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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创已成为博物馆贴近公众的重要方式，并
逐渐成为既满足社会公众精神文化需求且市场前景广阔
的文化服务手段。保护利用馆藏文物资源发展文化创意，
推动文博事业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已经成为博物
馆人的共识。

名人纪念馆是博物馆的重要类型之一，依托名人旧
居历史建筑和馆藏文献文物资源，展示宣传名人的个人
成长、人生经历、成就及相关重大场景事件等，旨在纪念
和弘扬社会历史、文化名人及其精神，是社会公众缅怀先
贤、情感寄托、教育学习、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和载体。新
时代新征程，如何推动名人纪念馆高质量发展，以文化创
意激活文物保护利用，更好发挥纪念馆职能，是纪念馆亟
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名人纪念馆文创开发初见成效
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让文物活起来”

时代的到来，各地博物馆文创成为热点，纪念馆也逐渐意
识到名人 IP的巨大潜在价值，纷纷在文创研发领域下足
了功夫。2000年，北京宋庆龄故居、李大钊故居、北京鲁迅
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茅盾故居、老舍纪念馆、徐悲鸿纪
念馆、梅兰芳纪念馆发起成立了 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
盟，逐渐汇聚了京津及各地近 20家名人纪念馆。联盟紧
扣党和国家的宣传主题，紧扣时代脉搏，持续组织展览、
演出、讲座等活动，以展现名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不
懈追求和伟大的精神，特别是以文化创意形成的产品、活
动等，引起社会各界的互动和反响。

宋庆龄故居设计制作了宋庆龄人像定制瓷盘、纪念
章、纪念邮册；“人生若只如初见”精美折扇，以纳兰性德
的词与书法，展现故居“纳兰文化”；洒金“接福”画轴，拓
自故居西山上的太湖石，有接来福气、表达祝福的美好寓
意。此外，还推出《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套
书、宋庆龄珍藏的《建国方略》影印限量版线装书和《宋庆
龄故事青少年学习手册》、打卡护照等。

随着热播剧《觉醒年代》播出，带火了北京鲁迅博物
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创，被推崇为网红周边，主
要包括印有《新青年》封面的帆布包、《新青年》字样的笔
记本、鲁迅名言贴纸、印有鲁迅作品名的铅笔袋、鲁迅手
绘小说封面的明信片、《朝花夕拾》文创礼盒等。建党百年
之际，更是推出围绕《新青年》杂志的文创产品，例如新青
年的笔记本、胸牌、T恤衫、钥匙链、保温杯、冰箱贴等。这
些产品通过新媒体不断发酵成为“流行文化”，切合当代
新青年的喜好，被无数年轻人追捧。

老舍纪念馆撷取故居景色和馆藏文献等元素研发系列
文创产品。取自丹柿小院内种植的火晶柿造型，设计制作出

“柿柿如意”茶具套装；根据老舍先生散文《猫》的描述，设计
制作猫插图手账本；参考老舍夫人胡絜青绘、冰心题字的

《牡丹图》设计制作的真丝围巾，深受广大女性的喜爱。老舍
先生头像铜牌，也是观众喜欢佩戴胸前带回家的纪念品。

徐悲鸿纪念馆选取大师所画的马为基础，设计了咖
啡杯、书签、红包等产品，推出鸿T、奔马图案、版画、鸿跃
咖啡杯、喜上梅梢手账本、秋叶喜鹊帆布包等，以常见的
产品载体共享徐悲鸿艺术的精华。目前，已设计开发徐悲
鸿 IP文创产品10余种，类型覆盖贵金属制品、服装首饰、
书籍文具、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等，形成文创开发、品牌营
销、IP授权等核心文创服务链，及线下+线上旗舰店的销
售模式，实现从单一的文创产品到各种文化载体的转变，
已走在名人纪念馆文物活化利用的前端。

梅兰芳纪念馆依托丰富馆藏文化资源，打造梅兰芳
IP品牌，制作了U盘礼盒、脸谱雨伞、戏单雨伞、立体明信
片、邮册、折扇、日用彩妆、《梅兰芳的手势艺术》套卡等，
设计了梅兰芳经典剧目打卡护照，种类涵盖旅游纪念品、
服装、家居日用品、办公用品、化妆等。

此外，其他各馆也推出各具特色、富有趣味的文创产
品，如李大钊《青春》镇纸、听李四光讲故事系列科普图
书、青龙桥车站3D模型、梁启超饮冰室文具、康有为铜像
印章、红线女套装书签……

在“博物馆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名人纪念馆加速推进馆藏
文物的文创开发，在挖掘名人价值、打造名人效应、传播名人事
迹、传承名人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增强了博物馆自身的
品牌效应，吸引年轻一代更好地参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

