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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梦是一名大二女生，平时最大
的爱好就是做手账。记事本、可爱有趣
的贴纸、彩笔等都是必备材料。对她来
说，还有一样东西少不了，那就是故宫创
意胶带。“以前一听故宫，感觉非常庄严
肃穆”，看到琳琅满目、新奇可爱的文创
产品后，她一改之前的想法，“原来故宫
也挺接地气、挺有意思的嘛！”

近年来，博物馆文创产品大受追捧，很
多博物馆的文创销售额均有不同程度的上
涨。以苏州博物馆为代表，2017年承接参
观游客240万人次，文创产品销售额达到
1400多万元，几乎每年都有40%到50%的
增幅。2018年1月，苏州博物馆还因显著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荣获“中国最佳旅
游文创项目TOP20”称号。中国博物馆文
创产品正突破单调刻板的传统形象，以焕
然一新的面目出现在大众面前。

有创意更要“合胃口”

2015年，新的《博物馆条例》发布，此
后，国务院、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接连推
出博物馆开发文创的鼓励政策。故宫作
为“探路者”的成功实践，以及国家政策
的支持引发各地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的
热潮。“文创理念发生了质的转变”，苏州
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坦言，“一开始
做文创的时候没有经验，只是简单地将
文物影像贴图式印在产品上，谈不上创
意，现在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台北故宫的“朕知道了”胶带纸、翠
玉白菜伞，北京故宫“朕亦甚想你”折扇、
朝珠耳机……这些有趣实用的文创产品
一经推出，就虏获了年轻人的心。目前，
博物馆文创产品最具购买力的消费人群
为“80 后”和“90 后”。他们有个性、充满
活力，深谙网络文化，追求购物的趣味
性，同时拥有不俗的审美。只有摸清了
主要购物人群的消费心理，做出符合他
们需求的产品，博物馆文创产品才能真
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博物馆是一国文化的精粹之地，本身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创产品就是连接
博物馆文化与游客的载体，研发者需要深
刻挖掘藏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将传统元
素与新潮的思维融于文创产品之中。

“打开大门”谋合作

2015 年以来，故宫博物院牵头与阿
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合作，共同开
发博物馆 IP 产品。中国国家博物馆雄
心更大，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创立

“文创中国”线上平台与线下运营中心，
为博物馆等文博机构、艺术设计专家、资
本公司三方建立合作平台，共同推进具
有中国特色 IP 的开发。在他们的带领

下，全国多家博物馆都开启了与外界联
手商业运营IP热。

然而，开发一个优质的IP产品实属不
易。博物馆需利用其专业学术优势，将馆
内文物蕴含的独特文化符号加以提炼，将
博物馆的特色元素带入到现代生活中，成
为时尚生活新风尚。苏州博物馆地处吴
地，本地手工艺传统留存较多，因此，展示
文人风雅、传播本地手工艺文化成为苏博
文创产品的主要方向。外部企业则可利
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多样的社会化营
销手段助力开发。以苏州博物馆为例，苏
博的文创产品并不仅仅在馆内售卖，而是
线上线下并重，国内国外都涉及。线上，
苏博开通微信与淘宝店，与线上平台实现
互动合作，如参加2017淘宝造物节等。线
下，除了苏博自身，他们还与苏州本地诚
品生活百货合作，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苏
博的文创产品。

除了外国游客到博物馆参观并购买
文创产品外，博物馆也在利用各种渠道
向国外推广中国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苏
州博物馆一方面与敦煌网开展合作，在
线销售产品。另一方面，也在利用各种
展会推销产品。2016 年，苏州博物馆部
分文创精品在德国法兰克福 Paperworld
办公用品展上亮相，获得好评，也在法兰
克福引领起一股东方文化的风潮。2017
年，Paperworld首次组建以苏州元素为主
的“东方文化元素产品展示区”。苏州博
物馆的文创精品——缂丝钱包、吴钩重
辉剑尺书签、旅行牌、纸胶带等成为反响
最为热烈的产品。

让文物“述说”文化记忆

苏州博物馆老馆有一棵紫藤树，为
500 年前明代画家文徵明亲手所植。经
历岁月变迁，这棵树依旧生命力旺盛。
苏博工作人员亲手采集、晾晒、筛选、试

种，选出合适的种子配以精美雅致的包
装，作为文徵明大展的配套文创产品，获
得了游客们的“点赞”。

一颗小小的种子，不仅凝结着紫藤老
树的历史沧桑，更是带着文徵明印迹的风
雅艺术，在参观的游客心里扎下了根。一
件优秀的文创产品，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
能引起更多人对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的好
奇心。在这个意义上，文创产品就是博物
馆的“最后一个展厅”，是可以被游客带回
家的展厅。

