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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不再“高冷”

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风土
人情，除了书籍之外，参观博物馆是重要途
径。在博物馆里，不仅可以回溯历史，更可
以欣赏到古老的文物。逛博物馆，不仅仅是
一场思想、知识的洗礼，更是一场视觉的
盛宴。

中国拥有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有着丰
富、灿烂的文化，各地的博物馆各有特色、
各具风格，越来越多的人旅游，都会选择去
当地的博物馆参观。

“我已经去过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湖
北省博物馆等。去湖南，一定得看看湖南博
物院。”韩芷茹对博物馆似乎有一种执念，

“哪怕其他景点都不去，也一定安排博物馆这
一站。”

博物馆总是给人一种厚重感，如果用时
下比较流行的词来形容，可以叫作“高冷”。
但随着文创产品的兴起，博物馆的这份“高
冷”慢慢减退，让人们越来越“触手可及”。

2014 年，一篇名为 《雍正：感觉自己萌
萌哒》 的文章走红网络，其中比着“剪刀手”
的雍正皇帝形象一时间风靡网络，故宫文创
就此出圈，引起了关注。

但故宫文创始于更早的 2008 年，故宫博
物院成立故宫文化创意中心，此后一直不断
推陈出新，潮品爆款层出不穷，营销玩法花
样百出，一个个年轻化、趣味化的产品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追捧。

故宫日历、故宫口红，还有各种带有故
宫元素的文具、饰品不断推出，故宫文创的
招牌越擦越亮。

故宫文创的火热带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
纷纷切入文创赛道，根据各自特色，不断推出
各类文创产品，一时之间，博物馆文创热潮
涌动。

河南博物院的文创考古盲盒将微缩的文
物“埋”进了土里，让消费者动手“挖”出
来，一经推出就迅速被抢到断货；甘肃省博
物馆一改严肃，将铜奔马玩出了花，本就

“魔性”的面部表情被精心设计在卡通化的毛
绒玩具上，让人忍俊不禁，产品销量节节攀
升；陕西历史博物馆着力打造新 IP，“唐妞”
系列文创让憨态可掬的唐风美人“穿越”到
今天，体验着现代生活……

“一件文创产品能够展现出博物馆的文化
精髓、学术成果和文化价值，反映了博物馆
的运营水平。好的文创产品不仅可以满足观
众的文化需求，还能将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
理念、价值传递给更多的人，同时还可以增
加博物馆的收入，可谓是一举多得。”中央民
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方晓恬表示。

韩芷茹去年在三星堆博物馆没有买到自
己心仪的文创产品，她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表示一定再去一次，“三星堆博物馆确实值

得二刷，那里的文创产品也让人念念不忘”。

好看又有文化

近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
贴出圈，每天线下排队购买的人流如潮。冰
箱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一经发
布，就受到热捧，上市 3 个月，卖出近 8 万
个，被戏称为“当下北京最想拥有的文创产
品之一”。

冰箱贴是一类重要的文创产品，深受年
轻人喜欢。“我逛文创产品商店，买的最多
的就是冰箱贴。”韩芷茹分享道，“冰箱贴设
计精美、制作精良，而且还带着历史文化底
蕴，着实让人喜欢。”

韩芷茹和她的朋友经常互相分享买到的
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还有人已经把收集各类
文创产品当作一种兴趣爱好。而消费者的反
应也从侧面证明了现在博物馆文创设计思路
是正确的。

据凤冠冰箱贴设计团队介绍，设计这款
冰箱贴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晒出
自己与孝端皇后凤冠的合影。

最初的木质凤冠冰箱贴是使用 3 层木质

材料叠加制作，可以发出类似金属的光泽，
平面印制的珠粒会带来裸眼 3D 的感觉，冠上
镶嵌的“红蓝宝石”是纯手工粘贴，帽翅可
以活动。正是这种精心的设计和制作，让这
款凤冠冰箱贴火爆起来。

文创产品的另一重意义在于文化传承，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物带回家。那些束
之高阁的文物，化身成书签、文具乃至盲盒、
玩偶、各式衍生品，或是制作精美令人爱不
释手，或是嬉笑搞怪让人感到活泼亲切，文
物的“严肃感”消失了，变得平易近人。

“文创产品也可以看作‘眼球经济’的一
种，就是通过设计、制作先把消费者尤其是
年轻人的眼球吸引过来，勾起他们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让他们主动探究文物背后的历史、
文化意义，从而达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方晓
恬表示。

