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旭

“昨天闭馆没买到，今天特意又跑来一趟

买簪花手串。”6 月 17 日 10 时，来自吉林的高

女士挎着的购物筐里装满了簪花仕女、玉猪

龙 IP 形象的文创产品，她要将这些“网红”产

品送给亲朋好友。在她看来，这些文创产品

精致还有创意，能变脸的仕女冰箱贴，玛瑙制

作的簪花头饰、掐纸工艺的花瓶摆件、簪花造

型的氛围灯……让人人眼花缭乱。

这款引爆市场的“簪花”系列文创产品，

设计灵感源自辽宁省博物馆（下简称辽博）的

镇馆之宝——唐代《簪花仕女图》，描绘了唐

代宫廷妇女闲适的生活情态，画中仕女发髻

高耸，簪着牡丹、芍药、荷花等四时花卉。以

此 IP 二次创作的“簪花”系列文创产品，成为

2024年辽宁文创市场的现象级产品。

千年古画的时尚重生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有主题、有温度、有

故事的文创空间，给客群一个沉浸式的购物

体验。”辽博文创工作专班主任周颖秋介

绍说。

“我们发现很多人知道辽博，也知道《簪

花仕女图》，但对二者关系认知是脱节的。我

们希望通过文创产品架起这座认知的桥梁。”

周颖秋向记者揭秘起研发历程：最开始火起

来的是一本红色的镂空印章本。从立意、设

计、打样、审核到生产，修改了 10 余个版本，

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巧思。镂空的仕女站立

错落有致，小到每个仕女的头饰花卉各不相

同，大到封皮背面印有古画缩略图。整体红

色选用了古画中的矿物颜色。腰封是仕女图

的介绍，背景色与博物馆中的说明牌颜色一

致，旨在唤起人们参观时的场景与记忆。

如今，簪花仕女 IP 衍生出的产品不只

有冰箱贴、盖章本、便笺纸，还发展出珠宝簪

花首饰、氛围灯、梳妆镜、鼠标垫等多品类产

品，甚至还和满绣、剪纸、掐纸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工艺合作出装饰画、摆件等多类产品。

“每隔一段时间过来看精品展，总会特意逛

一下文创店，产品更新的速度惊人。最近天

热了，还会买个仕女盲盒冰激凌吃。”沈阳市

民张丽说。

据介绍，两年多来，辽博文创产品呈几何

式增长，从创建当年的 300个产品种类总数，

到目前的 1000 多个，而且每年以 500 个的数

量增长。2024 年，辽博文创的营业收入同比

上年激增 534%。从最初合作的 10 余家单位

发展到如今的 60余家，辽博文创的品类也从

最初的胶带、书签，扩展到家居、服装，再到首

饰等多元领域。“文创产品这股消费新潮流，

既满足了时尚追求，又凸显了文化内涵，和当

下年轻人的消费偏好不谋而合。”周颖秋说。

从文物活化到生活美学

辽博一楼有一个小小的展厅，里面是

《探 星 —— 辽 宁 省 博 物 馆 文 创 优 秀 作 品

展》。一件件将国宝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

产品令人目不暇接：“瑞鹤呈祥主人杯”取材

自辽博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瑞鹤图》。设

计师将画中仙鹤和宫殿元素重新设计，采用

现代釉面工艺，制成茶具。榴实福满石榴尊

摆件设计灵感源于“清雍正窑变釉石榴尊”，

文创团队不仅保留了器物象征“家庭幸福和

团圆”的传统寓意，还创新地将其转化为可

以装饰并手拎的随身包。

“博物馆文创要有纪念意义，还要附有

功能性，能戴、能吃、能玩，融入人们的生活

和学习中。这样才能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活起来’。”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

