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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见于甲骨卜辞。亳
州自商成汤王建都以来，已
经有3700多年的建都史。而

“背靠”亳州厚重历史建起
来的亳州市博物馆，陈列着
4000多件文物，“诉说”着亳
州昨日的辉煌，也见证着亳
州今天的发展。

亳州市博物馆馆长吴
磊介绍，为主动盘活用好文
物资源，鼓励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让文物事业可知可感
可见，亳州市博物馆自 2016
年起，连续5年举办“我在博
物馆画文物”亳州市青少年
儿童绘画大赛，成为全市举
办时间长、参赛人数多、知
名度高的青少年书画赛事。
2021年，在安徽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文物局、亳州市文
化旅游体育局的支持下，亳
州市博物馆联合馆、校、研、
企多方力量，以省内的馆藏
文物、古文化遗址等文化资
源供给为主体，以博物馆联
盟、馆校共建、文旅赋能为
需求，精心打造了集展览、
教育、研学、文创四位一体
的“我在博物馆画文物”文
化共享品牌，建立了以展促
教、以教带研、以研扬文、以
文拓产的创新共享模式，成
为安徽省“百万青少年走进
博物馆”系列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

办展览，以展促教，助力
文物资源全民共享

亳州市博物馆突破传
统展览模式，积极活化展览
展示，策划各市级博物馆初
选作品临展、全省各级博物
馆及沪苏浙有关博物馆获
奖作品巡展并编撰获奖作
品集，着重将展览下沉到县
区级中小型博物馆，积极打
造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博物
馆合作共赢发展模式。此
外，利用“文物+互联网”模
式，推出“我在博物馆画文
物”VR 云展览、文物短视
频、云讲解等，有效拓宽展
览展示平台。

“‘我在博物馆画文物’
是亳州原创文化品牌。2021
年，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该
品牌升级为‘我在博物馆画

文物’全省青少年绘画大展。”吴磊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2021至 2023年，全省 16
个市有近4万名青少年报送作品参展。

此外，亳州市博物馆鼓励各文博单
位联合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部门，主动对
接中小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广泛开展

“百万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系列活动，扩大
活动参与面和影响力；推出免费参观、免
费导览、免费教育的“三免服务”，解读文
物背后的故事，激发青少年“画文物”的创
作灵感；将全省博物馆系统馆藏精品文物
与网络流行语、城市谐音配对，统一策划、
统一制作、统一发布“我在博物馆画文
物”品牌表情包，让历史文脉进一步走进
民众的日常生活。

重教育，以教带研，助力文物资源
知识共研

“依托博物馆资源，结合中小学生认
知规律和学校教育教学需要，亳州市博
物馆与亳州学院等 20 多家学校合作开
发了‘亳博学堂’公益课堂、‘小小讲解员
夏令营’等教育课程，其中‘拓片的记忆
与传承’入选安徽省十个精品课程项
目。”亳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石秀云介绍。

课程内容涵盖自然、历史、科技等领域，
面向不同学段、年龄的教育对象，传递中
华优秀文化。

石秀云还介绍，为多途径实现资源
共享，亳州市博物馆开展“夜游博物
馆——欢乐奇妙夜”系列活动，创新露
天电影、非遗展演、亲子寻宝等博物馆叙
事方式，成为安徽省首家夜间开放的博
物馆；开展曹操宗族墓群文字砖拓片全
国巡展，走进陕西、河南、江苏、甘肃等
地，扩大亳州文博事业在全国的影响力，
同时助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
开展“架起沟通历史的桥梁”流动展览、
非遗展示展演、亳博课堂等适合进校园、
下基层的教育项目，丰富农村留守儿童
的精神世界，增强孩子们对于家乡的文
化认同和归属感；举办“我们的节日”“亳
博学堂”等教育活动，连续4年在全省公
共文化场馆活动总量排名中位列第一。
据统计，近 3年亳州市博物馆共开展各
类活动 1490 场次，惠及群众 20 余万人
（其中青少年儿童约占87%）。

