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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飞燕马踏飞燕””后后，，下个爆款在哪里下个爆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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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在日前举行的在日前举行的 20222022 中中

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消费者在选消费者在选

购故宫博物院特色商品购故宫博物院特色商品。。

新华社记者记者 胡胡 超超摄摄

图图②② 河南洛阳市的隋唐大河南洛阳市的隋唐大

运河文化博物馆复原了隋唐时期运河文化博物馆复原了隋唐时期

的新潭码头的新潭码头。。

黄政伟黄政伟摄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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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阳 坪 粉 丝当 阳 坪 粉 丝““ 复 活复 活 ””老 味 道老 味 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庆森董庆森 柳柳 洁洁

甘肃省博物馆的文创玩偶“马踏飞燕”走

红已经一个多月，热度依旧不减。在淘宝甘

肃省博物馆旗舰店，这款产品的月销量超 1.5

万件。

近年来，各大文博机构推出的文创产品

让人目不暇接，“把文物带回家”成为一种流

行趋势。那些或精美可爱或“脑洞大开”的

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也火起来，制造着

一个个消费热点。从故宫博物院的朝珠耳

机，到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再到甘肃省

博的“马踏飞燕”，消费者期待着，下一个爆

款在哪里？

文创产品“卷起来”了

玩偶“马踏飞燕”6 月初问世，一开始不

温不火，没过多久，它被网友拍下短视频并上

传到社交平台，呆萌喜感的造型让它一下子

跻身“顶流”。

“太魔性了，非常可爱！古今碰撞，设计

新颖！”“戳中我的萌点，买它！”“等了十几天

可算没白等，看着心情都会变好呀！”消费者

在网络销售平台上的留言写满了对这款产品

的喜爱之情。

甘肃省博的文创产品已经不止一次“出

圈”。2020 年推出“神马来了”文创 IP 后，甘

肃省博拿出了玩偶、风筝、卡通头套、立体积

木等系列产品。今年 1 月，一款 3D 绿马头套

配合创意编排的“神马舞”同步亮相，很快冲

上热搜榜单。

如 今 的 文 博 界 ，像 甘 肃 省 博 一 样“ 会

玩”、敢于创新和营销的并不少见。河南博

物院的考古盲盒，借助洛阳铲和盲盒两大元

素，丰富消费者的体验感，曾经在 10 个月时

间卖出 36 万件；三星堆博物馆以黄金面具、

青铜大立人等标志性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

的冰箱贴、手办等文创产品受到欢迎，其中

一款带有浓郁四川特色的青铜小人搓麻将

摆件成为爆款，在网络销售平台卖到断货；

新疆博物馆另辟蹊径，把饮食文化注入文创

设计，烤馕、阿克苏苹果、哈密瓜等地道风物

被制作成圆形鼠标垫，摆满一桌，逼真得像

是一桌新疆宴席⋯⋯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实

实在在地“卷起来”了。

曾经，文创产品可没有这般风光。产品

销售一般都在博物馆的小卖部，游客想带点

纪念品回家都无从下手。千篇一律的明信

片、书签、冰箱贴等很难勾起消费者的购买

欲。有人调侃，过去的文创产品跟设计者见

一面，跟制作者见一面，就被放置在仓库，跟

灰尘见面了。

现在情况变了。到各大博物馆的文创商

店逛一逛，从生活家居到文具用品、服装配

饰、创意玩具、茶咖冷饮⋯⋯产品丰富程度让

人眼花缭乱。总有个把好玩、有趣且制作精

良的产品，让人看了忍不住想带走。

从数据看，文创产品销售屡创新高。四

川省文物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四川省文

创收入突破 1 亿元大关，创历年之最。其中

三 星 堆 博 物 馆 文 创 产 品 销 售 超 过 3000 万

元 。 广 东 全 省 博 物 馆 去 年 开 发 文 创 产 品

2305 款 ，实 现 文 创 产 品 收 入 3993.39 万 元 。

在线上销售渠道，2021 年共有近 100 家博物

馆参加天猫“双 11”活动。开售首日，博物馆

文创产品销量激增超 400%，成为黑马产品门

类之一。

“马踏飞燕”们缘何走红

此次“马踏飞燕”玩偶的火爆虽让甘肃省

博团队始料未及，但它的蹿红并非无迹可寻。

这款玩偶的原型大有来头——它是甘肃

