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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八妇女节当天，湖北省博物馆召开“一绾青丝”系列
文创新闻发布会，重磅推出11款文创产品，包括发簪、胸针、发
夹等饰品。早在今年春节期间“一绾青丝”系列一经上市便十分
抢手，其中几款产品一度断货。

“一绾青丝”系列文创设计灵感均来自“梁庄王珍藏”展厅。
通过对展厅游客量的实时监测，“梁庄王展厅”的热度排在所有
常设展厅前三名。几乎每一个走进展厅的游客，都会发出“太美
了！”“好好看！”的赞叹。“一绾青丝”系列文创正是在“期待出同
款”的呼声中应运而生。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集聚地，博物馆文创在提高整个社会
文化传播力度及审美水平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博物馆实体文
创经历了旅游纪念品到创意设计产品的发展。目前，我国博物
馆文创研发可谓百花齐放，在此以湖北省博物馆文创研发为
例，探讨如何深挖文创美学，让博物馆走进大众生活。

深挖文物内涵 提炼产品故事
与普通实用类商品的用户需求不同，比起商品价格，消费

者在购买文创产品时，更注重文创背后的文化附加值。
梁庄王朱瞻垍是明宣宗之弟，封地位于今湖北钟祥。自洪

武末年，藩王始与平民联姻。魏氏是襄阳县民魏亨之女，宣德八
年被册封为梁王妃。我们现在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关于二人感情
关系的确切记载，但极尽奢华的珍宝让人们遐想绵绵——王子
与灰姑娘的浪漫故事与至真情感，被皇室用“鎏金银册封”所认
可。成为王妃的魏氏享受着顶级贵族生活，享用着郑和下西洋
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带来的奇珍异宝。

“结发夫妻信，一绾青丝深。”发饰在古代可作为男方赠与
女方、表达真情实感的美好礼物。“一绾青丝”系列中有几乎一
比一复刻王妃发簪的产品，也有灵活应用馆藏文物做的创意设
计产品。比如桃夭发簪，复刻的是“桃形金累丝镶宝石簪”，簪头
呈桃形，花丝平填作满卷草纹底衬，其上的花丝托内存镶红宝
石、蓝宝石、尖晶石。桃花寓意美好的爱情，且有长寿的寓意。既
符合“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文化情愫，是春天
赏花约会的首选穿搭配饰，又迎合了大众“接住泼天富贵”的
时代心理。比如以“云形金镶宝石”为原型，设计的鸿运吉祥发
簪和胸针，以红色宝石寓意好运，红色也谐音鸿运，流云是吉祥
的象征。两者搭配在一起即是吉祥如意，好运连连，这个寓意极
符合中国人的喜爱。

深挖定位需求 融入现代审美
天猫曾做过一个关于博物馆文创市场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是博物馆文创消费以女性居多。从女性这个角度又可细分为年
轻女性、母亲和银发族三类。年轻女性的需求一般是文艺、好
看、方便社交；母亲的需求一般是围绕小朋友，具有趣味性、易
分享、动漫化等特点；银发族的需求一般是底蕴、舒适、实用。因
此，文创产品一定要有针对性。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湖北省博物馆
一直致力于把地区独特的文物元素与现代人的生活需求相结
合，进行创意开发，将博物馆里这些脱离一般百姓生活的东西
转化成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精神追求的产品与内容。

以“楚人的一天”系列文创为例，它以楚人的生活为主题，
依托馆藏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等文物，进行深度融合和二次创
作。此系列已研发出 13 类产品，包括万花筒、儿童读物、帆布
包、太阳伞、水杯、手机支架、DIY亚克力摆件、便利贴等。比如
去年夏天热销的太阳伞，一款里衬为蓝绿色，外布为白色，配上
彩色线条的卡通文物图案和馆标，整体十分清凉俏皮。另一款
里外底布均为黑色，配上金色线条的卡通文物图案和馆标，极富
楚地文化的神秘感，遮阳吸光效果又很好。五折后的大小充分考
虑到女性夏季普遍随身携带小包的习惯，兼具实用、文化传播和
社会美育的效果。比如DIY亚克力摆件，它的设计灵感融合编
钟、车马出行图、鹿角立鹤等多件文物原型，同时进行了比较萌
化的二次创作与组合，需要自己动手的特点迎合了“私人定制”
的满足感和参与感。“楚人的一天”系列文创几乎囊括了男女老
少所有人群的需求与喜好，后续还将继续丰富产品种类。

