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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精致了！ 不愧是九龙九凤冠！ ”

一位买家在电商平台连续蹲点多日，终

于抢到了“心心念念的冰箱贴” 。

为了拥有这款“超高人气” 的凤冠

冰箱贴，中国数万消费者做足了功课，抢

到的“幸运儿” 还在社交平台热心分享

“抢购攻略” 。 在这家电商平台，这款近

期 “顶流” 冰箱贴每天晚上 8 时发售

200 件。

在线下，同样“一冠难求” 。 早上 6

时多， 就有上百人在国家博物馆门口排

队， 翘首等待馆内文创商店约 9 时开始

的抢购。每天会有 1000 人拿到购买这款

冰箱贴的“入场券” ，每人限购两件。

这款以国家博物馆 “镇馆之宝” 之

一———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为设计灵

感的冰箱贴，7 月下旬上架以来销量已

近 8 万个，徽章、书签、钥匙扣等同系列

文创销售总额突破 1000 万元。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

杭州博物馆的影青釉里红高足瓷杯、陕

西历史博物馆的彩绘雁鱼铜灯……用高

度还原“爆款” 文物的冰箱贴搭建一座

“微型博物馆” ，已成为中国年轻人的新

风尚。 这也反映出文创市场对年轻消费

者需求的精准把握。

“既可以提供情感共鸣和情绪价值，

又能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和文化深度体验

的追求。 ”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副研究员卜希霆看来， 近年来不少文

创产品挖掘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融汇独

特性、艺术性和实用性，对年轻消费者尤其

具有吸引力。

“通过购买文创更多了解一座城市、

一处名胜，会让人有‘把旅行见闻带回家’

的感觉，非常美妙！ ” 对于从吉林来山西游

玩的马先生而言， 购买特色文创产品已成

为外地旅游的必选项。

在山西省太原市钟楼街一家名为“晋

礼” 的文创店内，各式山西特色文创产品

琳琅满目，多达 2000 种。 这家店的经理助

理孔祥权透露， 他们的文创产品融合了本

地特色的文化、 著名古建的韵味与当代年

轻人喜爱的时尚元素。去年，文创店销售额

近 590 万元， 今年预计将攀升至约 800 万

元。

他介绍，店内商品中，以还原文物、古

建等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文创约占四

分之一， 更具创意和科技含量的现代文创

约占四分之三。例如，一款灵感源自应县木

塔的 AR 版冰箱贴， 顾客只需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即可观赏到“木塔与燕飞叶落” 的

动态景象和有声视频， 体验感和互动性大

大提升。

从传统文物保护到文化创意产品的商

业转化、艺术升华、数字赋能，中国文创产

业正经历一场业态革命， 在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加持下展现勃勃生机。

据市场研究机构智研咨询发布的报

告，2023 年中国文创产品市场规模已达

163.8 亿美元，增速为 13.09%。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毛锦凰

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

水平提升， 年轻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单

纯的物质消费， 而是更加注重消费的

品质和体验， 由此加速催生了文创产

品的创新。

“年轻人对文创产品的需求，也

反映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

爱。 ” 毛锦凰说。

“小文创” 的背后有着中华文化

的强大支撑。 文创产品依托中国悠久

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将文化元

素进行提取、转化和再创造，并与现代

审美、实用功能相结合，与消费者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产生了强烈共

鸣。

“我每次都会在国博看一看，这

里是展示中华文化和历史的殿堂，每

一件展品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 幸

运地抢到凤冠冰箱贴的王女士是北京

本地人，也是国家博物馆的“常客” 。

这次她又仔细参观了九龙九凤冠所在

的“古代中国” 陈列展。

截至 2023 年末，中国共有各类文

物机构 9645 个， 其中登记备案博物馆、纪

念馆达 6833 个。 2023 年，中国各类文物机

构举办了 3 万个陈列展览， 接待观众超过

14 亿人次。

“小文创产品已成为撬动文旅产业发

展的新亮点。 ” 卜希霆说，通过满足消费者

多样化需求、增强多元旅游体验、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以及推动文旅技术创新， 未来文