搞研学，以研扬文，助力文物资源
双向赋能

据悉，为提升“我在博物馆画文物”
绘画大展成果，帮助指导参赛选手更好
地把握创作立意、形式美感等绘画方面
的技巧，亳州市博物馆积极开展“我在博
物馆画文物”写生活动实地培训。

“我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5岁时第
一次参加‘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市级比
赛，荣获了幼儿组二等奖，这给了我和家
人很大的信心和鼓励。”“我在博物馆画
文物”全省青少年绘画大展颁奖现场，获
奖学生侯雨菡开心地说，“第一次获奖之
后，我报名成为了博物馆的‘小小志愿
者’，参加‘画文物’写生活动实地培训，
学习到更多的文物知识和绘画技巧。
2023年是我第 8次参加‘我在博物馆画
文物’活动，从 5岁到 12岁，‘画文物’一
直陪伴我成长，为我插上想象的翅膀，在
历史长河中翱翔。”

为扩大“我在博物馆画文物”文化品
牌影响，大展组委会推出“获奖选手免费
畅游亳州”活动，获奖选手及家人可以免
费畅游亳州市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
等 10 个旅游景区。同时，促进绘画大展
与旅游消费有机融合，鼓励游客在各媒
体平台参与话题互动，配套举办非遗购
物节、非遗美食节，实现赏非遗、品美食，
享受游、购、娱的综合体验。

做文创，以文拓产，助力文物资源
合作共产

亳，是亳州的文化符号。
吴磊介绍，亳州市博物馆以“亳”字

为主线，向全国各地征集甲骨文、陶文等
不同字体的“亳”字一百多个，并结合奔
马画像砖、鸟形神器、七足镂空器等馆藏
文物，研发出兼具文化内涵、实用性为一
体的文化创意衍生产品 100 余件（套），
屡获全国奖项，满足了群众将“文物”带
回家的愿望。

亳州市博物馆通过自主研发和授权
合作双管齐下，将文创产品在直播间、景
区景点等人流集中的地方进行展示、宣
传、销售。同时，开设文创商城销售平台、
亳州有“礼”文旅智慧商店等，完善销售
渠道与网络。

“‘我在博物馆画文物’是集展览、教
育、研学、文创四位一体的文化品牌，馆
校研企多方合力，彰显了安徽的历史之
美、文化之美，展示了全省青少年热爱家
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让沉淀的历史
文化资源‘活’了起来。”吴磊表示，亳州
市博物馆将继续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
品供给，推动亳州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长江三峡历史悠久绵长，山川雄
伟壮丽，文化丰富多彩，是长江文明的
华彩乐章、世界大河文明的区域样本、
人地和谐生态文明的历史典范。三峡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壮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资源、深
厚的历史底蕴对中国甚至世界文明产
生了重要影响。

“壮丽三峡”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的代表性基本陈列，主题特色鲜明，
深受观众喜爱。2024 年 5 月，“壮丽三
峡”焕新推出。作为展览的“最后一个
章节”，以三峡文化为创意元素设计开
发的“三峡文创”系列文创产品紧密结
合展览主题，很好地阐释了文物背后
的故事，以丰富、立体的呈现形式使三
峡走进大众生活，成为连接博物馆与
社会大众、增强文化记忆、讲好三峡故
事的重要载体。

三峡文化的核心元素提炼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
城，东至湖北宜昌市南津关，全长 193
千米。三峡文化是指人类在我国长江
三峡地区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所创造的
具有显著的流域性、地域性特征，并与
我国其他文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含了丰富的
文化类型和表现方式，比如三峡历史
文化、三峡航运文化、三峡移民文化、
三峡诗词文化、三峡民俗文化等，共同
构成了三峡文化的丰富内涵。三峡文
化为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和灵感，结合展览所呈现的“自然奇
观、历史长卷、人文古迹”三大部分，重
点从三峡出土文物、三峡自然风光、三
峡诗人诗歌和三峡动植物出发，着手
提炼三峡文创的核心设计元素。