大四女生徐宁欣从小对历史兴趣甚
浓，这和小时候买的文创产品不无关
系。“当时父母带我去西安，买了古秦货
币和兵马俑的文创，所以我很早就知道
秦始皇和圆形方孔钱，对历史的兴趣就
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刚上初中接触历史
时，说到秦朝，她知道的比别人都多。

博物馆内最珍贵的是文物，而文物
最珍贵的则在于凝固其中的历史记忆。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站在展览柜前，我
们可以穿越时空阻隔，听到、看到文物
的“述说”。当我们离开博物馆，一件
好的文创衍生商品能帮助我们留存记
忆，把博物馆的展览、文物和其反映的
社会思想带回家。

对于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来说，博
物馆文创产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唤醒文
化记忆，它还具有引领中国生活风尚的
标杆作用。针对现代家庭缺少交流与交
往空间的问题，南京博物院策划了“在
此”展览，讲述中国古代九种生活方
式，分别是“琴、棋、书、画、诗、
酒、花、香、茶”。这是九种传统而美
好的交往方式，如果能据此开发文创产
品，使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相信人
们之间的走动会更频繁、情谊会更深
厚、生活会更美好。

题图：参观者在 2017 杭州文博会上
观看文创产品。 来源：视觉中国

博物馆文创：

打造“最后一个展厅”
范 佩 束 涵

博物馆商店曾经是个摆
设，因产品单一、质量不佳
而乏人问津，游客们往往过
而不入。现在，文创产品点
亮博物馆商店，使之成为

“最后一个展厅”。在苏州博
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看
来，观众来博物馆参观，看
了展览，看了展品，参加完
互动体验，最后来到博物馆
艺术品商店，带走一两件文
化产品，这才是一次完整的
博物馆之旅。

14个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工
作推进会日前在苏州召开。这 14个古镇中，有 4个来自浙
江，德清县新市镇位列其中。这则新闻让我回忆起2017年
6月到访新市镇的经历。

新市镇是江南七大古镇之一，江南古镇大都滨水而
建、依水而立，一条逶迤的水系，托起两岸白墙黛瓦、古
色古香的老民居。新市镇也因水成景，因水成街，因水成
市。1700多年前的一场连绵大雨，使得今天新市西边的陆
市泛滥成灾，居民纷纷东迁，渐成集市，因是新徙而成，
故取名“新市”。大运河穿镇而过，水网密布。全镇被水分
割，“三潭、九井、十八块、三十六弄、七十二座桥”是明
清以来对新市古镇的概述，形态各异的古桥又将古镇联成
一个整体，构成一幅“水巷小桥多，人家尽枕河”的诗意
画卷。由于水路发达，千百年来，新市商贸往来、市井繁
华，逐渐发展成浙北地区大运河畔重要的商埠，近代有

“小上海”之谓。

正是小桥流水、摇橹推桨的风情，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北京与上海的电影制片厂，不约而同先后把茅盾名著

《林家铺子》《蚕花姑娘》 的外景拍摄地选在这里。
最具特色的 72 座拱桥和 36 条里弄如今已经见不全了。

所剩多少？陪我参观的表哥微微叹了一口气：可能不到一
半吧。如今当地人沿街自发建起一个个木雕、蚕文化、民
间艺术等展馆，极力挽留渐行渐远的水乡记忆。古镇在萎
缩，所剩的地盘不大，沿河走一圈，不到1小时。

是的，新市相对同里、周庄、甪直、乌镇、南浔、西塘等江
南六大古镇，在开发的步伐上慢人一拍，有些地方修缮跟不
上，更显沧桑，游客稀少。不过，在我看来，在旅游开发中落
后亦有后发优势。水乡古镇最让我看好的是它的悠然与宁
静，以及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深宅老巷子中等待被倾听的故
事。徜徉其间，无人干扰，可以用心体会“从前慢，车、马、邮
件都慢……”沧桑、幽静不失为一道风景，对于古镇保留它的
风貌、格局、味道尤为必要。更何况，新市还有悠久历史的蚕
花庙会、羊肉黄酒节……它们都能唤起古镇的热闹与乡愁。
据说，常有上海和杭州的食客，开着车从高速公路上“闻香而
来”，为的就是到古镇尝一碗羊肉面，当然，少不了就一口醇
厚绵长的新市黄酒。

在浙江省出台的《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2017-2019年）
行动计划》中，新市镇榜上有名。作为第一批浙江省小城市
培育试点镇，新市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市”。

我在德清县博物馆里曾见到“沈泰源药栈”的名号，那
可是新市镇的“老字号”呀！当年的“沈泰源”商号的匾额
由清朝重臣林则徐亲题。可惜，这爿药材行没能躲过小镇
建设的热潮，10 多年前和药王殿一并被拆毁，徒留下“沈
泰源药栈”的名号，被德清县博物馆永久保存了下来。