宁说。

爆款频出的背后，是辽博系统化的文创

研发机制。

日常工作中，团队成员要大量对合作单

位的设计稿进行初审。为了进行产品精细

化，成员们到生产销售一线，了解最新工艺

和生产细节，提出有针对性的修改意见。辽

博的文创产品研发周期压缩到很短，一般纸

质产品研发周期为 1 个月，金属等产品研发

周期控制在两三个月，尽可能地迎合年轻客

群的流行趋势。辽博还提前将当年的展览

计划分享给合作单位，让制作商可以提前设

计文创产品，这种快速响应市场的机制确保

了文创产品的持续创新力。

采访中，周颖秋向记者分享了他们“细

节制胜”的理念：标准化、科学化管理流程，

让每件进入博物馆的文创产品都有条形码，

可追溯。如今，辽博已在天猫、京东、抖音、

小红书等多个网络平台统一外部形象，进行

图形、文字等全品类的升级。去年，在小红

书的博物馆类热度排行榜中，辽博排名第

八名。

多业态融合

“玛瑙文创产品的销售额一下子翻了 10

倍。”与辽博合作的阜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

馆长曹辉介绍说。如今的年轻人更喜欢有

主题、有创意的产品，辽博的簪花、玉猪龙 IP

打开了玛瑙文创产品的市场销路。

近两年，辽博在致力于宣传推广传统文

化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多业态合作实践。文

创商店里，有专门的非遗工艺与文创 IP 融合

的柜台，一款满绣的玉猪龙摆台十分受欢

迎。辽博推出手作、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让

辽博的 IP 融入到手作及非遗工艺中，增加文

创产品的艺术和文化价值。今年 5 月，辽博

推出了一套数字文物藏品，包括辽鎏金银扞

腰和辽鱼形金耳饰，消费者可以购买到属于

自己的文物数字藏品。“瑞鹤图”充电宝，采用

先进技术，做到了审美与科技的融合。

“有态度又实用，有情怀又独特，有质感

又新潮。文创产品让文化知识由被动灌输

转变为主动探寻，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周颖秋这样评价成功的文创产品。

文创商店柜台前，工作人员小心取出一

枚“簪花仕女图手捻”，岫玉勾勒的牡丹花轮廓

流畅优美，镶嵌的天然石在灯光下折射出温

润光泽。这件明星产品，如今已成为辽宁文

创的亮眼名片。走出辽博时，几位年轻女孩

正兴奋地展示刚买到的簪花手串。柔和的色

彩与她们时尚的衣着相映成趣。此刻，千年

的文化不再是玻璃展柜里的静物，而成为握

在手中的温度、戴在手臂的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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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辽宁省博物馆组建专业文创团队后，系统梳理馆藏资源，最终锁定这

幅名画作为 IP 开发的核心。这一选择获得了市场热烈回应，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簪花

仕女图手捻”霸榜一时，一段时间，每个开馆日，辽宁省博物馆文创商店内外早早排起长

队，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只为抢购那款限量 300 件的“簪花”系列手作饰品。

阅 读 提 示

沙洲

6月 12日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建院 73 周年的日子。北京人艺以

“戏‘聚’人艺”为主题，线下空间 5

座剧场同步联动，在“云端”之上直

播长达近 8 小时，充分展示人艺近

年来的文艺创作成果，为喜爱人艺

的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戏剧

盛宴。

在人艺 35 周年的时候，老院长

曹禺题字“龙马风神，骆驼坦步”，寄

望后辈既要有开创精神，大胆往前

走，又要一步一个脚印。近年来，人

艺的戏几乎场场爆满，古稀之年的

艺术“老店”依然青春不老，展现了

其坚守中国戏剧现实主义精神，多

元呈现、守成开新的艺术实绩，生动

诠释着何为“龙马风神，骆驼坦步”。

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

戏剧人在话剧民族化方面做出不懈

努力，这其中北京人艺的贡献无疑

是极为显著的。以《四世同堂》《茶

馆》《雷雨》《天下第一楼》等为代表

的经典剧目，将中国话剧的艺术水

准不断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将话剧

的民族化推进到新的境界。这些剧

作以严肃深刻的现实主义态度来洞

察社会，一剧一格，耐人寻味的人物

形象、丰沛的情感、跌宕起伏的命运

映照着社会的变迁，透射出对人生、

人性、生活的深刻感悟，具有时代穿

透力，充分展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

和现实主义风格。

一部佳作的诞生，往往凝聚着

数十年、几代人的心血和创造。人

艺经典剧作《天下第一楼》于 6 月 2

日结束第 600 场演出，在排练中，曾

经主演该剧的杨立新倾力为年轻演

员“说戏”。该剧上演 37年，完成四

代演员的传承接力。另一经典剧作《雷雨》，90后演员已

站在了舞台中央挑起大梁。曾饰演大少爷的濮存昕升级

为“老爷”，又当起导演，指导新一代演员。一代又一代戏

剧人的接力，有学有创渐成气候，既有接续传承又有属于

自己的全新气质，他们的演绎让经典剧目的艺术生命长

青，观众得以领略经典的厚重魅力，获得悦志悦神的审美

体验。

几年前，曾有观众在观看话剧《雷雨》时笑场，一度引

起一些经典剧目是否过时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经典的传承不能一成不变，要传承与创新并举，把现实主

