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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苇岸说：“到了惊蛰，春天
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当第一声响
彻长空的惊雷乍起，沉睡一冬的春
天醒了。从此，它将以王者的姿态，
号令自然界那些“欣欣然张开了眼”
的“臣民”。

最先闻雷而动的是泥土中冬眠
的小生灵。听到春雷的召唤，它们一
个个懵懵懂懂地睁开惺忪的睡眼，
然后俏皮地伸伸懒腰，蠕动着瘦弱
的身体离开酣睡的洞穴，贪婪地汲
取天地的雨露，尽情地享受和暖的
春光。其实，真正使冬眠的昆虫和小
动物苏醒钻出洞穴的，并不是那隆
隆的雷声，而是气温的回升。

小生灵都闻令而行了，那么积
蓄了一个冬天力量的草木，当然也
不甘示弱，它们按捺不住沐浴融融
暖意的迫切心情，竞相生长绽放。
你到田野里会发现，到处是温暖的
气息，随处是喷薄而出的春色。你瞧，小草悄
悄从地面、石缝、墙角冒出来，惊奇地打量着
春天。竹笋拔出利剑，顶破松软如膏的土层。
枝上的桃花被春雷吓得一抖，一个个花苞儿舒
展开来，挤挤挨挨露出甜蜜的笑容。而各种虫
儿蝶儿的蹁跹加入，更让和煦的大地焕发了蓬
勃生机。

惊蛰的雷声惊醒的何止是花草树木鸟兽虫
鱼？连“猫冬”的人们也被惊醒了，赶紧收起

“红泥小火炉”，脱下厚重的棉衣，欢腾地走进
田野，奔向春天。农谚有：“过了惊蛰节，春耕不
能歇。”每到这个时节，伴随着润物细无声的绵绵
春雨，空气变得清新醉人，麦苗开始返青生长拔
节，春播的作物要开始备耕了。

“一鼓轻雷惊蛰后，细筛微雨落梅天”。惊
蛰铿锵有力的雷声，是春天发出的一个号令。
对我们而言，唯有以奋斗者的姿态去耕耘，才
能不负最美春光和大好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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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的小朋友制作的北京冬奥会吉
祥物“冰墩墩”。 朱大勇摄（人民视觉）

上海博物馆文创中心从文物中汲取灵感，开发了虎年交通卡、生肖多功能变
形枕等系列文创产品。图为虎年交通卡。 王 初摄（人民图片）

增加流量

文创“破圈”能帮助旅游业实现从
“资源”变成“资产”的蜕变。“文化创
意可以帮助旅游目的地更好的IP化，通
过IP开发，真正让旅游景区的文化资源
变成了可以融入人们生活的重要元
素。”刘江红说。

好的文创产品正在吸引更多游客前
往旅游目的地。“耶！我领到折扣券
了！”河南大学在校生小玲在河南博物
院一楼豫博文创快闪店门口激动地“一
蹦三尺高”，她刚刚答对了红包墙上的
一系列历史题目，获得了一张文创折扣
券。这是河南博物院为了喜迎新春开设
的特色文创活动“文创红包雨”。2022

年春节期间，带有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
券的门票套餐更受游客欢迎。许多年轻
人纷纷来到河南博物院，在聆听馆内丰
富藏品的讲解后，涌入文创商店，挑选
自己心仪的产品。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春节假期期间，豫博
文创销售额超50万元。

去哪儿网数据表明，购买国潮文创
产品的用户，有近八成同时购买了文旅
IP地的机票、酒店和门票。

三星堆文创也为博物馆旅游做出贡
献。“文创开发对丰富我馆旅游要素，
增加游客体验起到了重要作用。听到有
游客多年没有去过博物馆，却因为我们
三星堆的文创冰淇淋而再次造访，心里
有说不出来的欣慰。”任韧笑着说。同
时，博物馆的IP授权也为时下的文化消
费积极赋能，为消费转型升级提供了新
方法、新路径。

文创产业发展至今，也面临着相应
的问题。“博物馆作为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在应对文创经营、IP 授权等业
务时存在一些机制阻碍，而系列文创产
品研发及相关联名合作则涉及到市场管
理，如此则有可能造成IP授权的边界不
清晰等衍生问题。如何更好地衔接与平
衡，让博物馆景区在体制内焕发活力，
将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任韧说。

对于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刘
江红认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基于文
化内涵的创意，二是基于技术的集成创
新。“在创意中，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基因，设计出能够反映国家、民族
正向价值，时代风貌的产品是基础条件。
另外，在数字文化蓬勃发展、日渐成势的
背景下，必须考虑成熟的技术整合，用数
字技术、信息技术，提高文化的表现力、
感染力和传播力。”刘江红说。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一墩难求”，绣进苏绣的手
表让人眼前一亮，有敦煌壁画作印花的运动鞋成为

