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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博物馆“簪花”系列手作饰品开年引发购买热潮，中国国家博物馆“明孝
端皇后凤冠冰箱贴”的火爆从夏天延续到冬天，苏州博物馆“蟹黄黄”玩偶近来吸睛
无数……2024年，“文博热”依旧如火如荼，“爆款文创”成为最新“流量密码”。

文创产品持续“破圈升级”背后，是博物馆不断拓宽边界的探索，是文化体验与
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更是文化产业创新活力的持续迸发。

▶ ◀
“爆款文创”助推“文博热”

“博物馆门票 0 元，买文创花了
200多。”

一句“你无法空着手走出一家博
物馆”的戏言，逐渐变成现实。随着
文创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文博
经济”蓬勃发展。

上海博物馆暑期推出的“金字塔
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文创销售额
截至 11 月底已突破 1.4 亿元；三星堆
博物馆前10个月文创销售收入达1.5
亿元；近百家博物馆参加天猫“双11”
活动，开售首日文创产品销售额同比
增长超 400%……人们越来越注重消
费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和精神享受，精
美“走心”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正契合
了这种需求。

文创产品不仅为博物馆等文化
机构带来了可观收入，还带动了设
计、加工、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

廖飞介绍，2024年国博文创总收
入相比上年同期增幅近60%，直接解
决社会就业人数超千人。“‘凤冠冰箱
贴’销售持续火爆，产品制造厂家的
生产规模和用工规模不断扩大，不仅
增加了相关岗位供给，也促进了当地
劳动力的就业增收。”他说。

河南博物院探索将博物馆文创
产业带入乡村。“考古盲盒”的生产基
地就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下龙
村，随着产品销量增加，生产线不断
扩充员工，增加了村民就业机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7 月发布

的 19 个新职业中，文创产品策划运
营师位列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文创从业人员已超百万人，文创市场
规模呈增长态势，相关人才需求持续
增加。

专家指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走
红，彰显了我国文化消费市场的活力
和潜力。但要想让“爆款文创”走向

“长红”，还应做好规范化。
“文博场馆应制定完善的文创产

品质量控制体系，在各环节建立严格
的规则和标准，保障消费者权益。同
时明晰版权归属，让版权为文创产品
开发保驾护航，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
的消费体验。”熊海峰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文创产品是博物馆收藏、保护、
研究、展览、教育等核心功能的重要
拓展。在文创产品的推动下，博物馆
逐渐摆脱“高冷厚重”的形象，成为

“接地气”且“爆款频出”的场域。
有不少网友热衷在社交媒体上

展示自己收集、制作的博物馆文创冰
箱贴展板，引发热议。他们将文物冰
箱贴按历史年代分门别类排列，令人
耳目一新。

“拥有它们就好像真的把博物馆
‘搬’回家了。”一名网友感叹。

把“马踏飞燕”玩偶捧在手心，把
青铜器的精美纹饰“背”在肩上，把千
古名画“穿”在身上……历史文物不
再是博物馆里遥不可及的记忆，而是
生活中随时可触摸的存在。

在“天宫藻井”冰箱贴尚未爆火之
前，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曾在很长一
段时间被冠以“小众博物馆”的称号。

“一贴难求”的购买热潮掀起后，这里
人气骤增，单日客流量屡创新高。

不少游客表示，因这枚冰箱贴而
知道了何为“藻井”，并对文物本身产
生了强烈好奇，从“在逛博物馆的时
候顺便看看文创”，逐渐变成“为了买

到心仪的文创产品而参观博物馆”。
文创商店实实在在成为“博物馆最后
一个展厅”。

分析“凤冠冰箱贴”走红的原因，
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营开发部副主任
廖飞认为，首先 IP 要有一定知名度，
其次设计要符合当下审美理念，更重
要的是工艺要足够精美，做出和现有

产品不一样的东西，做到时代价值、
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相统一。

文创产品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现
代表达，是博物馆基于馆藏文物开展
多元阐释使命的体现。有价值的文
创产品不仅能够折射出沧桑历史和
文化变迁，更能反映当今时代人们的
理想和追求。

