 然 。 建 设 于 2000 多

年前的四川阆中古城，

山 围 四 面 ，水 绕 三 方 。

纪录片通过动画标识的

方式，让阆中山、水、城

相依的城市风貌尽收眼

底，中国人在山水中建城的理念也随之传递。南海之滨

的广西北海古城，其主城区是三面环海的半岛，因市建

街，不设城墙，巷巷通海。作品将这种向海而生的特色空

间结构，与汉代以来的商贸繁荣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图景结合起来，立体展现北海文化特色的由来。

作品里既有专家学者的生动讲解，也有古建筑和传

统技艺细致入微的镜头特写，还有对当地人日常生活的

影像捕捉，在古今对话中拉近了观众与历史文化的距

离。在云南剑川古城的沙溪镇，有一座古代粮仓变身最

美书店，为人们提供着精神食粮；在四川阆中古城，孩子

们夜晚“观星”，与西汉时期阆中的天文学家落下闳隔空

对话；在贵州镇远古城，爱吃“酸”的传统来自古时贵州以

“酸”代“盐”的生活智慧，其延续至今的打更传统，又承载

着“世代平安”的情感寄托……纪录片娓娓道来，既讲历

史文化，又讲当代传承，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人文体验。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布各地，特色各具，是各民族文

化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这些也在纪录片中得以呈

现。在新疆库车古城，无论是建筑样式中的花菱格隔

断、雕梁画栋的彩画，还是日常使用的碗盘纹样、铜器

精工，或者发掘出来的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处处都有中

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的印记。四川会理古城历史上

是川滇交界处的明代卫城，中原移民不仅带来了四合院

等中原建筑形制，也带来了很多中原习俗，吃火锅的习惯

就是其中之一。会理的火锅，不同于热辣的川式火锅，而

更接近于北方的铜锅涮肉，舌尖上的南北文化交融如此

具象而美好。

《文脉春秋》播出后，网络上也展开了别开生面的传

播推介。一些内容转化“网感”十足，勾起人们的好奇

心。如“《千里江山图》的惊人一抹绿”，指的是会理古城

里制作绿陶的孔雀石；“历史上的大型购物中心有多大”，

则指向安徽安庆 1908 年筹办的劝业场；“垂直山崖上挂

了约 40 座古建筑”，说的是贵州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

……生动而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吸引很多网友前去观看

原片。作品仅在央视频平台的播放量就达到平均每集几

十万人次，《长汀》《莆田》《北海》《景德镇》等集更是高达

上百万。

《文脉春秋》以生动鲜活的影像语言讲述历史文化名

城故事，向我们展开了一幅文化传承与文化交融的时

空画卷。讲好历史文化名城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

好的故事里蕴含着“何以中国”的答案，让人们更好感知

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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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新业态