省博的镇馆之宝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上

世纪 60 年代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

1983 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96 年被国

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铜奔马

以超凡的铸造技艺将骏马飞驰的动感演绎得

淋漓尽致。

不过，玩偶在设计过程中并没有选取铜

奔马矫健的侧颜，而是着重还原它调皮可爱

的正面神态，点睛之笔在于露出洁白牙齿的

嘴巴和微微歪着的头，脚底点着的“飞燕”也

是憨态可掬。格外接地气的喜感造型，让人

不禁感慨，收藏在博物馆的“高冷”文物也可

以这么萌。不走寻常路的反差感让这款产品

迅速俘获消费者的心。

“文化、艺术和审美既是文创产品创意的

源泉，也是它吸引带动消费的不竭动力。”中

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王青亦

说，“一件产品是否有趣、富有话题，决定着创

意能否激起共情、引发共鸣并最终‘出圈’，并

真正被市场认可。”

在他看来，博物馆文创产品受到欢

迎，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它是多年来文化强

国建设成效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被激发起来的一种热情和生机。”从宏

观环境看，近年来我国从政策上非常重视文

物活化利用和文创产品创新开发，“让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正在各地生

动实践着。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研

究显示，国家人均 GDP 达 5000 美元以上，文

化消费就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去年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2000 美元，但我国的文化消

费仅有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预示着我国文化消费还有巨大潜力”。从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看，文化消费

升级将持续在“国潮”文化、科技与文化融合

等方面发力。

走红密码能否复制

从朝珠耳机、考古盲盒到“马踏飞燕”，文

创产品的走红有无可以“复制粘贴”的密码？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

挑一”。“出圈”的文创产品必然是特别的存

在。不过，在有多年文创产品开发实践经验

的山西传媒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教研室主任高鹏看来，能够被市场认可

的产品，一定符合让消费者“看得上、读得懂、

买得起、带得走”的规律。“看得上，是说设计

能够打动消费者；读得懂，是说消费者能够通

过产品了解它背后的文化意义；买得起，是说

文创产

品 不 是 奢

侈品，消费者

兜里有 100 元钱

也能买到心仪的东西；带得走，是说产品要便

携，方便带回家。”

高鹏认为，优秀的文创产品无一例外是在

“文化”二字上下了功夫的。我们国家悠久的

历史文化，是进行创意设计最宝贵的根基。“文

化不是简单看一看就可以的，它应该是能够被

消费者触摸到、品尝到、感受到的。”这正是开

发文创产品的意义所在。通过一件件文创产

品，架起一座座文化沟通的桥梁，让消费者了

解历史，把文化带回家，让文化融入生活。

“创意的过程是从抽象到具象，不是简单

复制传统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把传统时尚化

再设计的过程。”高鹏说，“比如一款文创水

杯，它基本的功能性不需要设计师创意。我

们要做的是把文化巧妙地注入其中，让消费

者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文化价值的延伸，产

生心灵的共鸣。追求精神层面的愉悦是消费

升级的体现。”

高鹏观察，从打卡博物馆到购买文创产

品，如今年轻消费者已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

人群。“近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年轻消费者成长的大环境让

他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认同感和自豪感，

这 正 是 近 几 年‘ 国 潮 ’消 费 兴 起 的 重 要 原

因。”高鹏说，“好的客户决定好的设计，消费

者有需求，一定会促使更多更好的文创产品

出现，把传统文化的温度转化为文创产品的

热度。”