三峡出土文物：从200万年前的龙
骨坡文化，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
从巴、蜀、楚三地文化交流融合到秦设
郡县三峡地区融入中华大一统进程。
龙骨坡遗址出土的巫山猿人下颌骨化
石、大溪文化彩陶片、商代三羊铜尊、
战国青铜虎钮錞于、战国鸟形铜尊、汉
偏将军金印、东汉景云碑……每一件
珍贵的三峡出土文物都是百万年人类
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生
动见证，都在诉说着三峡故事、中国故
事。

三峡自然风光：印支运动、喜马拉
雅运动、燕山运动三次地质史上著名
的造山运动造就了长江三峡奇特的地
貌景观和山川形胜，形成了雄伟的瞿
塘峡、奇秀的巫峡、险急的西陵峡，享
有“万峰磅礴一江通，锁钥荆襄气势

雄”的美誉。三峡有神奇的溶洞和泉
水、变幻的云雾、独特的水陆交通，可
谓长江最集中、最雄奇、最美丽的山水
画廊。

三峡诗人诗歌：“行到三峡必有
诗”，长江三峡的自然奇观和厚重的历
史人文激发了李白、杜甫、刘禹锡等文
坛大家的创作灵感，留下了众多脍炙
人口的诗词佳作。“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三峡有关的诗
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人
所传颂和敬仰。

三峡动植物：三峡地区是中国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区域。以重庆段为例，
分布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800余种，无
脊椎动物 4300余种，野生维管植物近
6000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84
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112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有
崖柏、珙桐、银杉、黑叶猴、林麝、中华
秋沙鸭等。鱼类180余种，有长江鲟、中
华鲟、胭脂鱼等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60余种。

文化元素与创意设计的深度融合

在设计上，创作出“特色创新、好
玩潮趣、便携好用”的文创产品；在品
类上，关注在整体文创消费品中热门
的冰箱贴类、文具类、饰品类等；在价
格上，产品开发定价分为三个不同层
级：1000 元以上饰品类及 500 元以上
文创产品开发占比在10%；300-400元
饰品及 50-300 元文创产品开发占比
在 20%；200元以下饰品及 10-50元文
创产品开发占比在 70%。立足于传播
三峡文化，结合消费者需求和现代审
美，“三峡文创”系列产品整体研发分
为四个方向。

热点关注：以三峡出土文物为主
题的“三峡臻宝”系列。“三峡臻宝”系
列主要针对 18 岁至 40 岁年龄段的女
性和学生消费人群，他们对文化历史
已有深刻的认知。本着“从文化中来，
到生活中去”的原则，本系列以生活实
用类产品为主，提取三羊尊、虎钮錞
于、鸟形尊等“镇馆之宝”元素，设计成
公仔笔、笔记本、毛绒挂件、麻布包等
生活中实用便携的产品。例如鸟形尊
毛绒玩偶，设计灵感来源于馆藏文物
鸟形尊，设计师保留了其特殊的动物
特征，将鸟形尊憨态可掬的形态予以
卡通化的复原，设计成毛绒玩偶。产品
可作为靠垫、抱枕及解压玩具，造型可
爱、颜色醒目。公仔笔将十件馆藏文物

Q版化，设计了一套中性笔。此系列画
风统一，将文物外观做得精致可爱，符
合青少年的审美，为办公与学习增添
乐趣，让居家工作更有文艺氛围，也让
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通过文创产品
更广泛地传播三峡文化。