在新市未来的开发与保护中，怎样让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活起来？怎样重树“沈泰源药栈”等老字号？值得
深思。让更多“老字号”重获新生，让古镇成为滋养传统
文化的沃土、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古镇才能实
至名归，更有味道。

古镇新市
戎章榕文/图

古镇新市古镇新市
戎章榕戎章榕文文//图图

新年伊始，北京“蒙古大营”
喜事连连：一是董事长敖其尔应邀
飞赴美国西雅图，就“蒙古大营”
落户西雅图进行考察，与华商白丽
阳达成合作协议；应旅澳华商韩莉
平之邀，春节过后敖其尔将赴澳大
利亚墨尔本进行考察并就合作共建

“蒙古大营”进行实质性洽谈。二
是“蒙古大营”落地生根北京4年
硕果累累，仅 2017 年就接待游客
逾 10万人次，其中大型旅游团体
及外宾占1/5。

“蒙古大营”之所以吸引游客，
因为其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
千百年来，生活在广袤内蒙古草原
的游牧民，逐步形成哈纳尔、乃蛮、
弘吉剌、和硕特四个部落群体。走

进“蒙古大营”营地，象征56个民族
大团结的蒙古包映入眼帘，“一代天
骄成吉思汗大帐”是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一座。

成吉思汗大帐是为纪念成吉思
汗诞辰854周年而建。大帐直径20
米，由木制哈那杆支撑，帐内装饰
尽显蒙族风格，可容纳300人的商
务活动。2017 年，成吉思汗大帐
接待了多位外国政要：蒙古国副总
理策·奥云巴特尔一行、泰国副总
理威沙努·科岩一行、日本前首相
鸠山由纪夫一行等。政要们对蒙餐

“烤全羊”赞不绝口，对蒙古族歌
舞大加赞赏。正如多次光顾蒙古大
营的蒙古国副总理策·奥云巴特尔
所言，每次来北京总想到这里做

客，看到这么多蒙古包备感亲切，
品蒙餐文化成为特别享受！

4 年来，“蒙古大营”与多家
旅行社建立起业务联系，中外旅
行团源源不断。随着知名度提
升，一些外国驻华使馆举办活
动，也会选择“蒙古大营”。2017
年，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厄
瓜多尔驻华大使馆等，先后在这
里举办“一带一路”文化活动。

“蒙古大营”何以受游客青
睐？隆冬的夜晚笔者前去探访，走
近位于北京朝阳公园东南侧的“蒙
古大营”，粗犷的歌声、动听的马
头琴声不绝于耳。循声而至，只见

“蒙古大营”采用草原原生态蒙古
毡房，让人感受到夏秋季草原的绿
色与和谐，为游客营造了舒适的就
餐环境。“蒙古大营”里供应的食
品既保留独有的民族特色，又兼融
汉族饮食文化之所长。比如，吃全
羊是蒙族的传统习俗，而烤全羊则
吸取了汉族的技艺，是蒙汉文化交
流的结晶。

游客在品味蒙餐的同时，欣
赏身着鲜艳蒙族服饰的演员进行
歌舞表演，其中长调、马头琴等表
演，令人心旷神怡；“喉音”独唱艺
术“呼麦”，一人同时唱出两种声
音，不仅形成多声部形态，而且带
有金属声的高声部，给听众带来
无比美妙的享受。现场气氛热
烈，观众发出阵阵掌声、喝彩声。

“蒙古大营”坚持“博采众长，强化
技艺”，坚持“绿色、营养、健康”的
烹饪方法，坚持“以亲敬客”的服
务理念，在激烈的首都市场竞争
中占领一席之地。

而今，“蒙古大营”不仅成为
蒙餐文化领军企业，而且在海
南、广州、深圳等地建立了多家
分店，并延伸到蒙古、俄罗斯、
新西兰等国家。

“蒙古大营”：

中外游客共品草原文化
赵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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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杭州期待已久的大雪如约
而至。都说“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
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冰雪世界
的杭州西湖美景刷爆了人们的朋友圈，西
溪湿地、运河、湘湖等景区也在银装素裹
下展现出别样美丽。

2017年，在“后峰会、前亚运”时代背
景下，杭州全域旅游有序推进，旅游产品
推陈出新，目的地美誉度大幅提升，旅游
人数和旅游收入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全
市累计接待中外游客16286.63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3041.34亿元，分别比上年
增长15.84%和18.26%。

上图：雪中的西湖杨公堤
王川摄

右图：断桥赏雪的游人
朱剑明摄

雪雪··杭州杭州

新市古镇风光

“蒙古大营”中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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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水晶镇纸。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