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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2019 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
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对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
权和商标权的授权进行了指导。从法律属性上看，博物馆馆
藏资源的权利分为多个层次，应当明晰各项权属的载体和
侧重。第一层是文物本体的权利，即物权，是一切权利的基
础；第二层是对文物本体进行数字化采集得到的文物数字
资源的数据，为数据产权；第三层是该数据可能构成的著作
权。数据产权和著作权都与数据本身密不可分，无法脱离数
据单独存在，但并非所有数据之上都存在著作权；第四层是
基于前三层权利形成的衍生知识产权，即专利权和商标权。
对于数据产权和文物数字资源的著作权问题，业内讨论较
多，因此本文仅对商标权及专利权两类衍生权利的保护方
式进行讨论。

商标权

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其本
质是一种专用权。商标权人在某一产品分类上注册了商标后，
就有权禁止其他市场主体在同一分类上使用同样的商标。商
标权的优势在于，只要按期办理续展手续，缴纳手续费，权利
的时效可以无限延长。

商标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声
音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就博物馆数字资源而言，文物的平面或
立体形象均可注册图形商标或三维标志商标。

近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申请三维商标引发关注。截至今
年3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三维模型的三维标志商标共
有1040件，涉及45个品类。从手段上看，这种商标布局方式过
于简单。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共提交了1041个相关申请，仅有一
个被驳回（申请号 38943846，商标类别 33类：酒），但商标获得
注册并不代表商标权的稳定。首先，一些品类（如玩偶）上的商
标可能会因为属于“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而被无效或
异议；另外，商标权还存在连续三年不使用被撤销的风险。目
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并未在这些品类（如厨房洁具、医疗、建
筑修理等）使用该商标，而一旦商标连续三年未使用，则任何
人均有资格以此为由申请撤销该商标。

从目的上看，此类商标申请能否对山寨兵马俑形象进行
打击同样值得讨论。假设博物院以某企业制作的兵马俑形象
侵犯商标权为由提出侵权诉讼，则相应的商标权可能会受到
来自被告方的无效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二条
规定：“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
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者使商品具
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不得注册。”因此，如果博物院试图以三
维标志商标去保护同样的三维形象，则有可能因该条款而被
无效成功。

商标权保护的是使用商标来标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独占

权。在商标维权中，是否是“商标用途的使用”常常成为争辩焦
点。如果有人使用兵马俑的三维造型误导消费者该商品或服
务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提供，则属于商标用途的使用，可能会
被认定为侵权。但在实践中，商标用途使用的判断较为困难。
例如，销售兵马俑形象的艺术品、作为酒店或餐厅的装饰品，
或是生产、销售、租赁、陈列展出仿制兵马俑形象的行为，其意
图并非标识商品来源，因此不能认为属于商标用途的使用，而
无法认定为侵权行为。

因此，将文物数字形象注册为商标，并不是直接用来保护
相关文创商品或服务的手段。博物馆使用数字资源注册商标，
并非用以保护数字资源本身，而应当是对数字资源的二次利
用，为数字资源附加额外的价值，使得该数字资源能够更好地
与博物馆自身商品或服务进行关联和结合，实现良好的宣传
效果。

专利权

专利权是一种专用权与排他权，即权利人有权允许或禁
止他人实施该专利。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其中，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是

“新的技术方案”，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是“适于工业应用的新
设计”。

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 由于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
是具体的技术方案，因此与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或其衍生品
的关系不大。20世纪 9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下属企业曾尝试
以馆藏汉代青铜鎏金摇钱树的结构即仿制方法申请发明专
利，但未成功；河源市博物馆的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收纳叠层
的塔形茶具（专利号ZL 2020213926699.7）是对藏品资源衍生
文创商品的保护，但该专利申请文件的发明内容和具体实施
方式并不涉及技术效果，仅是对产品外观的美感描述。该申请
获得授权是因为我国当时对实用新型专利没有实质审查步
骤，只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均可获得授权，而形式审查中并不
对该申请是否属于保护客体、是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
性进行判断。实践中，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由于缺乏保护客
体，因此权利不稳定，一旦以此为基础进行维权，容易被无效，
达不到藏品资源保护的效果。

外观设计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是用于保护适用于工业应
用的新设计，其关键在于设计本身的美感，而非技术上的创造
性。因此，如果能正确选择保护方向和产品，能够较好地保护
文物数字资源的衍生创意商品。