文 化 应 该 是 能 够 被 消 费

者 触 摸 到 、品 尝 到 、感 受 到

的。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架

起一座座文化沟通的桥梁，让

消费者了解历史，把文化带回

家，让文化融入生活。
我国博物馆作为坚定文化自信的

力量源泉、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

要场所和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

梁，经过上世纪前半段的孕育诞生、新

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沉淀

积累、全面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叶的

快速发展后，在新时代与经济社会同

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保障博物馆繁荣，博物馆

增效赋能经济增长。博物馆赋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应包括有形支撑和无形

影响两个大方面。有形支撑是窄口具

体的，一方面借助资源特色和平台优

势，通过开发研学旅游、文创产品等提

升影响力；另一方面辐射带动周边景

点、酒店、餐饮、娱乐等相关经济发展。

无形影响是宽面深远的，博物馆代表一

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发展历史、文化底

蕴和城市形象，也是展现城乡发展前

景、营商环境建设、共享发展成果等地

区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赋能路径，应是外因和内因双轮

共同驱动。外因驱动，作为经济发展、

博物馆繁荣的关键，各地要将博物馆

建设作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支撑来抓，合理布点建设体制完善、

功能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互补

相宜的地方博物馆体系。同时要加大

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力度，打造文化

阵地、树立城市形象，进而带动住、购、

游等二次消费加速发展。

内因驱动，博物馆要激发自身动

力、提升造血能力。要牢牢抓住陈列

展览这一核心资源，运用独特视角、现

代科技手段，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

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相补充的方式，

展示展演当地历史发展脉络和地域特

色文化。

——充分研究挖掘文化精髓，紧

跟时代步伐、回应需求热点，辅以新创

意、新技术、新形势，开发具体有形、易

于传播的特色文创产品，使文物由高

冷变亲民、陌生变熟悉。就如文物盲

盒热潮不断、丑萌绿马“一马难求”、文

创雪糕爽甜可口般让文物活起来、火

起来，带动文创产业扩容升级。

——顺应文旅融合的时代特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

文促旅、以旅彰文”，打造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文化旅游

品牌，形成以博物馆为中心、以周边商圈为外延、辐射全域的

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

——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协调发

展、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国家重点战略，融入经济、金融、制

造等各个领域，设计地域产品、巧嵌文化元素，提高品质内涵，

提升发展质量。

——构建博物馆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加强与各级各类

教育资源相统合，通过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移动展览等

途径，推动博物馆教育向博物馆学

习转变。

（作者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
所博士生、甘肃省文物局干部）

当阳坪村的粉丝一度远近闻名当阳坪村的粉丝一度远近闻名。。上世纪八九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十年代，，在湖北省宣恩县沙道沟镇当阳坪村在湖北省宣恩县沙道沟镇当阳坪村，，几乎几乎

人人都参与到粉丝加工和销售中人人都参与到粉丝加工和销售中，，四川四川、、湖南湖南、、河河

南南、、贵州等地的客商纷至沓来贵州等地的客商纷至沓来，，一车车粉丝销往全一车车粉丝销往全

国各地国各地。。

后来后来，，随着外出务工潮的到来随着外出务工潮的到来，，这项传统工艺这项传统工艺

逐渐没落逐渐没落。。近年来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随着消费者对““老味道老味道””需求需求

的不断增加的不断增加，，沙道沟镇顺应市场需求沙道沟镇顺应市场需求，，把粉丝生产把粉丝生产

作为一项富民产业大力培育作为一项富民产业大力培育，，当阳坪粉丝又重回当阳坪粉丝又重回

消费者视线中消费者视线中。。

““我们村生产的粉丝滑嫩细腻我们村生产的粉丝滑嫩细腻、、味美爽口味美爽口，，周周

边省市都到我们村买粉丝边省市都到我们村买粉丝。”。”当阳坪村党支部书当阳坪村党支部书

记周松山说记周松山说，“，“用传统方法做粉丝是件苦差事用传统方法做粉丝是件苦差事，，要要

经历浸泡经历浸泡、、磨浆磨浆、、提粉提粉、、打糊打糊、、漏粉漏粉、、理粉理粉、、泡粉泡粉、、

挂挂晒等工序晒等工序，，只要一道程序出问题就会影响产品只要一道程序出问题就会影响产品

品质品质。”。”