义的美学原则结合到当下的文化语境，对经典进行创造

性转化，挖掘出更多符合当下价值观的表达，与此同时也

要更加注重视听呈现与新的审美表达，为经典注入时代

活力，让经典与当下观众共鸣。

今年，北京人艺启动“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计划

近三年内每年重排恢复上演 1至 2部剧院经典剧目，开篇

剧目为吴祖光编剧的《风雪夜归人》。当代的表达、唯美

的场景、悠远的意境，在传递创造者、演员全新理解的同

时激活了原作的新魅力，让老戏重焕青春光彩。

当下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更高的追求，好的话

剧作品往往一票难求。观众的热情促使文艺工作者更关

心中国戏剧未来的走向，思考该呈现给观众什么样的作

品。北京人艺 73 年的传承发展历程具有借鉴意义。在

如今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文艺工作者能够沉下心来，十

年如一日地去打磨一部作品，实属不易。坚守背后是定

力，是剧作家、导演、演员能静下心沉住气，摒弃浮躁深耕

舞台修炼内功，在守正中勇于探索、创新突破，从而创造

出更多经得起时间考验、富有深沉力量和隽永魅力的舞

台经典。

辽宁省博物馆文创营业收入同比激增，传统文化 IP点燃消费新热情

抢不到的“簪花仕女”，从古画“走”进生活

本报记者 苏墨

日前，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电视剧

《长安的荔枝》热播，同期上市的“岭南的荔

枝”热卖。电视剧登顶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

在某物流平台，广东荔枝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560%。

该剧讲述了唐朝天宝年间，九品小官李

善德（雷佳音饰）如何完成从岭南运送鲜荔枝

到京城的这个“不可能任务”的经历，剧中不

仅有荔枝保鲜难题，更交织着复杂官场黑幕

与利益博弈。剧集以古装荒诞喜剧之姿登

场，却令观众共情职场人之不易。

《工人日报》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该剧导

演曹盾，原著作者、故事顾问马伯庸，与观众

共同揭秘“五千里送荔枝”的职场难题缘何戳

中观众？又如何让“岭南的荔枝”成为最大受

益者？

普通人的故事最是动人

剧中，李善德用 11天将荔枝从岭南运往

长安；剧外，马伯庸用 11 天写完了这本百万

级销量的小说。

“那是一种‘心流’状态。灵感瞬间迸发，

思维速度远超打字速度，真正达到了物我两

忘、废寝忘食的境界。这种从头至尾酣畅淋

漓、无法中断的创作体验，仅此一次。尽管编

辑和出版社多次提议‘再用11天写一本’，我也

渴望重现，但深知此状态可遇不可求。至今虽

偶有短暂接近，却未能完全复刻。”马伯庸说。

《长安十二时辰》播出 6年后，导演曹盾+
主演雷佳音+马伯庸担任编剧顾问，原班人

马，还有前后只差 10年的盛唐长安与九品小

官的故事与人物设定，让这部剧从改编阶段

就备受关注。

“若差异过大，无异于自我颠覆创作根基，

因此沿用了部分原有设计，如街道风貌、百姓

生活图景、气候特征等。服装服饰则有所调

整，毕竟两部作品时代背景还是相隔了近十

年，流行趋势与款式自然存在变迁。整体上，

我们希望呈现一个观众熟悉的长安，在气质、

生活方式乃至饮食日用细节中，融入令人倍感

亲切的元素，营造‘故地重游’的沉浸感。”再次

执导马伯庸作品的曹盾导演说道，相较《长安

十二时辰》，本剧更侧重描绘普通人生活，烟火

气息更浓。观众仍能看到熟悉的场景与街道，

细心者或能在剧中发现诸多“彩蛋”。

《长安的荔枝》属于马伯庸“见微”系列小

说，最近这一系列的第三部《桃花源没事儿》

问世，同样是关注普通人的职场困境中应如

何自处、如何调和内心与外界失衡。

“新作灵感源于小区保安，事实上，我笔

下人物皆源于生活。我乐于交谈并擅长倾

听，深信人人皆是故事的拥有者。”马伯庸认

为，生活积累至关重要。缺乏根基，灵感无从

依附。唯有写出令读者感觉“生活在身边”的

故事，方能引发共鸣与认可。

从7万字到35集

从不足 7 万字的小说到 35 集的电视剧，

如何保证“荔枝”不“变味”又能给观众带来更

丰富的情节信息，是很多观众们关心的问题。

“原著 7万字的体量集中于主角李善德的

视角，配角命运随其离开而终结，这对我而言

是个遗憾。我的创作理念主张人物应有始有

终，拥有前史、变化轨迹、行为逻辑及坚守的价

值观底线，但原著篇幅限制了深度刻画。电视

剧提供了延展空间。”马伯庸告诉记者，“天使

投资人”胡商苏谅与李善德二人从挚交因时局

变故而误会决裂，原著仅呈现了决裂结果，电

视剧得以深挖苏谅：为何投资李善德？资本来

源？岭南遭遇的困境如何导致其转变？

“我将对原角色的遗憾、期许，乃至书中

未及展开或被删减的角色构思提供给团队，

作为新故事生发的基础。”马伯庸坦言。

普通人的故事让普通人受益

从一句诗里找到灵感，从和保安的交谈

中构建故事，为何总能在平凡生活中找到独

