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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炎帝故里和周秦王朝作为炎帝故里和周秦王朝
发祥地发祥地，，宝鸡堪称历史名城宝鸡堪称历史名城，，但但
它作为抗战时期的迁厂运动它作为抗战时期的迁厂运动、、工工
合运动的交集之地合运动的交集之地，，许多人却知许多人却知
之不详之不详。。

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是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是
荣氏武汉申新纱厂内迁宝鸡建厂荣氏武汉申新纱厂内迁宝鸡建厂
的旧址的旧址。。武汉会战期间武汉会战期间，，国际友国际友
人路易人路易··艾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艾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建议人的建议，，把武汉的把武汉的 6464 家企业迁家企业迁
往往外地，以申新纱厂为首的 15 家
民族企业落脚宝鸡，开创了宝鸡
近代工业的先河。

我参与长乐塬开发建设时，
被前辈们在民族危亡之际共赴国
难、投身工业救国而感动。2016年
项目启动初期，遗址已被六个单位
占用，我们多方协调，反复挨户上
门做思想工作，并在征地、拆迁、维
修中坚持最小干预、最大保护和修
旧如旧的原则，终使窑洞车间、薄
壳车间修缮工程顺利完成，并获得
陕西省优秀文物工程奖。

同时，我们组建团队，邀请申
新老员工、海内外申新子弟等举
办座谈会，搜集文物，并进行抢救
性采访，录制口述历史，为后期的
展陈获取了珍贵资料。到目前为
止，长乐塬遗址馆藏历史文献
1329 份、照片 1125 张、实物 532
件，其中有 1897 年以来的纺织机
械 117台，并在遗址中建立了申新
内迁历史展览馆、工合西北区历
史展览馆、宝鸡现代工业展等 3个
展馆。我们利用园区丰富的史
料，编纂了 100 余则故事，录制了
纪录片，合作编印工合西北区办
事处原始资料 150 余万字等供研
究者学习使用。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保护
与利用相结合，做好保护传承工
作，努力将其建设成“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打造成全国
工业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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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的前身——长椿寺始建于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明神宗赐名“长椿”，意在祝
祷其母健康长寿。清代，长椿寺因地处宣南士乡，周
边人文荟萃、景致怡人，逐渐演变成为仕宦文人优游
唱和、祝祷礼佛的流连佳处，也见证了近代知识分子
救亡图存运动在宣南地区的蓬勃发展。2005 年 11
月，长椿寺作为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对外开放，成为
展示宣南文化的重要窗口。

2019年 8月至 2023年 5月，博物馆闭馆进行修缮
与展陈提升。提升后的主展览，对观众来说是有一
点门槛的，讲解员式的传统展陈导览模式，恐怕很难
引起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西城区文保中心想进
行一种展陈活化的尝试，即以戏剧导览的形式，让演
员带领观众走进宣南士乡。于是，一部沉浸式话剧
《宣南往士》开始酝酿。

《宣南往士》从剧本设计到正式演出，其实只有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从剧本设计来说，主展览的内
容非常丰富，如何进行选题是关键点也是难点。我
们探讨了很久，最终还是选定了顾炎武“经世致用”
思想影响力这一主题。家国天下是士人应有的担
当，经世致用才能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和民族做事。
在演员的选拔上，不同角色出场时长不同，于是我们
采取了专业演员与业余戏剧爱好者搭配的方式，同
时注重对素人的培养。整个创编过程，也是大家对
宣南文化和士人精神品格的学习。

《宣南往士》在 2023年国际博物馆日宣南博物馆
重张开馆当天首演，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弘生由宣武
门石额所幻化的老神仙“石额公”引领，从一个一心
只追求功名的举子，最终成长为启发民智的进步办
报人的心路历程。观众对这种全新的导览形式认可
度很高，纷纷在社交媒体平台自发宣传、点赞，甚至
呼朋引伴二刷、三刷。2023年演出 39场，观众近 8000
人次；2024年演出 100场，观众 2.66万人次。演出期
间，我们不断打磨调整，陆续推出谭嗣同、沈家本、邵
飘萍等几十个新角色，融入京剧、昆曲、相声、说唱、
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让《宣南往士》常演常新。同
时，还配合不同主题推出独立剧目，打造《宣南往士》
品牌大 IP。