网友 Konoe 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自己收
集的一展板的冰箱贴，引发网友热议。她按
照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等历史年代来
划分，将博物馆文物冰箱贴分门别类地摆在
一起，她认为，这些冰箱贴所代表的文物浓
缩了厚重的历史。她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获
得了超 10 万点赞量，相关话题数量也达到
1500 万。

“把博物馆搬回家”的梦想可以通过文创
产品而实现，“好看又有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

正好满足了当代年轻人的需求，他们对国家、
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厚重的中华文化有
着充分的自信。一件件具象化的文创产品可

以说将‘情绪价值拉满’，既满足了娱乐需
求，又满足了文化需求。”方晓恬说。

营造“在场感”，推动文化
传播传承

博物馆文创的火热，不仅传播传承文化，
更是带来实打实的效益。“凤冠”冰箱贴带动
同系列文创销售总额突破 1000 万元，上海博
物馆推出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
展”，开展 2 个月文创销售额达 8000 万元，带
动周边消费超 10 亿元……2023 年，中国国家
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的文创产
品及相关服务年流水已经达到亿元级别，文
创产品给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等带来
的收益也在持续增长。

再来看另一组数据，据统计，2023 年中国
博物馆接待观众达到 12.9 亿人次，创历史新
高。这相当于每月有超过 1 亿人次去参观各
类博物馆。而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4 年国
庆假期，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7488 万人次，假
期日均超 1000 万人次前往博物馆参观。

“博物馆热”和“博物馆文创热”让我们看
到了文化传承和发展有新的载体和方式——
营造“在场感”，就是让普通大众不仅能“看
得见”，还要“摸得着”，可以自己来探索博
物馆中文物的文化意义。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播方式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直播、短视频以及社交平台
让传播更加迅速、多元，影响力也会成倍增
加。方晓恬表示，利用新的传播方式，不断
地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开发更多有创意的产
品，为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和可能。

用国际视野来看，博物馆文创还可以承
担起文化出海的重任。

韩芷茹的好朋友陈琪正在荷兰工作，出国
多年，陈琪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的文化自信正
在逐步提升。回国休假时，陈琪会购买一些富
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作为小
礼物带到荷兰，送给同事和朋友。“他们都会对
这些精美的产品感到好奇，趁此机会，我就会
为他们解释这些文创产品所代表的文物的历
史和文化。”陈琪分享着自己的经历，“有些人
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就会建议他们有机会
亲自去中国走走看看，实地了解中国。”

陈琪的例子也表明，文化出海并不只有
“大而广”的方式，还可以做到“小而美”，
把中华文化具象化到一些产品中，来吸引外
国人的关注。

近年来，泡泡玛特、名创优品等企业，都在
不断尝试将中华文化的元素与产品相结合，许
多产品在国外热销。“博物馆文创可以借鉴这
类方式，结合不同国家的文化，做一些新颖的
设计，既能展示我们的文化，也可以推动文明
的交流与互鉴，在潜移默化中让世界更好地了
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方晓恬表示。

（韩芷茹、陈琪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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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校门口的大型机械，觉得
很酷，听说还可以飞大型无人机，
我就毫不犹豫报了这个专业。”重庆
市梁平区职业教育中心智慧农业班
高一新生高保山说。

近 日 ， 在 梁 平 区 职 业 教 育 中
心，智慧农业班的新生们上了开学
第一课。梁平区味源现代农业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世飞担任智慧农业
产业学院副院长，在他的课堂上，
学生们不仅可以了解基本理论，还
能到实训基地进行无人机、农用履
带机等现代农业机械的实际操作。
这样鲜活的课堂，让学生兴趣十足。

近年来，梁平区统筹推进产教
融合，通过引企入校、校企合作，
打造融课堂与社会化实践为一体的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探索现代学徒
制创新之路，助力职业教育“强起
来”“活起来”。

智慧农业产业学院还把课堂教
育与“社会实践和社会实际”相结
合，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将学到的技能转化为
社会生产力。梁平区农业占比较
高，学院安排的实践课都是结合本
地的农时农作开展智慧农业的社会
化服务，很有针对性。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断升
级，“新农人”成了大有可为的“新职
业”。2021年起，梁平区职业教育中心智
慧农业学院已培养懂技术、懂管理、
懂经营的复合型智慧农业人才425名。