引发共鸣：以历代诗人及诗歌为
主题的“诗意三峡”系列。“诗意三峡”
系列以文具用品为主，主要针对学生、
文艺青年群体以及传统文化爱好者，
他们热爱诗歌文化，在三峡游览期间
可寄情于景，仿佛跨越时空，与古人感
同身受，体验“与千年前的诗人共赏同
一片山水”的心境。本系列产品选取李
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屈原五位在
三峡留下过经典诗句的诗人形象作为
创意来源，为诗人设计了一套Q版 IP
形象，二创的同时保留了诗人的特征，
例如诗仙李白，在设计的过程中特意
保留了他爱喝酒的细节。此系列产品
用Q版 IP搭配他们写下的一些脍炙人
口的诗句，设计了文件夹、水性笔、晴
雨伞、帆布包、针织包、扑克牌、折扇、
团扇等文创产品，充满诗意，展现出古
典和现代交融的美丽，让我们在品味
诗和情感的同时，感受到岁月的宁静
与美好。

好玩潮趣：以三峡特有的动植物
为主题的“萌趣三峡”系列。作为旅游
胜地的长江三峡，亲子游游客占比达
39%。很多小朋友在参观三峡景观时，
对这里的特色植物与小动物更有亲切
感。以Q萌的形态再现这些动植物，更
加符合低幼年龄层小观众喜好。因此，

“萌趣三峡”系列主要针对“亲子家庭，
儿童、学生”人群，品类侧重在摆件类、
毛绒类。此系列选取了三峡比较有特
色的珍稀动物，例如对豹猫、水獭、赤
狐等元素进行二次创意设计。这个系
列以“萌”为主题，在保留动物形态特
征的同时，将动物萌萌的形态予以卡
通化的复原，开发了玻璃杯、手机支
架、风琴包、便利贴、鼠标垫等产品。

特色创新：以三峡独特风景地貌
为主题的“三峡之境”系列。“山水之
境”系列产品品类主要为收藏纪
念类、礼赠类产品，主要针对游
客。大多数游客对于风景奇观都
有收藏的喜好。此系列以三峡自
然和人文风光为创意来源，选取
了三峡大坝、巫山神女峰、奉节
白帝城和云阳张飞庙等元素。这
些景观都是三峡工程的途经地
点。设计师将这些景观与四季结
合起来，将春天的张飞庙江上风
清、秋天的神女峰漫山红叶等景
观设计成立体笔记本、滑动冰箱

贴、金属书签尺等产品，让游客在使用
产品的过程中领略三峡的春夏秋冬，
展现了三峡无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之
美。

文创产品与空间的融合体验

“三峡文创”销售专区位于展厅出
口处，从色彩、空间、动线、氛围四个方
面营造出大气、舒适的空间氛围。

色彩方面：主色调为沙青、东方亮
白，配色为落霞红和栀子金。沙青气势
磅礴，寓意百舸争流，是奋进和开创的
色彩；东方亮白预示着发展，寓意着一
切的可能；落霞红展示奋斗，寓意振奋
与勇气；栀子金代表晨星希望，象征着
繁荣昌盛。

空间方面：强调空间设计与建筑、
山水元素的融合，以及营造光线的氛
围感。利用灯光和投影技术模拟峡谷
的壮丽景色，诉说三峡意境；利用墙面
和展示屏补充介绍三峡相关的精彩视
频和三峡文创重点产品的创意说明，
让观众体会到三峡文化氛围的延续，
让一件件产品更有情感温度。

动线方面：依据消费习惯、产品结
构来设计柜台数量及位置。嵌入式展柜
和外挂墙面形成更丰富的展陈关系，让
空间更加活泼，营造沉浸式体验。

氛围方面：根据季节点缀的绿植，
不仅美化空间，还传达宾至如归的舒
适感和恰如其分的参与感。此外，根据
馆内活动及“三峡文创”新品发布，制作
打卡点，进行现场游客互动，吸引客流。

讲好三峡故事，展现三峡之美。这
美，是祖国大好河山自然奇观之美，是
悠久历史文化之美，是伟大人民精神
智慧之美。三峡文化元素在博物馆文
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运用，不仅是对
传统文化的致敬和传承，更是对现代
审美和消费需求的积极响应。文化创
意产品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让文
物“活跃”在年轻群体中的重要载体，
越来越受到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博物馆
同仁的重视。

