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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十二艺节”东风

三大基因
造就申城新兴文创
“网红体质”

◆ 琳恩/文

蕴含着希望的五月，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将于
5月 19日至 22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基石，在
“文旅融合”时代的新机遇下，旅行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城市的餐饮、交通、
住宿、娱乐行业的蓬勃兴盛，也为上海打造文化精品 IP提供了时代机遇。文
化旅游产业相互融合，使得上海的文旅产业开启了大升级模式，为上海全面
打响四个品牌创造了发展的沃土。

    这是每一天都在上海的各大旅游景区发

生的事情———在城隍庙一尝特色小吃，捎带
购买富有上海传统特色的手工艺制品；登上

东方明珠鸟瞰浦江全景，顺便带一些包含地
标元素的旅游纪念品；到迪士尼乐园和米奇

“约会”时不忘剁手各式衍生品。
不过，随着消费者眼界的开阔、审美品位

的提升、消费观念的国际化，打造高品质文旅

产品成为文旅融合时代的大势所趋。如何打
造高品质的文旅产品？一方面是提升旅游行

业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就是打造文创精品。
近些年来，文创行业“网红不断”、精品迭

出，先有故宫的花式卖萌，再有萌准击中了人
们内心柔软部分而引发疯抢的“猫爪杯”。对

于屡屡制造文创爆款产品的秘诀，被称为“故
宫看门人”的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总

结出三点“心法”：其一，文创不简单复制馆藏
藏品，而要研究今天人们需要的信息和生活

需求；其二，充分挖掘馆藏藏品内涵，寻找与
今天社会生活的对接点，用文化影响人们生

活；第三点也很关键，就是不断追踪使用先进
的科学技术手段，追寻无限远的传播能力。

不过，单霁翔的“心法”针对的是故宫的
特殊情况。上海的文旅产品，必须有自己的内

涵。锻造富有上海本土特色的文创“新网红”，
该从何处入手？事实上，中共上海市委、市政

府印发《关于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
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中就明

确了上海的三大文化基因———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

如何将这三大文化基因运用到文创精品
的研发之中，用好、用实，取得口碑、社会影

响、销量多维度丰收，是申城文旅行业从业者

都在探索的新时代新命题。

不忘初心的创新纪念

上海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自 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伊始，这座城市便见
证了革命先烈为新中国成立而浴血奋斗的历

史。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目前，上海的革命
遗址遗迹总数为 657处，红色记忆遍布街头

巷尾，换而言之，上海有着丰饶且与众不同的

红色文化资源，红色精神是上海的文化底色。
但如何将红色记忆融入文创产品，打造

属于上海的“红色文创”，曾一度是行业的空

白。不仅是上海，2016年之前，全国革命类的
纪念馆都不怎么涉猎文创。这并不难理解，对

于红色纪念场馆、文创产业研发者来说，这是
一件需要进行反复斟酌和拿捏的事情，不少

人担心，红色历史文物的思想性、公益性是否
会与文创消费市场所要求的创意感、趣味性

不兼容。

然而，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以跨界新理念引入手绘的创意打造的具有纪
念意义的笔记本，大受欢迎。这全手绘笔记本，

用 20幅手绘图，寻找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
还原“家”最初的模样。其封面选用朱红色皮质

面料，内里采用高档环保纸，烫金工艺保留了
当年牌匾模样。打开扉页，插图是树德里出入

口里弄的模样，扉页左边书写着手绘笔记本的
名字：“树人立德”。而其中的各种精彩细节，诸

如对上海老物件的特写、对从不开放的一大会
址二楼场景的还原、以及把一大会址的过街楼

上独有的福字蝙蝠图案通过复刻运用到签丝
绳坠子上，更是经得起细细推敲。主创团队的

精心设计赋予了“树德里”笔记本天然的爆款
网红体质，而产品本身与纪念先烈、提醒现代

人不忘初心的本意并不违和。
不仅如此，纪念馆还引入 3D打印技术，

以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人捐赠的
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菊花砚”为原型，推出仿

制款，让人们在参观纪念馆后有机会把革命
历史文物“同款”带回家，起到纪念和教育的

作用。
这些探索取得成功，让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充满底气地率先打出了“红色文创”品