近年来，梁平区主动适应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紧盯产业链
条、市场信号、技术前沿和民生需
求，积极整合当地政府、科技推广
部门、产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种粮大户等各方资源，推
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组建一批产业技术推广应用、成果
转化联合体，把职业教育优势转化
为就业创业、市场竞争优势，打通
职教学生升学就业通道，推动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

（周洁、陶冶参与采写）  

近段时间，“年轻人整顿婚礼”“极简婚礼”
等话题不断引发热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改变
传统婚礼形式，有的把婚礼办成一场轻松的派
对，还有的选择旅行结婚，追求简约、轻松成
了不少年轻人的婚礼新风尚。

相较于流程烦琐、讲究排场的婚礼，“极简
婚礼”注重“悦己”、主打个性、讲究务实，以
简单的流程、个性化的元素和随心所欲的松弛
感让人倍感愉悦。无车队、无接亲、无伴郎伴
娘、无司仪、无煽情催泪环节、无婚宴甚至不
邀请嘉宾，有些新人用蔬菜和水果做婚礼装饰，
用共享单车代替豪华轿车接新娘，甚至选择在
快餐店举办酒席，以“奶茶”代酒……在见惯
千篇一律的酒店婚宴和一些炫富婚礼、低俗

“婚闹”后，经济实惠且轻松有趣的“极简婚
礼”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在熟人社会中，婚礼好比是家长主导的
“养育结业大考”，亲朋好友是考官，婚礼排场
决定着考试成绩。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对婚礼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结

婚是两个独立灵魂共同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婚礼是宣告小家庭成立的仪式，婚礼安排应以
爱和自由为前提，真正体现一对新人的情感和
价值观，而非遵循某种程式化的套路。事实上，
追求简单、快乐和性价比，减少不必要的经济
负担，并不会影响婚姻的幸福程度，反而可能
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追求奢华繁复到推崇简洁创意，婚礼
“小仪式”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大文明”的变迁。
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自主
性，并逐渐获得婚礼的“主导权”。年轻一代对于
婚姻意义理解的变化，会传导到婚礼形式上，越
来越多的家长也开始扭转“风光大嫁”的传统观
念，转而支持子女选择个性化的婚礼形式。两代
人婚俗理念的“双向奔赴”，尤其是长辈对孩子们
婚礼方式的充分尊重，是对他们的最好祝福。

“极简婚礼”蔚然成风，也离不开相关部门
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引导。近年来，中央大力倡
导“喜事新办、婚事从简”，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4 年聚焦婚俗改革，着力解决高价彩礼和过度

奢华婚礼等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各地也纷纷
采取措施推进移风易俗。比如，江西多地推出
了公交婚车业务，为新人们提供了便利；有的
省市还出台了《婚事新办指南》，倡导取消繁文
缛节、形成节俭之风；有些地方针对农村地区
婚礼攀比之风制定详细工作方案章程等，建立
推进机制，强化宣传引导。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婚礼形式，不同
的人对婚礼也有不同的期待。对新人来说，婚
礼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但最重要的是开心地
完成这一开启人生新阶段的仪式，为自己和亲
友留下美好而幸福的回忆。不论婚礼形式如何，
不惧烦琐也好，删繁就简也罢，只要有爱的表
达，婚礼的各种形式都有各自的精彩。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8月下旬，在北京工作的韩芷茹终于得偿所愿，来到湖南省长沙市旅行。
在游览了橘子洲、岳麓书院等景点后，韩芷茹把长沙之行的最后一站定在了
湖南博物院。

湖南博物院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览让韩芷茹惊叹不已，素纱单
衣、T形帛画等各种文物让人流连忘返。虽然已是暑假末期，但博物馆内依然
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坐落在博物馆一层的文创产品商店也是韩芷茹的目的地之一。如今，在
“博物馆热”的带动下，博物馆文创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年轻人。在逛
完博物馆之后，去文创产品商店选购一些特色文创产品，无论是摆在家里，
还是作为小礼物送给朋友，都是上佳的选择。

婚礼减负 幸福++
池步云

重庆梁平统筹推进产教融合

探索现代学徒制
本报记者  刘新吾

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
明大展”的配套文创产品——冰箱贴。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游客正在湖南博物院选购
“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
浸式数字大展”文创产品。

林道辉摄 （人民视觉）  

◀观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
示文创产品——凤冠化妆镜。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2023年 12月 16日，观众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圆明印象·皇家“游”礼文创设计展欣赏
文创作品。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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