最让我们感到振奋的，还是现场观众的反馈。一位退休教
师看完演出后说，这种方式达成了他一直以来希望孩子们记住
历史、传承文化的愿望。更有一些观众作为志愿者，积极参与到
演出的创作、表演中来。记得有一位年轻学子，演出结束时对我
们说他是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心里一咯噔：该不是演出有
什么不妥之处？没想到这位观众深深鞠了一躬，哽咽着说：“感
谢你们将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呈现，让历史激励当代，感觉自己的
研究更有意义了。”

现在各地都在琢磨如何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我们感
到欣慰的同时也时刻提醒自己，对历史文化的守护与传承还是
应怀有敬畏之心，不能用蹭流量、博眼球的方式来追逐经济效
益，应保持学习吸纳的心态，不断创新发展。随着 00后开始走
入各行各业，年轻一代有更开放的思维模式，相信会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可能。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历史建筑，是诸多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历经朝代更

迭、炮火硝烟，得以保存至今者，珍贵自不待言。

让文物“活”起来，是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的工作要求，也是近年来各地文保工作者念兹在兹

的心头事。看！古城遗址迎来了考古体验者，博物馆里上演了沉浸式话剧，小洋楼内剧本杀玩得正

酣，工业遗址又开放了设备厂房……那一片片无言矗立的宫阙楼台、断壁残垣，正随着时代的发展

与人们的努力，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开口”讲述故事，“步入”当代生活。

故垒犹在，春草又绿，寂寂偏受垂青。

贾月洋 陆 健 张景华 王艺钊 张哲浩 李 洁

跨 越 时 空 的 文 化 接 力跨 越 时 空 的 文 化 接 力
——各地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巡礼

3月 25日 12时 41分，来自山东东营的
李雅菲成为一个幸运儿——作为第 100万
件孝端皇后凤冠冰箱贴的购买者，她收到
了国家博物馆颁发的纪念证书。

自首款凤冠冰箱贴面世以来，这一以
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为原型的文创产品
已带动凤冠 IP全系列销售额突破亿元，创
下国博文创产品近二十年销售纪录。

从一款冰箱贴的走红到整个“凤冠”IP
系列文创产品的火热，其背后不仅是消费
者的主动选择，更是一次传统文化实现创
新性转化的有效实验。以凤冠冰箱贴为代
表的文创产品何以持续点燃公众热情？国
博（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廖
飞借网友之言给出了答案：“孝端皇后凤冠
冰箱贴的火爆，背后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
始于颜值、忠于文化、久于热爱。”

始于对传统审美之青睐

“第一眼就心动了。”这是许多消费者
对凤冠冰箱贴的评价。其原型明孝端皇后
九龙九凤冠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
文物，镶嵌了百余颗红蓝宝石、四千余颗珍
珠，以极致繁复的工艺展现明代皇家的威
仪。然而，将富有厚重历史沉淀的文物转
化为贴近大众生活的文创产品，却并非易
事。对此，国博文创团队给出的答案是：取
其形，赋其神。

设计师突破往常冰箱贴的平面设计，
创新性地选择将凤冠的立体结构保留，并
以标志性的龙凤纹饰与宝石点缀，同时采
用木制和金属制两种材质，使产品在兼具
装饰性与实用性的同时，又能满足多样的
受众需求。色彩上，以故宫红、宝石蓝为主
调，既呼应文物原貌，又契合现代审美。这
种设计既未削弱传统文化的厚重内涵，又
让明代宫廷美学无缝融入日常生活。

从国博参观者的角度观之，“好看”无
疑是触发文创消费的第一步。不仅是引发

购买热潮的凤冠冰箱贴，国博的其他热销
文创产品无一不是通过独特的视觉冲击力
夺得观众注意力。当文物走出展柜，成为
可触摸、可使用的物品，它的美便跳出了展
柜玻璃的屏障，有了走入人心的可能。