地域文化是一个基于地理环境和
历史因素的相对概念。从全球层面来
看，东西方文化属于不同的地域文化；
从国别层面来看，不同国家各有自己
的文化特色，在一国之内，又有不同地
域的固有文化表现。地域文化具有形
成过程的长期性、一段时间内相对的
稳定性，同时又具有动态性，在文化交
流中不断融合互鉴。地域文化的展示
和传承需体现在“物”上，以“物”的形
式让人们形成感知和认识，并不断巩
固和升华。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是一
重要载体。

博物馆是收藏、展示和研究文物
的场所。从空间载体上看，它可以是专
门设计服务于基本功能的独立场所，
也可以是其他场所的再利用，抑或是
对重要历史建筑的赋活、赋能。

如何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保护历史
建筑、彰显其文化价值，一直以来都是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面临的一大课题。
传统的修旧如旧、整体迁移等建筑保
护方式稍显单一，且修缮之后往往出
现空置又破败的情况，既对文化资源
造成浪费，也在经济上不可持续。而近
年来较为常见的再利用方式——商业
化改造，又充满了争议：空间结构的商
业化调整可能对建筑造成破坏，过于
商业化的氛围影响了文化遗产的严肃
性等等。而将历史建筑再利用为文化
教育空间，尤其是历史建筑博物馆，合
理性则大大增强：一则无需对空间结
构进行破坏性改造，二来依托建筑自
身的文物属性可以更自然和深入地讲
述历史故事，发掘古建筑的历史文化
价值，“物尽其用”。因此，历史建筑博
物馆成了历史建筑最广为接受的空间
再利用形式。不仅如此，博物馆本身具
有地域性，而历史建筑某种程度上是
地域文化的一种空间上的具象化，两
者结合加上展品，言之有“物”，在地域
文化的表达上有着独特的优势。

历史建筑博物馆的地域文化表达

首先在于建筑本身。历史建筑的地域
性直接来自于地理环境与气候。不同
的地形、气候和物产对建筑的空间布
局、结构设计和材料使用都有直接影
响，如我国西南地区干栏式建筑的悬
空设计，是为了方便在湿热的气候下
保持居住空间的通风和相对干燥；俄
罗斯中北部地区常见的木质东正教教
堂，大量取材于西伯利亚丰富的森林
资源；古罗马多火山，当地人运用火山
灰配生石灰制成古罗马混凝土，建造
出万神庙的宏伟穹顶。同时，不同地域
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民俗风情与经
济发展水平，都会以丰富的形式体现
在历史建筑中。如汉代佛教传入中国
后寺庙建筑的兴起、明清时期会馆文
化广泛流行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会馆建
筑遗存。

历史建筑博物馆的地域文化表达
可以形成主题性的引领和深化。发掘
历史建筑本身的地域文化特点，以严
谨丰富的展陈与之相映衬，一并呈现
给大众，是历史建筑博物馆的特色优
势。北京鲁迅博物馆依托鲁迅故居而
建，是一处典型的四合院式的北京民
居，经鲁迅亲手设计改造，北房正中
是起居室，起居室后面凸出来的一个
房间，即是被鲁迅戏称为“老虎尾
巴”和“绿林书屋”的卧室兼工作
室，其中陈设复原了鲁迅居住时的样
子，一桌、一椅、一柜、一榻，朴素
简单，后园中有鲁迅亲手所植的黄刺
玫。门枕石、花边瓦、步步锦、帘架、风
门、荷花栓斗与荷叶墩，院中可见的这
些元素都是地道的老北京四合院做
法。展陈内容中有对鲁迅改造四合院
的设计思路与布置陈设的介绍。北京
鲁迅博物馆既是在讲述鲁迅，也在讲
述北京文化。正如鲁迅研究学者黄乔
生所言，“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是
成就鲁迅的关键所在——他正是在这
里开始叫‘鲁迅’的。北京是中国新文
化的发源地和代表城市，是中国文化