深挖品牌效应 拓宽推广途径
现今各地博物馆都在热火朝天开发文创，但是不免出现同

质化、无新意等问题。如何建立博物馆文化品牌，发挥品牌效
应，是我国博物馆需要面对的现状。

加强版权意识，统一馆标的使用。越王勾践剑系列文创一
直是湖北省博物馆的热门 IP，周边产品销量情况良好。在今年
春节期间，越王勾践剑“小胖剑”1.4万件销售一空。这款产品在
某宝平台出现了所谓的“代购”，路边小摊贩卖起了“省博同
款”。针对这类现象，湖北省博物馆加大对合作厂商授权，厂商
可以在某宝平台销售与馆方合作开发的文创产品。同时研发的
各类文创的图片、外包装、举办的活动宣传海报等均需规范使
用统一形制的湖北省博物馆馆标。

打造系列化文创产品，建立文创资源库。文创产品的开发
一是要依托馆藏文物，避免同质化。二是系列化，明确研发方
向，树立明晰的文化形象。近两年，湖北省博物馆文创产品改变
了以前按青铜器、漆木器等文物类别分类的方式，开始以创意
主题为导向进行研发，目前已开发六种文创系列，每一个系列
都有丰富的单品。比如，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系列文创，包
括毛绒玩具、一比一复制件、文具用品、移动U盘、钥匙扣以及
文创饼干、主食等十余种单品，可以满足各类群体的不同需求。
在博物馆官网上，所有在售的文创产品均可找到高清图片，并

且做到及时更新和补充相关信息。
拓宽推广途径。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具有零成本

共享、扩散速度快的优点，博物馆应该充分利用社交平台这些
功能增强品牌传播力度。湖北省博物馆自春节以来，在上述平
台发布原创视频及推文近百条。近期创建的“一绾青丝”系列文
创相关话题，微博单条浏览量接近 5万人次，微信推文在短短
二十分钟内浏览量达到 3.4万人次，抖音视频更是冲上武汉同
城热搜榜。不少网民留言“一定要来湖北省博物馆看一看”“好
想买到手”“可不可以代购”，等等。异地购买难也是现在很多博
物馆需要解决的问题。

搭上文旅融合顺风车。深度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是新时
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博物馆作为传统文化的聚集地和
独特的旅游景点结合体，是推动文旅融合的排头兵。在此背景
下，诞生的“博物馆社交”即是新时代年轻人创造的属于自己的
旅行文化，也是博物馆力量赋予了旅游更具丰富情感价值的具
体体现。极具设计感的建筑、宽敞的展厅、充足的休息区、可口
的美食、温馨的服务以及有趣的文创产品等，博物馆在走近人
们生活这条道路上做了很多努力。年轻人选择了博物馆，而博
物馆的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来，这是一场双向奔
赴的文化之旅。

在博物馆文创设计发展过程中，文创不单单是商品经济和
文化事业的产物，也是博物馆实施美育职能的重要途径。在很
多人印象中，博物馆是严肃、庄重，有距离感的。通过不断深挖
大众不太熟知的文化信息，运用更加艺术、更加平易近人的形
式展示出来，让大众体会到博物馆的魅力，走进博物馆，在汲取
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达到享受博物馆美育的目的。

2023 年底，《实物、人类学习与博物馆学》由复旦大
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周婧景从博物馆教育入手，研习博
物馆学多年，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
验。该书重提“实物学习”这一课题，从认识论、方法论、
本体论三个层面讨论实物学习的相关问题，并将视野
从实物学习的要素延展至博物馆学与实物学习的关系，
说明博物馆学在促进实物学习方面的重要作用，确实让
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作者尝试从实物学习的角
度重新定义博物馆学，体现了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企
图，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说，这本书的写作动因
就是想回答“博物馆学是什么”“博物馆学能够为社会
发展，为人类进步做些什么”。经过深入的思考，她回到
了“物”这一视角，讨论博物馆与博物馆学在“物的公共
化”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也就是说，博物馆如何完成

“物的公共化”，以及“物的公共化”对人类学习有何帮
助。其实，作为一名在博物馆工作近二十年的笔者，“博
物馆学”的定义与学科意义也一直困扰着我，也期待学
界有人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如今，这本书从“博物馆学
习”的角度交出了答卷。我很欣喜，也有很多思考，期待
与作者，与同仁探讨。

