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文创 打开新空间

——解码·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从杯子、本子、钥匙扣，到考古盲盒、数字藏品、原创动漫、舞台演出等衍

生形态……近年来，博物馆等文化文物单位依托馆藏资源开发各种文化创意产品，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满足着人们高品质的

文化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也面临着如何避免同质化等挑战。

如何进一步推动博物馆文创产品提质升级？人民日报记者对话 3 位文博领

域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共同探讨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趋势。

对话人：

吴 明（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胡 钰（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宋 华（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

现 象

品类丰富，从实物用品向文化服务拓展

记者：近年来由文物衍生出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多，受到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

青睐。如何看待博物馆文创热？

吴明：博物馆文创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在精神

层面上有了更高的需求。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怀探

索的热情，所以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设计开发出的文创产品，更容易受到年轻

人的青睐。

频频“出圈”的博物馆文创，体现了文化元素、市场需求和时尚潮流的结合。

以考古盲盒为例，这几年考古文化备受关注，海昏侯国遗址、三星堆遗址等考古

现场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对于文创推广来说，博物馆不妨主动

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发挥其最大作用。

宋华：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节目播出，博物馆通过捕捉

年轻消费群体喜欢的符号、文化、语言，找到了全新的“打开方式”。比如河南

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就是遵循新的研发思路，融合解谜、游戏属性的沉浸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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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作为精品文创入选《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目录汇编》。一个个文创

爆款的诞生，一方面体现中国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另一方面，今天的年轻人是信息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消费

需求更加集中在情绪和精神层面，选择产品时会考虑品牌的社会价值、文化和历

史认同。

趋 势

立足文化内涵，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记者：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应用了哪些新设计、新技术、新材料等，呈现

怎样的发展趋势？

胡钰：当代文创理念有 3个突出视角：创意视角、科技视角、生活视角。博

物馆文创已经成为博物馆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趋势上看，设计愈发个性化、

生活化，文物作为设计元素而不是复制整体，既能体现文物的特质，又与日常生

活需要结合。

新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当代博物馆文创发展中极具显示度和

内生力的趋势。可以说，没有新科技的博物馆文创是边缘化的、缺乏生命力的。

在推动科技运用时，可以打造文物的数字形态，形成文物的数字空间，推动文物

的数字互动，各种沉浸式、互动式的数字博物馆建设带来了全新的博物馆发展机

遇。

吴明：博物馆文创是博物馆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科技+文创是博物馆文创

发展的一个新途径。元宇宙等技术之于博物馆文创已不仅停留在概念上，上海博

物馆“海上博物”数字藏品平台及“上博链”技术已上线；陕西历史博物馆也在

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博物馆文创，这些都展现出博物馆文创发展的趋势，即在

坚守传统文创产品研发的基础上，积极拥抱新技术。与此同时也要坚守初心，科

技只是手段，不能因为炫技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的发掘，忽略文化传承的使命和目

标。

宋华：近年来，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发生了代际转换，传统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创产品的需求也开始呈现个性化特征，在面对 95

后、00 后这类成长型文化消费群体时，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创意创新显得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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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时，随着 5G、大数据、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博物馆越

来越重视云逛展、云体验。对此，河南博物院推出“数字文创”莲鹤方壶、贾湖

骨笛、四神云气图等，让人们来博物馆参观面对的不再是冰冷的展柜，而是通过

VR、AR 等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实现与馆藏文物的高度交互；开发“一起考古吧”

小程序，游客在观赏文物的同时，发表的评论可以通过“弹幕”发出来，与其他

游客隔空交流；推出动漫与历史相融合的“虚拟公社”，网友评论说“我最喜欢

这个系列了，一定要一直做下去”；“豫博仕女之贴秋膘”表情包突破了传统的

文创形式，更具有趣味性。

思 考

推陈出新，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目前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有哪些需要加强的环节？

吴明：文创作为博物馆文化传播的一种途径，并不以营利为最终目的，始终

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产品同质化、定价高、盗版屡有发生等现象，

要引起重视。这些问题要一体两面地看待。一方面，随着博物馆文创深入发展，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重视原创性，同质化现象初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博物

馆文创是文化、创意与生活的结合，产品形式多是生活用品，同类产品很多，但

创意往往体现在文化元素提取和设计上。

随着文创走红，增强版权保护意识是各个博物馆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博

物馆已经开始开展版权登记和商标注册等工作。2019 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博

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对于博物馆版权

保护工作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

胡钰：博物馆文创是这些年兴起的新现象，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简单贴标签”

“过度商业化”等问题，这是对博物馆文创的文化属性理解不深导致的，也是因

为缺乏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当然，市场还没有给出有效的反馈也是一个原因。一

旦过了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博物馆文创的文化性、专业性就会越来越强，现有

的这些问题也会逐渐得到解决。

宋华：有观众反馈，以往参观完展区后，再到文创区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现在我们的文创设计打破了“割裂”的印象，实用性和功能性也更贴近日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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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众生活。博物馆文创“文”是根本，“创”是生命。文创产品已经不再是简

单的纪念品，每件产品都兼具实用性和美学价值。与此同时，博物馆“以史育人”

的功能不能淡化，要避免给观众留下“纯粹在卖东西”的印象。

每一个 IP 的形成都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旅程，河南博物院文创非常注重版权

保护，已注册 50 多个商标，打造了“考古盲盒”“仕女乐队”“光明之杯”等

系列品牌，策划了“博物雅堂”文化沙龙、河南省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川上

曰”文创市集等系列活动品牌。

记者：博物馆文创未来如何推陈出新，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吴明：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的若干意见》，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

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助力从根本上解决现有文创发

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问题。此外，要认真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

合理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注重文物研究的基础工作，

充分发掘文物内涵价值，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不断推陈出新，

开发出文化内涵丰富、创意新颖独特、贴近时代生活的文创产品，让文物真正活

起来，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

宋华：博物馆的文创工作要以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比如研发产品，我们有

专业的文博专家解读产品涉及文物元素背后的精神价值，同时市场、渠道、策划、

仓库等各团队专业人员积极参与产品研发，给出前端信息反馈，产品落地后会通

过我们自创的博物雅堂、“豫来遇潮”直播间等平台统一规划宣发，重在文化传

播、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胡钰：博物馆文创是当代文创发展中的亮点，是文创开发的富矿。现有的博

物馆文创产品的规模、质量与中国博物馆文物的丰富性、人民群众需求的旺盛性

相比，还远远不够。下一步要推动博物馆文创高质量发展，在“吃透”文化的基

础上开展创意、运用科技、进入生活、做大产业。这就需要有更复合型人才的团

队参与，要懂文化、懂经济、懂科技、懂社会，既有文化使命感，也有文化创造

力。博物馆也可与高校紧密合作，开展文创专业人才培养。文创产业是青年的事

业，要解放思想、创新机制，让更多的青年创意人才参与到博物馆文创事业中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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