新旧转型、推陈出新的典范城市，鲁迅
见证、参与了这个转变过程，他是北京
文化的一部分。”游客走进这里，自然
会形成沉浸式的参观状态，在形式与
内容高度统一、建筑与展品相得益彰
的环境中，感受鲁迅在此居住时生活
与创作的心境，感受那个时代“老北
京”的气息、感受鲁迅“横眉冷对”的勇
气和“孺子牛”的情怀。

历史建筑博物馆的地域文化表达
还可以表现为建筑融入展陈。展览主
题要与历史建筑本身的文化底蕴相契
合，延伸出可以从具体展品角度出发
的文化阐释，通过历史建筑自身历史
与文化意蕴的融入，增强历史建筑博
物馆的区域文化表现力。上海历史博
物馆由1934年建成的跑马总会大楼改
造而成。这座建筑从英国殖民者的娱
乐场所转化为新中国的公共文化场
馆，成为上海文化的一个新地标。上海
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设由“古代上海”
和“近代上海”组成，共陈列展示文物
约 1100余件（套），全面梳理上海历史
脉络，展现城市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
重要节点和重大事件，系统反映了上
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历史
变化。通过参观该博物馆，可以了解
上海从渔村到都市的变迁、由“冒险
家的乐园”到人民的城市的变迁。其
地域文化表达富有张力，展览与历史
建筑高度适配，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参
观者。

历史建筑博物馆的地域文化表达
要注重借助于改造设计以强化历史建
筑本身。历史建筑本身具有地域性，且
文化遗产的保护第一原则和文物保护
的最小干预原则，决定了保存完好的
历史建筑重生为博物馆的过程中，应
避免不必要的变动，博物馆功能应尽
量贴合原建筑的功能，同时根据具体
的展陈要求作出适应性的调整设计，
将原有的地域性表达延伸到博物馆的
功能上。位于意大利威尼斯的格拉西

宫原为一座贵族府邸，由格拉西家族
购买，是最著名的威尼斯泻湖建筑之
一，其别具一格的新古典主义外观与
周边拜占庭式和罗马式建筑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几经转手后，2005年，格拉
西宫由知名现当代艺术收藏家、开云
集团创始人 Francois Pinault 接管，交
由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做现当代艺术
博物馆改造设计，主题为“新旧之间的
空间对话”。在最小介入原则下，建筑
师首先决定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保持结
构的建筑参考点不变，以保证工作的
可逆性。使用灰色亚麻地毡来覆盖地
板，一方面保护大理石质地的地板及
上面的古老镶嵌物，另一方面以相对
单调的颜色来中和整个建筑强烈的新
古典主义氛围。展板为白色隔墙，与原
本的建筑内饰面之间留有空间，既为
当代艺术展陈创造了素净的背景，又
为观众留出欣赏隔墙后面原有的精美
饰面的通道。隔墙上方架设空心钢梁，
钢梁上设置了 1800个可调式聚光灯，
并配备监控设备和应急灯，在不破坏
天花板原始风貌的情况下满足展览需
要。俯瞰大运河的窗户上装有百叶扇，
过滤大运河闪耀的水光，结合原有中
庭上覆以玻璃桁架屋顶，半透明的遮
阳叶片弱化了中央展陈空间的直射光
线，在自然采光上给人以温馨柔和的
体验。格拉西宫的改造既保护和呈现
了原汁原味的威尼斯共和国时期建筑
艺术风貌，又将欧洲艺术的现当代发
展融入其中，是地域性和现代性的有
机统一，也是历史建筑与博物馆功能
的良性结合。

地域文化承载着一个地区丰富厚
重的历史底蕴，是当地民风民俗、人文
精神的反映。富有文化、艺术和科学价
值的历史建筑，配以博物馆这一文化
展示窗口，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地
域文化，保护和展示文化遗产，提高全
民族的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素质，增
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

言之有“物”——历史建筑博物馆的地域文化表达
王婉今

三峡文化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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