从理论思考上讲，作者在认识论部分提出了“自由选
择的学习”这一概念，从实物、受众和阐释的角度来探讨
物的媒介化。通过阐释这一方法把“物”与“人”联系在了
一起，自然回避了博物馆学界对“物”“人”关系的争论，进
而将“人如何使用物”作为“以观众为中心”这一理念的灵
魂。笔者以为，“人如何使用物”包含两方面的思考：对博
物馆阐释者来说，阐释者以“物”为素材，提炼其中的信
息，并将其传达给观众；而对观众来说，同样通过“物”来
理解其背后的信息，达到参观和学习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由选择的学习”这一概
念，将博物馆学习置于与学校教育平等的地位；在理想状
态下，学习者可以选择在博物馆学习还是在其他机构学
习。当然，这也给博物馆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如作者在书
中所言：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合理的教授，而是一种
间接传授，比如在策展团队中安排释展人，使其成为与观
众沟通的桥梁；而且，在教育活动中，讲解员等博物馆教
师已经成为观众自由选择学习的重要助推者。进一步说，
当“自由选择的学习”成为博物馆学习的常态时，观众的
学习对象可以是“物”，也可以是展厅的布局，展线的流
转，多媒体的运用技巧，展厅的灯光设计与展具制作，讲
解员的讲解技巧……这样，观众的学习对象才是多样的、
立体的，博物馆也才有可能实现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终将
走出博物馆”。

笔者以为，将博物馆学习界定为“自主选择的学习”
可能会对今后博物馆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2020年教育
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
育教学的意见》，要求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的开发、拓展
博物馆教育的方式等，也更加强调馆校合作中博物馆的
作用。这一文件强调学校教育中应当纳入博物馆的相关
内容，将参观博物馆作为学生每学期的社会实践内容等。
此后，博物馆研学等陆续有序开展，博物馆进一步走出馆
舍天地，走进校园，走近学生。在这一背景下，当更多的青
少年走进博物馆，如何为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知识
水平青少年提供差异化的学习内容，其实是博物馆教育
工作者需要特别关注的。在这一背景下，书中提出“自由
选择的学习”这一理念，其实极大地打开了学生在博物馆
空间内的视域，把他们的眼界从“老师规定必须看的”“教
科书中讲到的”渐渐解放出来，可以反过来思考自己想学

到什么，或者说，博物馆还有哪些是他们还不曾了解的，
博物馆参观与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有什么关系等问题。

虽然暂时看来，这种“自由选择的学习”在博物馆空
间内还不多见，更多的教育机构充斥在展厅中，忙于讲解
所谓的“重点文物”；但是，作者在书中至少提供了一种思
路，并指出一些具体的做法，也期待其在博物馆实践中的
实现。

从博物馆实践的角度看，书中肯定了空间性是博物
馆阐释的根本属性。当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博物馆学时，面
对的是固定的教室、身体位置相对固定的人群；但是，博
物馆阐释终究要落实到展厅空间中，策展人对叙事的设
定，必须与展厅的空间格局吻合，否则，展览的传播目的
将很难达到。因此，当作者用“空间”来定义博物馆阐释
时，必然已经考虑了博物馆阐释如何落地这一问题，即
博物馆阐释是通过在一定空间关系中的视觉呈现实现
的；而学习者的思考与获得又非常依赖策划者规定的空
间关系。进一步说，如果这种空间关系是敞开的，或者以
某一“物”为中心向四面发散的，那么学习者的思路也有
可能以一“物”为中心，旁及敞开空间中的其他；反之，如
果这种空间是相对封闭的，有一个明确的展线，那么学习
者也有可能聚焦于展线本身，即展线所设定的“物”之间
的关系。

然而笔者读完全书，对这样一本难得的从“物”出发
来讨论博物馆学习的作品还有更多期待，笔者期待作者
对“物”本身的认知能够更具体、更全面，更期待书中能够
提出“以物为中心”进行博物馆阐释的更多方法。

具体来说，也许可能因为涉及不同学科间的分野，博
物馆学对“实物”的理解常常是类指性的，是博物馆具体
工作的“对象”，在英文中往往用“object”一言蔽之。而当对
象落实到一座座具体的博物馆时，博物馆工作者和观众
又必须面对一件件具体的展品：历史文物、自然标本、近
现代文物……那么，如何敉平类指的对象与具体的展品
之间的距离，如何把“自由选择的学习”落实到每一座博
物馆中，这可能需要作者、博物馆学界和更多博物馆人共
同的思考与实践。

感谢这样一本引人思考的新书，也期待更多人的阅
读与回应。

当学习可以自主选择
——从《实物、人类学习与博物馆学》谈起

吉光

深挖文创美学
让博物馆走进大众生活

——以湖北省博物馆文创研发为例
汪静文 黄敏

■书评■文创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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