黄鹤楼雪糕案例能够为博物馆采用外观设计专利途径保
护文物数字资源及其创意产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2021年 6
月，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本节中以下简称权利人）获得
了名为“雪糕（黄鹤楼）”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专利号 ZL
202130100915.0）；同年 7月，武汉市亿丰美园食品商贸有限公

司（本节中以下简称“请求人”）对该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
求；无效审查期间，权利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做出了专利
权评价报告，报告认为该专利未发现存在不符合授予专利权
条件的缺陷；2022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及无效审查部
做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以下简称《无效决定》），决定
维持该专利权有效。本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说明了
采用外观设计专利对博物馆文创商品进行保护的有效性，同
时解答了社会上对此类专利申请的一些疑惑。

关于申请主体的问题，请求人认为权利人“属于事业单
位，其职责主要在于提供景区旅游服务，传承和弘扬历史文
化……不是为了申请文创雪糕的专利与民争利”。《无效决
定》中认为，权利人的单位职责与其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并无任
何联系。可见，博物馆同样作为事业单位，将文创商品的设计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并以此维权是可行的。

关于新颖性的问题，请求人认为该专利“复制了黄鹤楼楼
体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其外形直接
复制黄鹤楼，属于现有设计，或者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
区别”。《无效决定》中认为，黄鹤楼的设计图“不能作为现有设
计与涉案专利进行对比”。在评价外观设计是否与对比设计构
成实质相同时，用以对比的现有设计仅限于“相同或者相近种
类的产品外观设计”,且“相近种类是指用途相近”。由于建筑与
雪糕属于不同的种类，因此不存在缺乏新颖性的问题。

关于妨害公共利益的问题，请求人认为“黄鹤楼在中国历
史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国内外著名的政治、文化建筑，将
黄鹤楼外观设计授予部分人，会妨害公共利益”。《无效决定》
中认为，“专利保护的是雪糕产品的外观设计”，“是以黄鹤楼
为原型而创作的一款文创产品，其外观设计并非我国著名建
筑物黄鹤楼本身的外观设计，对涉案专利的授权也并非将黄
鹤楼的外观设计作为一项专利权授予某一个体，不妨碍社会
公众以黄鹤楼为原型进行其他设计创作，不会妨害公共利
益”。可见，即使博物馆基于藏品资源衍生的文创商品获得了
外观设计专利，也不能影响其他社会公众就同样的藏品进行
的其他设计，也不会影响该设计被用在其他种类的商品上。实
际上，关于黄鹤楼造型的雪糕，目前已经有其他公司申请了外
观设计专利；可见，并非只有该形象的占有者或管理者才有权
利进行申请。

综上，博物馆可按照自身数字化资源的类型和重要性，
按需选择多种知识产权保护途径，对具备商业性质的数字化
资源实施全方位的立体保护。就保护路径而言，在对文物数
字资源的原始数据进行直接保护之外，也可以采用商标权和
专利权对文物资源的衍生权利做进一步保护。就保护策略而
言，对于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文创商品设计，应当及时通过外
观设计专利权进行保护；此外，对于有代表性意义的二维或
三维文物标志，也可以以商标权方式强化该形象与博物馆的
关联关系。

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衍生权利相关问题研究
唐海源 李欣瞻

近年来，非国有博物馆发展势头强劲，为中国博物馆事业
注入新活力，展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笔者参加了山东省全国第
一次非国有博物馆藏品备案工作，实地调研了十几家博物馆，
获取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通过调研，深切感受到非国有博物
馆目前存在的现象和问题，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
上，进行以下初步分析。

山东省非国有博物馆现状

数量 根据 2018年山东省非国有博物馆备案情况统计，
2017年底非国有博物馆数量为 273家，到 2020年底这一数量
达到 361家，山东省非国有博物馆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但与国
内其他省市相比，山东省非国有博物馆发展起步稍晚。2004
年，山东省第一家非国有博物馆——淄博艺术博物馆成，2010
年发展到6家，2012年发展到12家，其中2005年、2006年、2008
年无新成立博物馆。从 2013年起山东省非国有博物馆数量开
始急剧增加，仅2015年就成立93家，2018年至2020年，山东非
国有博物馆又迎来一个建设高峰，两年间从 273 家增至 361
家，增加了 89家，增加幅度为 33%。从 2010年山东总共 6家非
国有博物馆，到2020年，仅10年时间，增加了355家。山东省非
国有博物馆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山东也跻身非国有博物馆
一流省份行列。

