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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博物馆文创“同质化”
自从 2013 年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朕知道了”

胶带问世以来，文化创意已经蔓延至我国整个文博
领域， 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纷纷推出文创产品，从
文具套装到钥匙扣，从生活用品到旅游用品，不一
而足。然而，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对博物馆
文创领域的同质化问题提出了质疑：“你做一个扇
子，他也做一个扇子；你做一个杯垫，他也做一个”。
这不无道理。

通过考察欧美一些国家博物馆做文创的实践

模式， 我国的博物馆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借
鉴经验，探索创新。

与国内知名设计师、文创企业、产品生产方深
度合作。文化衍生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无非有两种途
径，一种是自主研发，一种是从厂家进货购入。无论
是哪一种方式，都需要有顶尖的设计、独特的创意
做后盾。 比如，大英博物馆就有由 9 名全球采办组
成的部门负责设计或寻求设计并联系生产。我国的
博物馆可以配备独立的创意和设计团队，也可以和
文创企业开展合作，通过产品授权，将产品研发“外
包”，从设计、制造到营销，形成完整、成熟的产业。

注重标志性元素提取，照顾不同年龄、不同消
费群体的需求。各个博物馆要做出特色、创立品牌，
就必须提取自身的“标志性”元素，以“明星藏品”优
先，将其所体现的元素内涵，从“衣食住行”的角度
全方位、一条龙开发到极致，并充分考虑各年龄段
消费群体，生产不同品位、价位的产品。

拓宽创意思路，注重馆藏“明星藏品”和中国
特色元素紧密结合。 比如，小黄鸭是英国的一种
特色 IP（知识产权），大英博物馆将之与馆藏品相
结合，设计出独具特色的“卖萌小黄鸭”系列。 我
国的特色元素林林总总，可以吸收利用的文化元
素丰富多彩。 此外，配合国内的重要节日、传统节
日 ，也可以开发出一系列纪念品 ，甚至形成固定
品牌。

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可以由以“物”为中心，向
以“人”为中心转变。 文化的创意和创新并不仅仅
局限于实体物品的生产 、制作和观赏 ，还可以构
建诸如场景再现式的各种体验活动，让观众们沉
浸其中，带来更加直观、形象和立体的感受。 在我
国，大多数博物馆的设计都是以静态的“物”为中
心，即以被动式的观赏为主要基调，有些机械、呆
板和单调 ， 而法国卢浮宫大胆地开辟了地下商
场，博物馆俨然被打造成为艺术和商业兼顾的公
共空间。

此外，还可以借助“互联网+”的东风，不仅“开
网店”销售文创产品，也可以打造网络在线博物馆，
开发与馆藏元素相关的小游戏。另外要加强与高校
的合作，共建研究院，培养研究型人才和文化创意、
设计、传播的“实战型”人才。

文创已成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博物馆做
文创与其说是在“卖产品”，不如说是在利用文化元
素“讲故事”。 我国博物馆文创总体起步较晚，经验
与市场都还不够成熟。要走好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文
创之路，既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扶持
和激励，也需要博物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与社会
力量深度合作， 平衡好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努
力做到创新有道，成熟有方。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夜间旅游潜力巨大

结伴游、家庭亲子游为消费主体

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夜
间旅游系列研究成果发布会 ”
在京发布。

会上发布了 《夜间旅游市
场数据报告 2019》， 报告显示，
以结伴出游、 家庭亲子出游为
消费主体的夜间旅游市场需求

旺盛，但受到安全问题、交通条
件、产品丰富程度等条件制约，
旅游企业的夜游产品供给在品

类、品质、投资力度等方面仍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

美团点评政府事务部高级

总监吴正远代表美团点评和中国

旅游研究院发布了《2018夜间餐
饮消费大数据报告》。 报告显示：
7、8、12 月是夜间餐饮的高峰消
费月份，夜晚 18:00-21:00是夜间

餐饮的高频消费时段，TOP20城
市夜间餐饮消费占平台夜间餐饮

消费的 50%，20-40 岁人群是夜
间餐饮消费的主力。 夜间餐饮消
费已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成为城
市夜间经济的重要组成。

桂林旅游学院教授粟维斌

发布了 《城市夜间旅游发展报
告———以桂林为例》，报告分享
了桂林夜游产品打造的经验 ，
数据表明桂林夜游产品对住

宿、 餐饮及关联产业带动作用
明显。 中国旅游研究院赵一静
博士发布了 《夜间旅游学术研
究报告》，报告对夜间旅游的定
义、夜间旅游的类型、夜游的影
响评价以及发展战略和路径进

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 并提

出了夜间旅游“黄金四小时”的
概念。 荷兰国家旅游局亚洲区
总监杨宇则发布了 《夜间旅游
的文化挖掘与科技支撑》报告，
提出了艺术、科技、光影与旅游
相结合的夜游产品打造路径。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在会上做主旨发言， 他提出夜
间旅游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

体系的研究新领域 、学术新成
果 ，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
需求新潜力 、 供给新动能 ，是
国家和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新方向 、效能新提升 ，夜间
旅游的发展应引起地方政府 、
企业、 研究者和媒体的关注和
合作， 共同推动夜间旅游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据人民网）

别扔钢镚了，飞机不是许愿池
近日， 计划从济南飞成都

的 8L9616 次航班在济南遥墙
机场过站登机时，两名 20 多岁
的女旅客向廊桥外扔硬币被发

现，据称是出于祈福目的。最终
航班延误两个小时 ，260 名旅
客受影响， 二人已被移交公安
处理。

像过去几次“扔硬币”事件
一样，此事也引发热议。 且不论
扔硬币祈福的旅客是“善意”还
是 “故意 ”，单是这个行为就足
以让人“心有余悸”。 如果飞机
起飞前扔硬币的行为没有被发

现，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据悉，
这两名游客被带走时态度并不

端正，可见未能意识到 “祈福 ”
行为后果的严重性。

飞机不是许愿池， 向飞机
扔硬币也不能增加福气。 相反，
这是件很危险的事， 轻则耽误
同机乘客的宝贵时间， 造成航
空公司的经济损失； 重则引发
安全事故，酿成惨剧。

就在不久前， 发生了令人
痛心的一幕： 埃塞俄比亚航空
一架波音 737-8 客机在飞往肯

尼亚途中坠毁， 机上 149 名乘
客和 8 名机组成员共 157 人 ，
无人生还。 飞行安全的重要性
也由此凸显。 从乘客的角度来
说，重视飞行安全 ，理所应当 。
但必须得用科学合理的方式 ，
如服从相关指示、 配合工作人
员安排等。 而私自扔硬币之类
的 “祈福 ”，只能是给飞行安全
添堵。

近些年多次出现扔硬币的

新闻， 凸显了这一行为的 “广
泛”。 对于这一现象，首先要明
确罚则， 形成一套规范化的处
罚机制。 二来也需要舆论反复
强调飞行安全的基础知识 ，不
断明确乘机规则， 在公众认知
中彻底否定这种荒诞不经的祈

福仪式。
生命是无价的， 飞行安全

经不起一点意外， 哪怕只是一
枚硬币。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