忠于对文化内涵之追寻

如果说颜值是“敲门砖”，那么文化则
是留住人心的“定心石”。依托于文物的文
创产品热销，又一次印证了中华民族文化
认同的恒久力量。

据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副主任、副
研究馆员李雪介绍，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
冠不仅是明代宫廷美学的集大成者，更是
中国传统封建皇权的具象表达。每一颗宝
石的位置、每一道纹饰的走向，皆暗含当时
森严的礼制秩序。国博在设计系列产品
时，并未止步于外观复刻，而是通过配套的
文物故事卡、现场讲解等方式，将历史背景
娓娓道来。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一枚冰箱
贴、一条项链、一个首饰盒，更是一段“可携
带的历史”。

廖飞对此深有感触：“文创与文物本
身是‘双向奔赴’的关系。消费者购买心
仪的文创，就会到文物跟前打卡，更多的
还会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也就
以这种形式传承下来。”

李雅菲在收到纪念证书后，惊喜之余
也表示：“拿到文创，我感觉自己和文物的
距离更近了。一会儿我要去展厅仔细看
看凤冠，把冰箱贴带回家后，还可以经常
看，这段回忆会很美好。”一位“二刷”国
博的大三学生小林也坦言：“每次看到这
枚凤冠冰箱贴，我都会想起在国博了解到
的明孝端皇后的故事，感觉自己与历史产
生了联结。”

当文创产品承载足够丰厚的内涵，
它便超越了单一的商品属性，升华为文
化传承的媒介，实现了传统文化生生不
息的延续。

久于对文化精神之热爱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年轻人越来
越倾向于通过购买文创来寻找身份认同
与精神归属，这也使得公众对产品的期待
不仅仅停留在对浅层消费需求的满足上，
而且转向对历史文化深度的探求。小林
就表示：“希望文创产品不但有用，还能有
根、有魂。”

如何让一时的热度转化为持久的热
爱？国博的策略是：让文物活起来，让用户
参与进来。随着凤冠冰箱贴的成功破圈，
国博文创团队乘势而上，迅速启动凤冠 IP
衍生品的“矩阵式”开发。截至目前，已开
发设计出笔记本、毛绒玩具、马面裙、雪
糕、音乐盒等 20余款相关文创产品，形成
了“以爆款带长尾”的文创生态链，以期进
一步扩大文物本身影响力，吸引更多圈层
的受众关注文物本身，形成良性循环，让
更多人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颜值吸引”到“文化认同”，再到
“热爱延续”，真正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
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这不仅是文博文
创产品的成功密码，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当代得以继承发扬的根基。

3月25日，一名记者在北京中国国
家博物馆展出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
冠旁展示凤冠冰箱贴。

当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产品凤冠
冰箱贴累计销量突破100万件，带动凤冠

IP全系列产品销售额跨越亿元，创下国博
近二十年来单品及系列文创的销售纪
录。这一文创产品的原型为明孝端皇后
九龙九凤冠，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
宝级文物。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文创热文创热””诠释传统文化新生诠释传统文化新生
李李 韵韵 胡晨冉胡晨冉

国博凤冠冰箱贴销量破百万国博凤冠冰箱贴销量破百万

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年，是迄今发现的中华
大地上最早的国家文明，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文明遗
迹。2019 年 7月 6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申遗成功以来，我们相继建成开放良渚古
城、瑶山、老虎岭等遗址公园，与良渚博物院构建起

“1+3”完整价值展示体系，探索了一条大遗址保护与
活化利用的新路。

我们致力于科技赋能，让沉睡千年的良渚文物可
感可及。在良渚博物院，戴上AR眼镜，虚拟的 3D文物
便能跃上掌心。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里，打开AR小程
序，草木茂盛的莫角山宫殿遗址也能让游客来一场跨越
时空的体验——沿着近 300米的朝圣之路前行，一路可
以看到良渚先民的生活、劳作场景，还能“登上”莫角山
巅，俯瞰巍峨辉煌的良渚宫殿。数字复原技术让良渚
古城恢宏面貌得以生动呈现，帮助参观者更直观、更深
刻地理解良渚遗址的价值。