创产品将在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据新华社

去年，《宗师列传》系列第一季《宗师

列传·唐宋八大家》 凭借新颖的节目模式、

多元的文化解读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收

获了广泛好评。 新一季节目《宗师列传·大

唐诗人传》近日在央视一套开播，节目聚焦

唐代“顶流诗人” ，透过“初唐四杰” 以及

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王维、杜甫、岑参、白

居易、李贺、杜牧等诗坛巨匠的人生故事挖

掘诗词文化魅力， 让观众与节目一起 “穿

越” 时空，直击名篇诞生的瞬间。

大唐是属于诗歌的时代，风骨雄健、文

思飞扬的唐诗创造了傲视古今的文学高

峰，被誉为“初唐四杰” 的王勃、杨炯、卢照

邻、骆宾王为大唐诗歌拉开了帷幕，宣告了

唐诗气质的最初成型。《宗师列传·大唐诗

人传》开篇，主持人撒贝宁、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教授谷曙光、 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雨组成探访团“穿越” 时空踏入初唐时

期的长安。

节目创新视听表达，让探访团走进“初

唐四杰”跌宕起伏的人生，讲述他们是如何

掀起诗文革新的高潮，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首期节目由演员马天宇饰演王勃、 叶祖新

饰演杨炯、牛子藩饰演卢照邻、蒋毅饰演骆

宾王，再现“初唐四杰” 的风华。 节目中揭

示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间错综

复杂又惺惺相惜的关系， 并将目光聚焦于

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 的《滕王阁序》，

还原了创作背后的风云变幻与情感波澜，

让这段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再次焕发光彩。

大唐初期，“宫体诗” 因繁复华丽、细

腻缠绵的风格，占据着文坛的主流地位。 而

“初唐四杰” 横空出世带来了唐代诗坛的

变革浪潮， 他们坚信诗歌的灵魂不在于辞

藻的堆砌，而在于心灵之声的自由流淌，必

须融入生命的真挚体验与思想的深刻洞

察。 在节目中，诗、诗人、时代大事件交织串

联， 让观众得以窥见长安城中的气节、风

骨、情怀和胸襟。

《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没有局限于

宗师故事本身，节目通过演播室特别设置的

“专家会议” 环节，让探访团以当代人的视

角深度解析诗词诞生背后的名场面，挖掘名

篇的当代价值及时代意义。 品读 《滕王阁

序》，谷曙光称赞王勃是共情高手，无论是

少年、青年，还是老年人，都能从诗中找到自

己的影子， 对那些失意的人而言，“冯唐易

老，李广难封”像一面镜子照见自己；“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所形容的

景色“人人心中有，却又人人笔下无” 。

《滕王阁序》对杨雨触动最深的一句则

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

盈虚之有数” 。 她感叹一个 26岁的青年写出

这样一种沉郁、深厚的人生感慨，直接向宇宙

时空发问，向命运质疑，打动了今天的自己：

“再个性化的生命体，放到漫长的历史时空，

放到那么浩渺的宇宙当中去， 它又不过是沧

海一粟。 ”

延续上一季的模式，节目的一大亮点是

开启了千古穿越的双向奔赴通道。 主持人撒

贝宁不仅带领探访团以“今人”身份穿越千

年，还在大唐与当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时光桥

梁，邀请王勃以“古人” 之姿回到今天的江

西南昌，“故地重游” 营造出文心相通的时

空共鸣。

新一季节目继续 “沉浸式实景演绎 +

电影化拍摄 +AI 赋能文旅体验” 的创作理

念， 在沉浸式实景演绎与历史情景重现中

切换，在真人秀与影视剧中无缝衔接，让观

众感受到古人的诗意沉淀在今天的现实生

活里，“唐诗就在我们身边” 。

邱伟

穿越回古代，遇见“唐诗天团”

《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日前开播，这部剧带你———

“小文创”何以撬动

文旅“大经济”

小小冰箱贴火爆

文化观察

凤冠木质冰箱贴

金面罩文创冰箱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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