立体录取通知书、国潮服饰、数字藏品、景区互

动演艺，这些深受人们喜爱的产品项目，折射出当

前文创产业的满满活力。如今，文创已经从实物形

态演变为虚实结合、不拘一格。随着文化产业蓬勃

发展，与千行百业相融合的“文创+”业态正在形

成，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的创意产品，满足新的文

化需求。

文创即文化创意，指借助创意、设计、技艺等，

围绕知识产权实现文化符号、文化内容、文化资源

的创意表达和产品开发。文创的概念随文化产业

的实践推进而不断拓展。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只

要是被产品的创意、内涵、体验所吸引而产生的消

费行为，都可视作广义的文创消费。

什么样的文化创意才是好的？综观近来立得

住、叫得响的文创产品，往往具有 3 个基本要素：表

达一定文化内涵，用独具匠心的创意进行呈现；集

成一系列新技术，产品形式新颖独特；具有跨地域

影响力，甚至赢得海外认可，成为中华文化鲜明的

当代符号。

开掘文化内涵，形成独具风格的内容表达。过

去，文创产品约等于旅游纪念品，形式单一、内涵浅

显；新世纪以来，创意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工业设

计、美术设计、视觉设计日渐活跃，文创产品开始变

得精美起来。今天，设计者面对海量素材，拥有多

样手段，在如何给文创注入文化灵韵上不断探索。

近几年走红的文创产品，其共性就在于文化内涵的

创意呈现让人眼前一亮。有的产品将文物拟人化，

通过可爱的形象打造“记忆点”，让文物更具亲和

力；有的产品定位知识普及，以模仿发掘现场的形

式，让人们沉浸式体验考古过程，学习文博知识；还

有的产品创新转化历史上的不同审美风格，推出国

风系列……这些博物馆文创不再是简单复刻文物，

而是围绕文物内涵和使用场景，研发不同品类、不

同风格的创意产品，让深厚的历史文化更形象、更

直观。

在个性化消费时代，文创产品也成为思想情感

和生活方式的“代言人”。甘肃省博物馆以“马踏飞

燕”为原型，推出憨萌的解压玩偶，风靡社交媒体；

三星堆博物馆将铜人文物原型与蜀地品茶、棋牌等

生活场景结合，推出文物盲盒，让文物有了烟火

气。别在头发上的福建簪花、拿在手中的扬州漆扇

等非遗文创，都是在对接现实生活的审美或实用需

求中，实现了创意的广泛传播。这些实践也说明，

只有找准产品内涵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才能避免

曲高和寡。

运用数字技术，打造不拘一格的产品形态。如

今，数字技术已经融入文化产品生产过程全链条。

文创设计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因此明显提升，产品样

态也得到极大拓展。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

项目，《红飘带》数字科技体验馆运用人工智能交

互、巨型 LED、三维声场等技术，在虚拟世界里再

现长征之路；西安城墙景区的新春灯会，利用人工

智能多模态内容生成技术，让游客“在城墙上用 AI
作诗”。

数实结合成为文创产业的新趋势。数字展陈

《红楼·幻境》成为文学名著新的“打开方式”，不仅

围绕《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故事背景等推出实物

文创，还借助虚拟现实等技术让原著里的亭台楼

阁、小桥流水跃然于观众眼前。各地雨后春笋般涌

现的数字文创项目，打通了产品与服务、现实与虚

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文化创意的“赋形”