特叙事角度，挖掘出完美故事？面对记者这

个提问，马伯庸答道：“在生活的矿区，我多备

了一把铲子，且专挑人迹罕至处挖掘。由此

形成聚焦历史‘小花小草’的独特风格，构建

引发广泛共情的‘小人物宇宙’。”

这个夏天，《长安的荔枝》的改编不仅在

电视剧领域开花结果，前有话剧版，马上又将

上映电影版，面对同题竞争，曹盾始终思考的

问题是，各类艺术形式的真正受益者是谁？

“我个人希望通过各方努力，这个夏天缤

纷呈现的《长安的荔枝》能让真正的‘荔枝力

士’——那些普通人——获得最大红利，而非

仅为创作者或某种艺术形式添彩。正如《长

安十二时辰》带火火晶柿子、水盆羊肉，让普

通百姓受益，这才是文化工作者应超越个人

成就去考量的。”曹盾说。

事实上，随着剧集不断深入，剧中涉及的

美食、景点、话题热度倍增，在线上线下掀起

一阵势头强烈的“荔枝热潮”。剧集携手多地

文旅、荔枝产业共同实现“影视+文旅+新消

费”的相互赋能。

作家马伯庸、导演曹盾共同揭秘

“五千里送荔枝”的职场难题缘何戳中观众？

川渝“非遗集市”
展示非遗保护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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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演绎援疆精神谱写时代赞歌

电影《阿克达拉》北京首映
本报讯 （记者苏墨 王羡茹 武俊豪）6 月 19 日，援疆题

材电影《阿克达拉》在京首映。影片由一级导演张忠执导，福

建省委宣传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

合摄制，福建电影制片厂、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等六家出品方携

手护航。李雪健、杜少杰、吴军等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以跨

越 60 载的援疆历程为脉络，全景式展现援疆干部扎根边疆、

奉献青春的感人故事。

影片改编自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小说

《援疆干部》，以几代人薪火相传试种培育棉花为故事主线，串

联起 19 个省区市及中央单位援疆工作的宏大背景。导演张

忠在首映现场透露，创作灵感源于 2009年对援疆干部群体的

长期关注，2019年读完原著后决心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他

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坚守成就了伟大事业”。

首映现场，全总文工团党委书记、团长，《阿克达拉》总策

划武建光介绍，援疆干部的故事是发生在新疆各族群众身边

的可感可亲的真实故事，这是新疆本土的好故事，也是开展文

化润疆的最好题材之一。这部电影不仅是对援疆干部的致

敬，更是对所有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群体的致敬。它以生动

笔触诠释援疆干部扎根边疆的奋斗历程，不仅传递出积极向

上、勇于奉献的精神内核，更深刻彰显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

为还原真实援疆场景，剧组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在新疆昌

吉州奇台县开机，历经 70天拍摄，辗转奇台、木垒、玛纳斯、阿

克苏及上海、福建等地，搭建场景超过 4 万平方米，调用各类

车辆 1.5 万台次，启用群众演员 9500 人次。在接受《工人日

报》记者专访时，张忠回忆道，听说他们是在拍援疆干部的影

片，当地群众们都是无偿参演，还经常给剧组“投喂”水果、饮

料。“我拍过 20部电影，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首映结束后，援疆干部班永吉表示：“我喜欢《阿克达拉》，

喜欢那里面熟悉的场景，喜欢那里的一望无际的棉田，喜欢怀

抱青春梦想的李怀河与医生郝春荔，田顺地和李秀明，喜欢新

疆各族人民和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援疆干部，喜欢棉田里的

稻草人，喜欢那条流动的和令人哀伤的红纱巾……”

据悉，影片于 6 月 21 日全国公映，是 2025 年暑期档开篇

力作。

日前，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川
渝主场活动——巴蜀非遗品牌大会暨非遗
焕新购物月活动在重庆荣昌人民广场举
行。活动以“非遗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
春”为主题，通过市集、品牌大会等形式，展
示两地非遗保护新成果。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