纪念馆文创开发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名人纪念馆虽在文创融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现有

文创产品开发种类主要集中在馆藏复制品、出版物、衍生纪念
品等，载体形式趋于简单，创意多以产品简单叠加为主，文化内
涵挖掘及开发利用仍显不足，存在着机制束缚、创意不足、资金

支持和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文创生产力和活力有待
进一步激发。

一是体制束缚，缺乏政策性扶持。除北京鲁迅博
物馆和郭沫若纪念馆被列入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试点单位外，8+联盟中的大多数纪念馆都未纳
入试点范围，虽尝试开发了相关的纪念品，因受限于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性质，无文创开发资质，没有馆
属公司和对外销售渠道，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创产品
的进一步研发。

二是创意不够，名人 IP彰显不足。名人纪念馆不够
注重故居、纪念馆与社会大众的互动关系，在产品设计、
特色资源开发、IP打造等方面缺乏高水平策划，很少能
出“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更没能实现深层次的文化研
学或路径游，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可深度体验的文旅产
品。大多数名人故居纪念馆仍主要以原状陈列和常设展
陈参观为主，以文化体验为主的定制类旅游项目较少，
科技赋能、文化加持的个性化服务和产品不足。

三是投入有限，资金保障不够。名人纪念馆体量
不一，事业收入补充渠道单一，多数靠财政拨款运行
维护。文创开发从前期市场调研、设计研发到生产销
售等各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使得依靠财政补
贴运维的纪念馆更显捉襟见肘。缺少专项资金支持是
影响文创开发的重要因素。

四是人才匮乏，研发支撑不足。“8+”等文博单位
文创商业变现最大难点在于文物元素多而设计队伍
太少，以致研发产品的宽度、深度受限。虽然从业人员
多，但是高端人才少，特别是文化创意、智慧旅游等新
业态人才严重匮乏。名人形象的简单复制已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当代观众更渴望名人形象的再
设计，名人内涵的深度开发，纪念馆亟须对馆藏文物
进行多维度挖掘利用。

五是授权受限，知识产权纷扰不断。名人纪念馆
馆藏文物文献资源多与名人相关联，在馆藏资源活化
与利用过程中，特别是文创产品研发的销售，势必会
遇到 IP授权、名人肖像权使用、后人认可、法律维权等
知识产权方面诸多棘手的问题，如若处理不好，易产
生法律纠纷，甚至诉诸法庭。

推动纪念馆文创工作迈入新征程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名人纪

念馆应以新质生产力破解文创研发的制约问题，立足
弘扬传统文化，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文化创意研发为
支撑、科学技术手段为引领，讲好文化名人故事，阐释
好优势资源，在“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独
特且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是把握试点政策，打通纪念馆文创研发“堵
点”。名人纪念馆应学习了解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试点及相关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申请成为文化创意
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纪念馆文创研
发机制，营造有利于文创研发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
和创新生态，打通政策“堵点”，激发主体创造活力，推
动纪念馆文旅衍生品提质升级。

二是挖掘名人 IP价值，提升文创产品特色化。挖
掘和提炼名人 IP价值，有助于提升纪念馆文创产品的
特色化和高质量。名人纪念馆应加强对故居、馆藏文
物文献等的研究阐释工作，挖掘研发出符合时代审
美、贴近观众实际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将文物背后
的文化魅力、人文情怀和艺术神韵播种到社会公众心
中，振奋国人精神。

三是加强科技创新，以数字技术推动文物资源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科技加持、数字赋能，跨界
融合、创新传播，现在文物文献活化手段非常丰富。纪
念馆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设计出面向年轻消费者、
兼具审美和实用性的产品，拓展名人文化体验载体，

让“养在深闺”的文物“活起来”，走入寻常百姓家。
四是整合优势资源，建立健全多元共建协作机制。由于名人

纪念馆的文化创意存在起步晚、规模小、资源较为分散、品牌效
应不强等问题，应大力推动行业联盟、馆企合作、馆校合作等多
种模式，实现文创研发、营销渠道、人才培养等资源的共建共享。

五是加强法律意识，提升知识产权评估管理水平。针对故
居产权、名人 IP授权等问题，纪念馆应将文创研发纳入集体决
策范围，健全法务把关机制，完善项目专家评估制度，防范名人
IP转化为文创产品及传播的知识产权纠纷，为纪念馆文创产
业深化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长假，15万人次参观了湖北省博物
馆，开启了荆楚文化之旅。近年来湖北省博物馆不断加强
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将文物资源转化为高质量的文化供
给，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国际交流文明
互鉴，为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搭建平台，让荆楚文化
走向世界。