左图为木质凤冠冰箱贴，右图为AR金属凤冠冰箱贴（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年轻人为何对博物馆文创产品
如此“上头”？植根于文化沃土，生发
于创意设计，是文创产品源源不断的

“破圈”动力。
“给我来对大闸蟹，要一公一母，

个头大的、肥的！”
“好嘞，这两只不错，来看一下

秤，足斤足两，没问题的话就给您用
绳子绑好了。”

水产市场的场景在苏州博物馆
上演。无独有偶，甘肃省博物馆的

“麻辣烫”、陕西文创产品“绒馍馍”
等，也因为“过家家”表演式的打包模
拟游戏“火出圈”。

博物馆文创产品一直关照年轻人

的兴趣点。“文博场馆通过打造全感
官、全流程、互动性的新消费场景，吸
引游客深度参与，激发他们在特定场
景中的特定情绪，进而形成难忘的个
体化情感体验与记忆。”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熊海峰说。

手机扫描一下金属“凤冠冰箱
贴”，就能实现佩戴虚拟凤冠拍照，为
自己“加冕”；故宫出版社联合游戏连
锁品牌推出系列互动解谜书，让读者
在抽丝剥茧中收获历史知识；更有

“考古盲盒”等“半成品”，提供考古工
作体验同时留下一丝悬念……

当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走
进博物馆，当 3D 打印技术能够实现

“复刻”文物，文创产品给予消费者诚
意十足的仿真体验，让人们拥有更多
维度的文化感知。

年轻人对文创产品的热情，也成
为文化传播的助力。博物馆文创产
品正成为他们表达自我、寻找认同、
结识朋友的社交方式。

“95 后”小悦收藏有几百件博物
馆文创产品。通过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的“藏品”来交流，“藏家”
们渐渐形成了同好圈子。“我们最看
重文创产品对文物的还原度和工艺
精良度。”她认为，借文创产品与志同
道合的朋友建立联系，收获的满足感
是长久而充实的。

我国修法拟规定
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科学技术
普及法修订草案21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二次审议。根据各方建议，在总结
实践经验基础上，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
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

由于多年来有关方面通过多种形式，
定期组织开展科普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有关单位
和组织“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普
活动”。

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残疾人对相关
知识技能的需求比较突出，建议与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做好衔接，增加关于残疾人的
规定。对此，草案二审稿规定，开放大学、
老年大学、社区学院等应当普及卫生健
康、网络通信、智能技术、应急安全等知识
技能，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信息获
取、识别和应用等能力。

为确保科普内容合法和科学，草案二
审稿明确，组织和个人提供的科普产品和
服务、发布的科普信息应当具有合法性、
科学性，不得有虚假错误的内容。为明确
网络平台承担发现违法信息后及时处置
的责任，草案二审稿规定，网络服务提供
者发现用户传播虚假错误信息的，应当立
即采取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

“健康科普辟谣平台”
上线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20
日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在官网开设
了“健康科普辟谣平台”，重点针对一些明
显违背科学常识、夸大其词、移花接木的
信息，定期辟谣。

在当天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布会上，米锋表示，公众如果发现了健
康谣言，或者遇到无法辨别真伪的健康科
普信息，可以注册登录该平台，提供相关
信息线索，比如信息涉及的主题、所在平
台、链接地址、涉及机构和人员所在地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组织力量进行核实并
反馈。

当前互联网上有海量的健康科普信
息，有的真真假假掺在一起，有的借科普
名义“带货”。针对互联网上一些健康科
普的乱象，国家卫生健康委一方面加强
辟谣，另一方面持续加强优质健康科普
供给。

米锋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了国
家健康科普专家库并定期更新，通过“时
令节气与健康”等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
权威专家为公众分享科学规范的健康知
识信息。

此外，国家健康科普资源库第一批新
媒体账号已经发布，包括“健康中国”“中
国中医”“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健康教育”

“协和医生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人卫
健康”“沪小康”等公众号，后续还将动态
调整更新，公众可通过这些渠道获取权威
健康科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