牌，据透露，主创团队还将陆续以石库门元素
为主题开发文创套装产品，为“党的诞生地发

掘宣传工程”助力。

清新隽雅的江南文脉

在上海城市历史文脉发展进程中，江南
文化一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拥江面海、

枕湖依岛、河网交织、水田共生，上海既是国
际大都市，又具有江南水乡的典型风貌。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上海的江南文化孕育出了众
多人文艺术大家。而这些宝贵的财富，也已经

成为文创 IP开发的重点。

最近的例子要数上海博物馆在其推出的
中国大陆地区首个董其昌艺术专题大展的同

时，带动了周边文创产品热销的手笔。
参观过董其昌艺术大展的人都应该记

得，展厅出口处特设的文创产品销售区人头
攒动的火爆景象。无论是书画文化爱好者，还

是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都对能以小百元的价
格就买到与大师笔法相关、充满着江南人文

韵味的眼罩、手机壳、钢笔墨水，甚至绿豆糕、
米糕等囊括吃穿用的文创产品产生浓厚的兴

趣。有人在看完展览后就一口气“剁手”了近
1300元的文创产品，可见上博团队在开发文

创上的老到和成功。
而事实上，在捕捉江南传统文化上，整个

研发团队下了十足的功夫。以在董其昌书画
展期间推出的文创产品“玄赏”米糕为例，研

发团队人员曾向媒体透露，小小的米糕上，每
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严谨的考据。策展产品时

正值盛夏，董其昌是松江人，为了深入了解当
地的风土人情，寻找合适的切入点，整个团队

顶着骄阳，冒着酷暑，一次次前往松江。经过
各种寻访和观察，他们了解到在历史上，松江

当地盛产大米，用大米做成软糯香甜的米糕，
是松江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色。以往，博物馆

的文创产品很少和吃产生联系，但是既然是

为了让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去了解文物、了

解历史，那为什么不能融入到吃喝的过程中

呢？于是，研发团队便决定做一批米糕，又因
为董其昌的字为玄宰，他们在米糕上印上“玄

赏”两字，有着一语双关的巧妙用意。
在策展阶段就提前介入，以上博多年来

对董其昌书画艺术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又
加入了江南文化的脉络，这让围绕整个展览

进行的文创产品游刃有余，成为比肩故宫文

创的一个精彩实例。

潜力无限的精致摩登

而海派文化特有的海纳百川、精致摩登，
则更是给了文创产品研发发挥和想象的空间。

比如，之前本报曾报道过，由王臻、王璐
兄妹创立的文创品牌“钲艺廊”，受到参与上

海优秀历史建筑的老瓷砖修复工作的启发，
充分挖掘徐汇的海派文化特色，从 1058处优

秀历史建筑中获取灵感，从石库门、外滩建筑

提炼元素，以珐琅砖工艺打造出可做茶盘、托
盘、果盘等各式用途的“海上砖”，成为具有鲜

明海派文化特色的旅行伴手礼。

又比如，由豫园商城推出的“豫园记忆”
文创产品中，豫园的标志九曲桥湖心亭被重新

以白描勾勒，印制在折扇、卡包上，清爽的蓝黄
配色，颇有 Art Deco风格，让人眼前一亮。

海派文化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毋庸置疑。
连迪士尼在为米奇庆祝 90岁生日的时候，也

巧妙地在米奇造型上植入了海派文化的精

髓。当时，迪士尼（中国）公司联合上博，以“博
物奇趣”为主题，把上博青铜元素和迪士尼经

典形象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 100多件文创
产品，古老的青铜纹样和经典的米奇就这样

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有人试图以简单抽象的公式来总结文旅

融合时代，文创产品研发成功的秘诀，然而，
从这些成功的实例中，人们很难归纳出不变

的固定模式。不过，要做出爆款文创产品，也
总是包含了抓住上海文化特色的基因，找准

城市的文化底色，对项目本身的研究有扎实
的功底。文创产品是门好生意，也是文旅融合

时代必须把握住的机遇，但研发优秀的文创
产品并非易事，只有深入扎根，在贴近热点时

又要摒弃浮躁，静下心来，拿出创意和诚意，
做出有故事、合时宜，又不乏精致巧妙的文化

产品，才能真正受到大众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