9月至12月湖北省博物馆承办的“凤凰故国——青铜
时代曾楚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是今年赴美
展的归国汇报展出。为落实中美两国领导人旧金山会晤重
要共识，作为中美建交45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4月至7月
湖北省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凤凰
故国——青铜时代曾楚艺术展”。展览荟萃湖北地区五家
重点博物馆的200余件珍贵曾楚文物，包括工艺繁复的青
铜器、精雕细琢的玉器、精美奇巧的漆器、华丽多彩的丝织
品等一系列湖北地区出土的材质、风格迥异的曾楚文物。
该展览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期间，获得各界
高度评价。

2024 年是中蒙建交 75 周年、《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
约》签署 30周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也是推
进中蒙俄万里茶道联合申遗的关键一年。9月 4日至 10月
上旬，湖北省博物馆在蒙古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伟大的
茶叶之路”展览。该展回顾万里茶道从兴起、繁盛到今天的
发展历程，特别是中蒙两国以茶为媒、友好合作的历史，展
现万里茶道沿线各个国家及地区文化交流的深厚底蕴与
协作发展的美好前景。这是湖北省博物馆首次在蒙古国举
办的专题展览，也是万里茶道专题展首次出境巡展。

为庆祝中俄建交 75周年，共同办好“中俄文化年”，9
月25日湖北省博物馆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戏剧和音乐
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乐器文物展”在俄罗斯
圣彼得堡舍列梅捷夫宫开展。此次展览精选湖北省博物馆
馆藏西周人面纹铜庸、乾隆御制玉磬、无静琴等特色音乐
文物数十件套，突出表现了中国先秦时期的礼乐之仪、秦汉魏
晋时期的歌舞音乐盛况，以及唐朝至清朝剧曲时代市民音乐的
繁荣，全面呈现了中国音乐自先秦至明清的发展历程。

国庆节前夕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联合主办的“中华文明溯源”特别展览在港揭幕，展览展出约
110件/套新石器时代至夏朝的珍贵文物，跨越约5000年历史。
其中部分展品来自湖北省博物馆。今年以来，湖北省博物馆多

次推出境外临展，突出馆藏文物特色，彰显荆楚
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带领观
众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

国庆节期间，湖北省博物馆唱响中国声音。
“十一”当天，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特别准备了
“盛世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曾侯乙编钟音乐会”，篪独奏《我的祖国》、编钟独
奏《东方红》、编钟古乐合奏《我和我的祖国》等特
色曲目轮番登场，现场观众一同齐声合唱，用极
具荆楚特色的古典音乐盛宴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假期编钟乐团共计演出54场，接待了超过2万人
次观众。乐团成立30多年来，赴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意大利、巴西、日本、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台
湾等访问交流。据统计，全世界已有近亿人次线
上线下领略了曾侯乙编钟跨越千年的视听魅力。

国庆节期间，湖北省博物馆向国际友人讲述
中国故事。湖北省博物馆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汉绣、剪纸、漆艺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来自
俄罗斯、土耳其、突尼斯等 17国家的 60多位留学

生踊跃参与。他们在博物馆参观展览，体验中华民俗，学习和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位参加活动的外国留学生在各大社交平
台发布活动视频，为中国传统文化点赞。活动弘扬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向世界讲述古今中国的故事，架起了中国文化与世
界文化沟通的桥梁。

展望未来，湖北省博物馆将持续加强国际人文领域交流，
继续讲好共情共鸣的中国故事，树立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与黄河一起同为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共同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长江
流域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
多年文明史的重要区域。从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
代早期开始，长江流域就开始有人类居住。新石器时
代早期，长江流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
业，中下游的江汉地区和环太湖地区则是探索中华
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青铜时代，巴蜀、荆楚、吴越等
多种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交汇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重要特质。隋唐时期，中国古
代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到了明清时期，长江下游
地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当时全中国的重心所
在。可见，长江流域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
素有“一部长江文化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之称。

重庆是长江上游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之一，作为重庆重要的文化宣传窗口，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于 7 月 27 日推出了筹备近一年的原创大展