我们致力于互动体验，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考古
工作。每到周末，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公众考古区，考
古志愿者如约而至。他们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专
业考古工具，体验考古全流程。收获惊喜后，志愿者们
给挖到的“宝贝们”挨个儿进行登记并贴上标签，装袋
封存后认真完成《考古日志》。除公众考古外，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还专门针对儿童设置“考古天地”，另外还
有实验考古区和工匠作坊区，青少年可以体验木骨泥
墙制作、大木作加工，以及玉器、陶器、漆器制作，了解
良渚时期的制作工艺。配套的研学课程等一系列活
动，都让公众在良渚与历史重逢，在寻迹探源的过程中
不断拉近与良渚文化的距离。

我们还致力于打造 IP，让良渚文化深入日常生活。
为更好地从艺术视觉层面认识、理解、活化、传承良渚，
我们成立“良渚MEI”生活美学联盟，构建良渚色彩体系基
因库、良渚纹样体系基因库。良渚周历、馥郁良渚系列香薰
……目前已开发文创产品类别涵盖日用家居、贵金属等11
大门类，在线销售产品600余款，形成“良渚+”系列产品矩
阵。我们还将良渚特色元素融入文学、音乐等各类文艺形
态中，出版各类图书600余种。因良渚文化衍生的绘本、游
戏、动漫、戏剧，将 5000年文明带到大众面前。

良渚 5000+艺创园，将沉浸式展览、多媒体演出、潮
流市集等汇于一堂；良渚文化移动博物馆，以观光车的
形式，穿梭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良渚文化大走廊，更串联
起周边多个镇街，将遗址保护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良
渚遗址蕴含的巨大价值，匆匆说不尽。跨越五千年岁
月，良渚依然年轻，她正在更加广阔的意义上融入当代
生活，诠释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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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这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
市，坐拥千余处近代历史建筑。从五大道的小
洋楼到解放北路的金融遗迹，从张学良故居的
民国风情到张园的红色记忆，这些建筑不仅是
凝固的历史，更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载体。

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浪潮中，我们以“游
戏化叙事”方式让小洋楼“开口讲故事”——《风
城谍影》《破晓》《迷踪》三大实景解谜游戏体验
项目串联成链，将散落的历史建筑化为“城市剧
场”的立体舞台，让游客在破解谜题、穿越时空
的过程中，触摸城市的文化基因。

在张学良故居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洋楼中，
《风城谍影》项目受到游客热捧，它以 20世纪 20
年代天津谍战为背景，设计角色扮演、实景解谜
游戏的环节。游客化身情报人员，在舞厅通过摩
尔斯电码接头，在书房破解加密档案。项目运营
两年间，游客停留时间从40分钟延长至3小时。

这种“空间即剧本”的理念，在百年张园《破
晓》和津城静园《迷踪》中进一步升级。我们利
用信件、邀请函、日记等真实感强的实体道具
解谜，配合机械装置，引发游客探索秘闻的兴
趣；游客还可以通过暗号与NPC（游戏里的非
玩家角色）互动，沉浸式体验历史穿越，解锁关
卡和升级道具；剧本将历史知识融入剧情，角
色和探索动线与场馆紧密结合，让玩家轻松学
习历史知识。

《破晓》依托 20世纪 20年代真实谍战事件，
将这座曾见证溥仪离津、中共天津市委诞生的
建筑化为立体剧本，游客手持解密手册，寻找情
报、破译密码，关卡设计巧妙关联张园建筑特
征。数据显示，游戏推出后周末客流增长
130%，印证了“深度参与”对文化记忆的强化作
用；静园则巧妙利用原有建筑进行道具布置、谜
题设计与剧本改编创作，使建筑参观从被动观
览变为主动探索，历史知识点留存率较传统讲
解提升一倍。三个项目虽主题各异，却共同构
建起“解密—探索—沉浸”的体验闭环。

我们对历史建筑的活化不再局限于单体运
营，接下来将通过主题联动、动线设计、数字导
览等形式，将分散的小洋楼串联为沉浸式文旅
主题的“城市剧场”。在这里，每栋小洋楼都是
舞台的幕布，每块地砖都是剧本的注脚——历
史不再尘封于展柜，而是化作可触摸、可演绎、
可共创的鲜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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