地域分布 山东省非国有博物馆的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
衡现象。截至2017年底，青岛市拥有54家非国有博物馆，数量
领先全省，约占总量的五分之一；淄博市和泰安市分别有34家
和 29家，占比均超过 10%。从地理分布来看，东部城市明显优
于西南城市，沿海地区明显优于内陆地区。青岛市的非国有博
物馆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到 2020年已发展至 73家。青岛
市在博物馆数量、规模、藏品质量和管理方面均具有明显优
势。青岛市政府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支持是其独树一帜的重要
原因。他们提出了“青岛博物馆城市”建设口号，定期推出新博
物馆，并在土地使用、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等方面采取综合措
施。相关政策文件为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其他
地市的发展提供了借鉴。青岛市文化底蕴深厚，遗产资源丰
富，人文积淀深厚，经济基础雄厚，为非国有博物馆建设提供
了坚实基础。

藏品类型和数量 山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为门类繁多
的非国有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藏品基础。从总体来看，山东省
非国有博物馆呈现出“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的特点。在本次调
查中，共有 273家非国有博物馆，涵盖了古籍、陶瓷、雕版、石
刻、玉器、茶具、书画、民俗、拓片、红色文化等多个领域。根据
藏品特点和陈列内容，这些博物馆可基本分为民俗类、艺术
类、自然类、历史类等。其中，艺术类博物馆数量最多，约占总
量的50%左右，其次是民俗类，约占15%。这也反映了山东民俗
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例如，济南山东民俗文化博物馆、青岛海
盐民俗博物馆、青岛民俗技艺体验博物馆、日照古代民俗博物
馆、泰安泰山民俗博物馆等都是其代表。此外，以城市名片为
主题的博物馆数量也不少，如青岛贝壳博物馆、泰安泰山石刻
博物馆、泰安泰山豆腐文化博物馆、梁山水浒文化博物馆等。
近年来，红色文化博物馆备受关注，其中泰安毛公山红色文化
博物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菏泽传递红色文化博物
馆等较为突出。山东作为酒类产地，酒文化源远流长。涉及酒
及酒器的博物馆共有 9家，如潍坊齐鲁酒地文化博物馆、即墨

老酒博物馆等各具特色。这些博物馆以酒文化为核心，深度挖
掘企业文化内涵，形成集餐饮、宾馆、旅游、文创于一体的产业
群。泰山石文化博物馆、泰山玉文化博物馆、泰山茶文化博物
馆等以组合形式呈现的非国有博物馆，成为新的亮点，相信将
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山东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背景

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山东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博物馆在展示历史遗
存和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人对历史和文化的
热爱和崇尚古代遗产的心态，确实体现了山东人对传统文化
的珍视和传承。

山东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无疑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
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古至今，山东一直扮演着文化繁荣的重
要角色，培育了许多杰出的先贤和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王羲
之等，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影响深远，被视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承载了博大的哲学思想和文化
传统，为中国古代的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山东拥有丰富的名
胜古迹和历史文化遗产，如泰山、三孔、齐长城、大运河等。这
些古迹见证了山东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在考古领
域，山东的成就也备受瞩目。山东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中屡屡有所斩获，入选数量排名前列，展示了山东在考古研究
和文物保护方面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政府利好政策的扶持 非国有博物馆爆发式增长的背
后，是国运昌盛，国家文化战略意识提升的标志。另一个关键
因素是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是强有力的支撑。从国家层面，
2011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20》，为博
物馆事业发展谋划了方向。2017 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提出非国有博物馆要加
快现代博物馆的制度建设，要落实法人财产权，健全其退出
机制，探索建立信息公开和信用档案制度。2018年，国家文物
局启动了全国非国有博物馆的藏品备案工作，这也是国家政
府层面第一次对非国有博物馆的藏品进行调查登记。2018
年，山东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联合印发《山东省省级博物馆
纪念馆免费开放资金管理办法》，提出：“对符合条件的非国
有博物馆自行实行免费开放给予奖励性补助。并且做了明确
的资金补助数目。”另外，申请非国有博物馆规划建设，在土
地使用上优惠力度大，这也成为吸引民营资本投资建设博物
馆的原动力。

非国有博物馆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设立审批主体不统一 根据《博物馆管理办法》《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规，省级文物主管
部门负责对非国有博物馆的设立审批，省级民政主管部门
承担对非国有博物馆的登记审核，日常采用双重管理的体
制。然而依据《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行办
法》，市县两级文物主管部门也可以是审批的主体，而在地
方工商部门登记的带有“博物馆”字样的单位更是司空见
惯。当前非国有博物馆在设立过程中审核主体不统一的原
因主要是国家和省市的法律法规允许博物馆登记为企业类