“玉出大江——长江流域史前玉器特展”，正是“深入
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玉器以其特有的质地、光泽与纹理受到中华民
族特别是汉族喜爱，中国使用玉器的历史可追溯至
距今万年左右，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玉器的地区之一。
由石器发展而来的玉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
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佐证，也是中华
文明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而言，
中国玉器经历了从单纯美的装饰到具有通神与礼仪
性质的瑞器，而后又回归装饰功能的发展过程，其中
史前社会晚末期阶段出现的玉礼器，是研究礼制起
源的重要对象，从某种程度上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连续性。可以认为，玉器以其特质已成为中华
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物，从而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
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玉出大江——长江流域史前玉器特展”是首个以
长江流域史前玉器为主题的展览，在约800平方米空间
范围内，集中展示了长江流域史前主要考古学文化的
代表性玉石器300余件（组），主体分为“璞玉初现”“美
玉琳琅”“礼玉煌煌”“玉归华夏”四个单元，按照起源、
发展、繁荣的时间脉络，辅之以工艺介绍版块，通过一
定的分类与组合展示，向观众展现长江史前玉器独特
的文化、艺术乃至科学价值，并试图从玉礼制形成的角
度揭示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长江流域有着悠久的用玉传统，在距今 7000年
前后就出现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玉饰品如玦、璜等。在
此之前，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中出现的刻纹石棒饰，
下游跨湖桥文化中出现的璜形玉器，可视为长江流
域玉器的先声。

距今7000至5500年，长江流域的农业得到显著发展，
人口增长，以玉石制作的装饰品在一些遗址中开始频繁
出现，尤其在长江下游地区，玉器的数量与种类极大丰
富，耳饰、项饰、臂饰皆有。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以及与
之邻近区域的河姆渡文化都发展出以玦、璜为特色的玉
文化，稍晚的北阴阳文化还开始出现可称为组璜的佩饰。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也逐渐开始增
多，可以看到，中游的大溪文化与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玉璜
中都有锯齿状的装饰风格，也有跟崧泽文化半璧形玉璜
形制基本一致的玉璜出现。

这一时期晚段，长江流域多地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
聚落，大溪文化还出现了城壕、城墙、城门、道路等遗迹
清晰可辨，城内布局基本清楚的早期城址。城市是聚落
的最高级形态，它的出现具有标志性意义，结合此时墓
葬随葬品多寡现象的大量出现等因素考虑，可以认为此
时社会的阶层分化变得逐渐明晰，迈向文明的步伐正在
悄然加速，而琳琅满目的玉饰则是有力的佐证。

在距今 5500至 4300年的长江流域，区域性中心聚
落逐渐增多，如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凌家滩遗址、
良渚遗址等。比如位于长江下游浙江省余杭区瓶窑镇、
良渚街道境内的良渚古城遗址，主要由瑶山遗址区、谷
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城址区4个部分组
成，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
式体现出其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代
表的良渚文化，不仅有规模宏大的都城与复杂先进的水
利设施，还用玉器建立起了一套明确阶层与信仰的礼制
规范（统一性仰），一般认为其已经建立了早期的区域性
国家，或可称为“良渚古国”，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
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玉料选择考究，制作工艺精
良，纹饰精美复杂。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大量成组玉器，
不只是用于美化身体的装饰品，还作为与神灵沟通的仪
式用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社会等级分化的标志
物。从距今5500年开始，当文明的繁星在中华大地熠熠
生辉之时，以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
早期文明，走向了玉文化的巅峰，从某种程度而言，玉器
则正式开始向着礼器的方向发展。

到了距今 4300至 3800年，华夏大地已是古城星罗

棋布，进入到王国阶段，中华文明进程“多元一体”的
格局初步显现。此时，长江流域发展出新的用玉中
心，位于中游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以玉人（神）面、玉
虎首、玉蝉、玉凤鸟等小型玉雕为特色，体现出高超
的设计理念与制作水平，其大量出现的人物与动物
形象极有可能是当时社会活动的缩影，对后世玉器
乃至青铜器的纹饰母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谓是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兴起于长江流域的璧、琮、璜、琥与黄
河流域的圭、璋，构成了先秦儒家认知中的瑞器组
合，成为中国玉文化绵延不衰的根基。当青铜时代即
将来临之际，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玉器逐渐融合，
成为华夏文明中最耀眼的“明星”。在中华大地，从北
到南，自东到西，从莹莹美石到煌煌瑞器，玉在时间
的江河中凝聚成璀璨的结晶，成为华夏文明有别于
其他古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两千年前，袁康在《越绝书》中写道：“黄帝之时，
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由

是，上古时期或曾有过一个以玉为工具、为神物的时代。
两千年后，长江流域出土的大量史前玉器，不仅让我

们看到了那个遥远时代的剪影，更让我们领悟到中华文
脉中绵延数千年的崇玉心理根植何处。

玉出大江，琼琚生辉。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莹润
的玉石为我们串起了一条展示长江文明魅力的多彩珠
链，也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起源铺陈了一条别样生动的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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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兽面纹玉三叉形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