与传播。

找准共鸣点，在国际舞台讲述创意故事。很长

一段时间里，我国文创产品出海多集中在传统工艺

品和文化装饰品。随着文创产业快速发展，融入世

界的步伐日益加快，文创展示中国人的创意、展示

中华文化风采的作用日益凸显。近 10 年来，具有

中华文化特色和国际传播潜质的文创产品，借助奥

运会、博览会等契机，刷新海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

认知。除了“冰墩墩”等标志性文创产品畅销海外，

文创盲盒等也吸引了海外消费者，蕴含传统文化元

素、彰显东方美学意蕴的中国文创炙手可热。

中国文创走红海外，标志着“文创+”新业态正

在从满足市场需求走向引领市场潮流，打开文化传

播新空间。2023 年，一条中国手艺人玩转 72 变纸

翻花的短视频引起海外网友关注，不少网友对视

频进行二次创作，还有网友特地买来纸翻花一

探究竟，学习纸翻花的说唱曲艺，分享自己

拍摄的翻花视频。中国传统非遗与海外

流行文化在网络空间产生奇妙碰撞，激

发海外网友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关注热情。

文创产业的发展程度，反映

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从

传播效果来看，当前我国文创设

计、开发、运营等各环节还有很大

提升空间。丰富产品文化内涵、突破

同质化瓶颈、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

转变等，是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

战。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将文化价值和实用功

能有机融合的新途径新方法，让优质文创不断延展

到更广阔的生活空间。相信随着文化市场日益繁

荣发展，会有更多内涵饱满、形式新颖的文创产品

打动人心，彰显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

院长）

用
文
化
创
意
连
接
当
代
生
活

刘
江
红

巴 黎 奥 运 会 上 ，运 动

员们奋勇争先，吸引着全世界

的目光。赛场内外可爱的吉祥

物文创，也深受关注。从“福娃”到

“冰墩墩”再到“弗里热”，大型体育赛

事常常由吉祥物衍生出琳琅满目的文创

商品。作为一名文创设计师，我的任务就是

通过创意设计，把主题与形象转化成可触可感

的文创产品。

文创设计过程说起来并不复杂，先挖掘文化内

涵，提炼元素符号，再用设计语言结合材质工艺、潮

流趋势与市场定位等要素，将之转化为产品。20 多

年来，我们团队开发了数千款赛事文创产品，

服务对象涵盖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

杭州亚运会等体育盛会。要交出真正

令人满意的答卷，难度很高。和所有商

品一样，文创产品也要经受消费者检

验。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其中重要

的经验就是，设计语言要有故事性，这

也是文创与其他商品最大的不同。

用文创讲故事，考验的是设

计师文化理解的能力。以赛事

文创为例，除了展示竞技文

化与体育精神，还要承

载举办地历史人文、

景观生态、城市现

代化发展等意

涵。设计师

需 要 在

每次设计前用心学习，深入文化宝库，寻找设计灵

感。2008 年，为设计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北京奥运会

文创产品，我们向资深学者请教，吸收传统文化知

识，还邀请艺术家、设计师集思广益，深入提炼北京

奥运会蕴含的中华文化内涵，最终设计出 3000 多款

产品，被许多消费者所喜爱和珍藏。

找到文创主题，就有了讲述故事的思路。通常

来说，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决定受众会从产品中感

受到什么样的文化气韵。如果说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的文创开发思路是敞开大门迎接八方宾朋，热情

充沛地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世界，那么在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文创设计中，我们的心态更加自信平和，

好像与老朋友围炉闲叙，娓娓道来。比如，一起去

看冬天的长城，感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一

起 穿 越 到 百 年 前 冰 封 的 护 城 河 ，坐 上 冰 上“ 出 租

车”——冰床，“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壶中”；一起

奔跑在冬天的胡同里，在蜂窝煤和大白菜中找寻

快乐的童年回忆……这些故事，成为设计的灵感来

源。最近，我们又围绕“给中国队加油”，把敢想敢

拼的孙悟空形象与敦煌壁画中的运动场景结合，用

富有文化味儿的“TEAM CHINA”创意产品为运动

健儿加油鼓劲。

弄清人们关心什么，了解文化时尚，才更容易

把故事创意转化成大众乐于接受的视觉符号。文

创设计有时候不是创意太少，而是创意太多、难以

取舍，怎样找到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一个”呢？在北

京冬奥会文创设计工作中，我们紧扣国风国潮这一

审美趋势，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时代新课题，挖掘和转化中国传统冰雪

文化元素。根据这一开发思路，我们将梅兰竹菊、

琴棋书画的意象融入冰雪题材的诗句，创作了“冬

奥诗画”主题产品，让中华文化之美与冰雪运动的

活力相映成趣，在彰显冬奥主题的同时也记录着这

个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在技术方案制定环节，要用上“十八般武艺”，

让文创产品既高颜值又高品质。就拿人们熟悉的

“冰墩墩”毛绒玩具来说，其难点主要集中在外面

的冰壳与毛绒材质的大熊猫如何完美贴合。在“冰

墩墩”冰壳材质征集研讨中，我们提出的“硅胶外

壳+毛绒”设计方案成功入选。这个方案既能完美

还原“冰墩墩”通透的外壳，又环保安全，同时具有

成熟的工艺及充足的产能。后来，“冰墩墩”之所以

火爆到“一墩难求”，也与冰壳晶莹剔透的质感密不

可分。

到了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同样基于熊猫

形象设计，却面临不同的技术难题。为了让“蓉宝”

能够表演川剧变脸，我们创新设计了产品的“磁吸

变脸”功能。一件产品需要经过 3D 打印、注塑、零

件喷涂等至少 18 项流程，3D 打印的间隙偏差更是

要小于 0.0005 毫米才算过关。面对严苛的技术要

求，只有精益求精，才能让创意完美落地，进而实现

文化内涵的立体式传播。

目前，数字头像、数字徽章等一批数字文创涌

现，数实结合成为文创设计新风潮。我们将继续扩

充创意实现的技术手段，以灵动写意的设计语言，

诠释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文创产品成为中华文

化的生动载体。

（作者为文创设计师）

创意设计，诠释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张小桐

在时空对话中感受文化传承，在
市井烟火中体认文化交融，在生动影
像中领略这些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活力
与魅力。“文创+”新业态打开文化传播新空间

文创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新时代文艺的一大亮点。得益于文化

内涵、设计巧思和时代生活的对接，如今的文创越来越好看、好玩、好

用，让人们“把博物馆带回家”，在家常日用中感受文化之美。

观察这些年的文创实践，可以总结以设计提炼中华文化标识、用

创意讲好中国故事的经验方法，也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做好差异化、

特色化文章，拓展“文创+”新业态，以更多优质文创满足人们的精神

文化需求。

——编 者

图①：“冬奥诗画”文创徽章。

图②：甘肃省博物馆文创“蓝莲盏”。

图③：苏州虎丘塔文创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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