型，也没有具体由哪个职能部门统一来审批设立非国有博
物馆的规定。

藏品方面的问题 非国有博物馆的藏品质量参差不齐，
个别单位存在藏品来源不清，收藏手续缺乏合法合规手续等
问题。部分非国有博物馆面临着藏品管理不到位，例如：有的
博物馆既没有制定藏品管理标准，也没有建立藏品档案，甚至
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藏品归属不明，创办者对它们的藏品所
有权问题并不能明确地分辨，给藏品的管理带来隐患。

外部监管不足，内部管理运行不规范 因前期审批工作
不够严谨，存在不符合博物馆设立标准、法人治理结构不够规
范、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有些博物馆虽然建立了相关
制度但不够完善，或者是直接借鉴了企业的管理体系，但往往
不符合博物馆自身的实际情况。

资金、人才短缺 为了解决非国有博物馆存在的资金不
足的困难，山东各级政府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非国有博物馆
普遍缺乏专业型人才，缺乏长期规划和专业的运营团队。普遍
存在一人兼任多职的问题，无法有效保证博物馆各项功能的
运营。

陈列展览与教育活动存在短板 常设展览陈设比较简
单、缺少艺术美学与学术研究方面的深入探讨。在服务对象
上，除中小学课堂等校园环境外，许多博物馆与其他服务对象
（如社区）联系不紧密。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路径

加强内外部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
准入和监督制度、法人财产权制度等与非国有博物馆可持续
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完善藏品征集鉴定与管理、展览、学术
研究、文物保护、教育与服务和安全保卫制度等。二是制定监
督标准，加强日常监督。除了要求提交年度检查工作报告外，
还必须参照国有博物馆监督标准严格对非国有博物馆进行日
常的现场检查，包括内部管理和对外开放等情况。

扩展资金来源途径 一是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利用展
厅开放、租借、拍卖活动和博物馆商店等途径获取资金。二是
发展博物馆相关文化产业，通过开展研学、开创文创产品、以
扩大经济效益。

完善人才政策，吸引并培养专业人才 吸引人才和改善
人才结构是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提高专
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和发展空间，可以激励人才留在博物
馆行业，并推动他们在不同类型博物馆之间的流动，促进经验
交流和共享。统一标准化评定也有助于公平评价专业技术人
员的能力和贡献。

探索多渠道合作之路 加强与高校合作可以为非国有博
物馆带来专业的研究支持和更多的观众资源，同时也可以为
高校提供实践机会和文化交流平台。与政府和文化机构合作，
将传统文化与党建教育相结合，为党建活动提供文化平台，同
时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种合作不仅可以提高博物馆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可以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实现多
方共赢。

随着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和认可不断提升，非国有博
物馆在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吸引
人才、加强合作，非国有博物馆将为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高质
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路径探究
——以山东省第一次全国非国有博物馆藏品备案工作为例

徐战

作为纪念革命人物和历程的纪念馆，
编写通俗读本能够拓展革命纪念馆的内涵
宣传，能够使读者有效认知馆藏的知识内
涵和意义。革命纪念馆在编写通俗读本过
程，需要了解阅读对象的认知水平，摆正革
命纪念馆的功能定位，着重考虑编撰通俗
读本的实效原则和策略。

革命纪念馆通俗读本编撰的
必要性和内容定位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的新时代中，革命
纪念馆需要发挥应有的红色文化堡垒作
用。革命纪念馆的读本建设成为弘扬革命
文化的重要抓手，从而推动全民阅读向纵
深迈进，提升全民的精神自立和文化自信。

革命纪念馆通俗读本建设需要协调纪
念馆社会功能和读本阅读对象之间的关
系，努力成为纪念馆所与参观者之间思想
交流的桥梁。读本编撰中，需要事先对参观
群体以不同层次和视角进行细分，需要准
确把握受众阅读能力情况，做到精准、实
效。应充分考虑读者的知识结构、认知规律
和价值观等，契合读者对象的实际需要和
认知能力，努力拓展馆所的文化育人价值。

革命纪念馆编写通俗读本
应注意的实效原则

纪念馆通俗读物的内在要求，着重以
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的叙述方式讲好故事，
编写过程贯彻着应有的阅读实效原则。