“爆款”……近年来，许多有创意、有特色的文创产品

一次又一次“破圈”，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转
化成流量与资本反哺了景区和文旅活动，还成为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播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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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

文创产品是指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
对文化资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
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生产
出的高附加值产品。从简单的复制、功
能使用，到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进行个性
化设计，中国文创产品不断成长起来。

“我国文创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以功能为主，代表的是以工业
设计满足一个具体的使用功能为主的
产品；第二阶段是以审美为主，代表的
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取的文化符号
附着在具体的生活、生产使用产品中，
比如融入传统文化符号的美妆产品；第
三阶段是个性化创意为主，是满足单个
群体价值、情绪表达的文创产品，虚拟

偶像、数字时装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传
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江红
为笔者介绍说。

与以往各大景区千篇一律的旅游纪
念品相比，中国的旅游文创在不断调整、
进步中。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景区文创
就经历了阶段性的更新与调整。三星堆博
物馆景区管委会产业发展部部长任韧介
绍说：“1997年开馆之初是我馆的文创1.0
时代，旅游纪念品以文物复制品为主；
2010年以后，对产品升级，使其更多的与
博物馆的文化结合，开启2.0时代。随着近
几年国潮热盛行，我们开始强化产品的文
化属性和创新创意的深度结合，勇于接纳
和尝试新的产品形式。”

源自古蜀的三星堆文化特色鲜明，
一件件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但其神秘色

彩让人难以读懂，而“祈福神官”系列
盲盒巧妙地将文物拟人化，使游客和购
买者通过观赏这一特色文创产品，触碰
到有温度的文化。在文创产品开发上，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不仅关注实体商品，
还把握时代风口，在今年推出了三星堆
典藏文物数字藏品NFT，一经上线就被

“一扫而空”。
回顾历次文创产品的“破圈”历程，刘

江红指出，“‘破圈’是破物质形态、破年龄
阶层、破产业壁垒。从这三个意义上来说，
近年来一些博物馆文物的文创产品经常

‘破圈’，比如故宫文创、河南博物院、三星
堆的文创。但无论怎么‘破圈’，文创产品
都是延续、传承、活化了文物的灵魂，对于
文物承载的符号进行创意开发，让文化
符号与现代生产、生活能有机结合。”

反哺景区

文创产品日益受欢迎，逐渐成为许
多景区重要的盈利点，而景区也越来越
依赖好的文创产品，二者相辅相成，形
成反哺的良性循环。

今年春节，敦煌画院巧妙利用甘肃
敦煌壁画中的九色鹿、千秋长命鸟等经
典元素，开发设计了敦煌五福系列文创
产品，将春节和壁画里的神兽结合起

来，以活泼明艳的形式向人们传递新春
祝福。“今年本来打算去敦煌莫高窟旅
游，但是受疫情影响未能成行。好在有
这些年味满满、极具创意的春联和红
包，拿到快递的一瞬间我的快乐又回来
了！”在北京工作的赵小姐在过年期间换
上了敦煌画院设计的口罩。

像赵小姐这样的年轻粉丝不在少
数。据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和天猫
联合发布的《2019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
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仅在淘宝
天猫逛博物馆旗舰店的累计访问量就达
到16亿人次，是全国博物馆接待人次的
1.5 倍，其中有 1 亿用户是“90 后”。据
阿里巴巴零售平台数据，仅在 2019 年，
实际购买过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消费者数
量已近 900 万，购买力水平较高的都市
年轻女性为消费的主力人群。

打卡文化地标、购买国潮文创，这
样的消费方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

择。商务部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博物
馆文创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33.7%。“很
多因疫情无法到旅游景点的人，是因为
文创产品而‘种草’旅游目的地的。文
创产品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的一个‘新
景点’。”刘江红介绍。

而文创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又会
再次投入到博物馆的整体运营当中，用
于日常运营、文物开发与保护和景区宣
传等。据任韧介绍，三星堆博物馆在一
些商务推广合作中，会将相关收益定向
用到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

以北京故宫文创为例，2017 年其文
创产品的营收超过 15 亿元，已高于其博
物院门票收入。在回答“故宫文创赚的钱
都用在什么地方”时，故宫相关负责人表
示，所有销售利润都要用到故宫事业发展
上。比如要做1600多把椅子，要把1750个
井盖做平，要把自动讲解器不断提升，特
别是面对学生的教育活动全是免费的。