““老味道老味道””总能勾起回忆总能勾起回忆。“。“随着市场对手工粉随着市场对手工粉

丝需求的增加丝需求的增加，，我们把老技艺找回来了我们把老技艺找回来了。”。”沙道沟沙道沟

镇党委书记孟友顺说镇党委书记孟友顺说，，今年沙道沟镇办起专业合今年沙道沟镇办起专业合

作社作社，，鼓励部分外出务工村民回村从事粉丝制作鼓励部分外出务工村民回村从事粉丝制作

加工加工。。以村民为基础以村民为基础、、合作社为纽带合作社为纽带、、市场为导市场为导

向向，，多方合力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多方合力形成利益联结机制，，让粉丝制作加工让粉丝制作加工

者通过合作社这个平台分享更多经济发展成果者通过合作社这个平台分享更多经济发展成果。。

在村民满静明家的一间房子里在村民满静明家的一间房子里，，一排排架子一排排架子

上搭着一块块竹笪上搭着一块块竹笪，，上面晾晒着刚加工好的玉米上面晾晒着刚加工好的玉米

粉丝粉丝，，空气中弥漫着玉米清香空气中弥漫着玉米清香，，沁人心脾沁人心脾。“。“这批粉这批粉

丝我全包了丝我全包了，，按时来取货按时来取货。”。”电话里电话里，，老顾客与满静老顾客与满静

明约好明约好。。

““忘不了家乡这味道忘不了家乡这味道！”！”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

当阳坪粉丝有着许多当阳坪粉丝有着许多““铁粉铁粉”，”，沙道沟人李光辉便沙道沟人李光辉便

是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在湖北恩施市工作生活了在湖北恩施市工作生活了 1010 多年的多年的

他他，，每次回到沙道沟都要买不少粉丝带回恩施每次回到沙道沟都要买不少粉丝带回恩施。。

““传统工艺制作的粉丝传统工艺制作的粉丝，，安全安全、、放心放心、、味道好味道好，，

很多人都喜欢吃很多人都喜欢吃。。我要让这种传统工艺传承下我要让这种传统工艺传承下

去去，，让消费者随时能品尝到老味道让消费者随时能品尝到老味道。”。”满静明说满静明说。。

不光有不光有““铁粉铁粉”，“”，“新粉新粉””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沙道沟沙道沟

镇彭家寨景区的研学营餐厅镇彭家寨景区的研学营餐厅，，每星期都要消费每星期都要消费 5050

斤左右当阳坪粉丝斤左右当阳坪粉丝。“。“爽口爽口！！好吃好吃！”！”几乎成为所有几乎成为所有

在这里品尝过当阳坪粉丝食客的共同评价在这里品尝过当阳坪粉丝食客的共同评价。。

当阳坪粉丝合作社负责人黄良秀告诉记者当阳坪粉丝合作社负责人黄良秀告诉记者，，

今年今年 55 月月 2020 日日，，她带着她带着 5050 份全新包装的当阳坪粉份全新包装的当阳坪粉

丝来到彭家寨景区售卖丝来到彭家寨景区售卖，，不到半小时不到半小时，，便被游客一便被游客一

购而空购而空，，还有不少人现场加上黄良秀的微信还有不少人现场加上黄良秀的微信，，让她让她

邮寄粉丝到自己家邮寄粉丝到自己家。“。“越来越多人喜欢我们的产越来越多人喜欢我们的产

品品，，这让我对这一特色产业的发展充满信心这让我对这一特色产业的发展充满信心。”。”黄黄

良秀说良秀说。。

拉长产业链拉长产业链、、拓宽产业面拓宽产业面、、适应市场新需求适应市场新需求、、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面对粉丝产业发展遇到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面对粉丝产业发展遇到的

问题问题，，沙道沟镇镇长方应鹏说沙道沟镇镇长方应鹏说，，沙道沟镇还要进一沙道沟镇还要进一

步提高粉丝附加值步提高粉丝附加值，，注入文化内涵注入文化内涵，，让当阳坪粉丝让当阳坪粉丝

成为能勾起和抚慰消费者乡愁的一款文化产品成为能勾起和抚慰消费者乡愁的一款文化产品。。

当阳坪粉丝合作社负责人黄当阳坪粉丝合作社负责人黄

良秀正在晾晒粉丝良秀正在晾晒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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