通俗性原则 通俗性原则要求读本通
过形象化、通俗化的语言来描述读本故
事，做到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通俗但不能庸俗，浅尝辄止、浮光掠影都
不可取，为了感性刺激逗乐子更不可取。
通俗也不平庸，需要突出重点，把革命纪
念馆中革命人物和事件说清楚，并在重点
环节中有隽永的思维提升空间，方便人们
学习和理解。

形象性原则 读本编写一方面要注重
史实的叙述和排列，避免语言沉闷、单调，
避免体例单一，可通过小切口的故事或实
物来解说，可以结合丰富的图片、精美的装
饰来支撑读本的文本。图文并茂是常用的
做法，可以分别在图片和文字两个方面下
功夫。图片力求准确、生动和鲜艳，图片和
文字需要高度契合。在文字的表达上，多采
取贴近生活的语气表达，突出事件的历史
环境和人物的内心情感。

简明性原则 读本要做到内容要简
明，需要把纷繁杂乱的展馆内容作简约化

处理，突出所纪念的人物、事件的中心思想，用简明、精
炼的话语表述人物的精神面貌、事件的历史内涵。语言
形式要简明，表达语言简练，修辞和语气要清晰。可辅
以图片、漫画等形式，各种简明、形象的形式可以叠加
使用。章节结构要简明，需要确定鲜明的主线，主题要
凸显，可以从时间、内涵或精神风貌等视角，确定读本
的简明的叙述框架。

精髓性原则 读本的故事情节需要提炼人物和事
件的精华部分，突出中心思想，把所纪念的人物精神风
貌和事件历史意义真切表达出来，彰显意识形态的导
向作用。读本可从人物的重要工作和历史贡献入手，抓
住人物的精神风貌，突出事件的历史意义，结合具体生
动的故事情节，史论结合，促进思想精髓的升华。

革命纪念馆通俗读本的编写策略

革命纪念馆通俗读本的编写者需要具有一定的抽
象思维，做到胸有成竹，对读本建设的整体结构和脉络
有着科学的总体设想。在读本编写过程中，需要具备正
确的立场原则、逻辑理路，需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编辑策
略和方法。

整体思考与局部设计相结合 读本编写过程中，
需要以整体思维对革命人物故事发展进程、核心价值
进行梳理，突出重点，提炼思想精髓。或以时间为脉络，
对人物事件进行历史演进述说；或以空间布局为脉络，
叙述关键人物和事件的精彩片段；或以精神价值进行
布局，突出人物事件的思想教育意义；或综合上述方
法，突出时间、空间和思想等某一方面，进行综合处理。
在局部中、在故事微细之处，体现人物事件的生动形象
的感性色彩，快速抓住读者注意力，在情感心理上引起
共鸣。

故事素材与思想内涵相结合 甄选的故事素材能
够吸引读者，精准把握了读者的情感心理需求，让故事
具有思想启迪性、延伸性，激发读者对故事情节的共
情，能够深化读者的理论认识和情感共鸣。故事素材着
重从人物、行为、目的三个核心要素进行构思组织，编
写者需要精心选取故事的核心要素，抓住感人肺腑的
人物故事，提炼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把故事的思想内
涵和育人价值糅合到故事情节要素之中，以小情境体
现大道理，彰显读本故事的思想性和育人价值。

读本平面图文与馆所立体展品相结合 读本图文
体系能够与馆所展品体系相互映照、相得益彰，参观者
对馆所展品的体验、感悟，还可以结合读本书面阅读，
通过读本的图文并茂的形象化语言和色彩，进一步促
进参观者的情感认同和思想升华。直观的、立体的馆所
展品资源转化为理性的读本知识，使参观者杂乱的思
绪得到梳理，使参观者碎片化认知得到整合。读本平面
图文与馆所立体展品相结合，能够把馆所核心价值思
想贯穿始终，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一体化建设，一
体化育人，拓展了革命纪念馆的“大思政”育人功能。

生动图文与优美装帧相结合 革命纪念馆的通俗
读本不仅需要生动活跃的语言和图片，还需要优美的
装帧设计，使内涵美和形式美得以统一。一方面，读本
文字做到语言优美简洁，语气生动活泼，与适量的图片
相结合，能够把馆所展品内涵融入读本知识体系之中，
能够使读者快捷领悟到人物的核心思想和重要历程，
达到馆所全方位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读本装帧设计
者需要认真对待插画、版式及封面等，考究纸质、排版
技巧，选取适宜的字体，匹配合适的图文色彩，努力贴
近阅读对象的阅读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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