湖南省安乡县书院洲国家湿地公园坐
落于湘鄂边陲。

书院洲原名鹳洲，曾是一片广袤的淤
洲。清乾隆《安乡县志》载：北宋参知政事、
文学家范仲淹（谥号“文正”）少年时曾在此
地读书5年。宋庆元二年（1196年），为了纪
念范文正公，人们在此修建了一座书院，名
为范文正公读书台。

湿地主要包括安乡县境内的松滋河、
虎渡河及其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站在软
湿温热的地面上，眼前是一片片芳草地，
草窠间开满了各色各样的小花。在这绿毯
的上面，则是株株葳蕤的杨柳，如屏风，
似绿墙。河滩边浅水区、汊港边，生出一
排排芦苇、一丛丛水草，织成了一条条浓
绿的巷道，把原来的一片汪洋隐藏起来。

如果你徘徊在小径，耳畔就会传来
“唧唧”“呱呱”的声音；悄悄寻觅，你就
会瞅到柳莺、鹳鸟、白鹭、刁鱼郎等，它
们早早开始了一天繁忙的生活。

一开春，布谷鸟就回到了这个水上乐

园；野鸭胆小，总喜欢把窝筑在隐蔽的水
草之间；苇莺选择几棵芦苇秆儿做窝，开
始了繁衍后代。

湿地周围一道道绿的屏障，是由旱
柳、枫杨、鸡婆柳组成的重叠林带。湿地
外滩广场位于县城沿河路与步行街交会处
的外河滩上，公园内建有景观桥亭子、亲
水栈道、木平台、文化长廊、道路广场等
设施，集保护修复、科普宣教与生态体验
于一体。

湿地内共有种子植物 119 科、344 属、
520 种，发现野生脊椎动物 202 种。前不
久，湿地的松滋河里发现一只头部钝圆、
全身黝黑的“微笑天使”在河道内来回畅
游，引来了不少游客围观拍照。安乡县渔
政部门得悉立即派员到现场进行观测，并

经省、市渔政部门专家认定，这是一只长
江江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江豚
把湿地当成了家，大自然中的神奇，就这
样出其不意地惊现在游客面前，这真算是
个意外的收获。

春天已经来临，湿地静卧的生命似乎
醒着，聆听着美妙无比大自然的音响。我
知道此时此刻的激情，正在春风里升华诗
意，继而收获的是记忆深处的一方水土，
一方人情。

晨起，穿行一排排川西风情吊脚楼，顺着
河边的亲水栈道，就看到“烟雨柳江”的牌
坊。位于四川洪雅的柳江古镇既有江南水乡的
韵味，也有川西古镇的风情。一条花溪河横穿
古镇，一条杨村河环抱古镇，三面临水，两条
河流蜿蜒而过，让柳江古镇因水而多了些温柔
与浪漫。

当我正为没有看到柳江的雨而遗憾时，雨
说来就来了，一滴滴的，落在百年前的黑瓦
上，柳江沉浸在一片雨的世界里。

在柳江的蒙蒙细雨中漫步，尘世的烦恼不
快仿佛也随着雨打风吹去。有些历史的青石板
被细雨滋润得湿润润，好像又点缀上了一层色
彩。古朴婉约的明清吊脚楼建筑群与有了些年
龄的黄葛老树相依存，还有布满青苔的石基，
展现出老街民居的岁月沧桑。

老街上嬉戏的小狗与小猫依然在细雨中追
逐打闹，爱美的女孩打着油纸伞，穿行在历史
的烟云中。漫步老街，总能感受到柳江人的幸
福与安逸。日常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安闲地坐
在门口的老人、伴着商幌吆喝着生意的店家、
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商贩、忙着买菜赶路的居
民、聚在茶馆里喝茶摆龙门阵的茶客，还有那
间据传有着百年历史的何记千层锅盔、红油油
的万岁凉粉店、用着剃刀的理发店、国营电影
院……时光仿佛将我带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与
少年的我相遇，斑驳的墙，烟火人家，满满光
阴的味道。柳江的日常朴素、淡然、安闲、快
乐，让人感受到温暖而又有光芒。烟火人间是
如此动人。

晚间，小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柳江已
安然入睡，户户门口的红灯笼都亮起了。柳江
的夜如诗如画，伴着淅沥的雨，我读到了烟雨
柳江的诗意盎然，沉醉在烟雨迷离的光阴里。

烟雨柳江
何 曾

烟雨柳江
何 曾

品韵书院洲湿地洲湿地
何 俊

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羊角村村民正在为文创产品——少数民族娃娃制作服饰。
赵 松摄（人民图片）

游客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万
峰林景区油菜花田里。刘朝富摄（人民视觉）

游客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万
峰林景区油菜花田里。刘朝富摄（人民视觉）

柳江一景。据网络

书院洲湿地。据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