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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红色文创从最初概念成形到如

今“出圈”，不过用了几年时间。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拥有丰富红色

文化资源的上海，正在发挥世界设计

之都的独特优势，发动社会各界的力

量，开发红色文创产品。红色文创“出

圈”的背后，少不了文创开发者们的

辛勤付出和与时俱进的智慧，也少不

了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的寻根探索。

———编者

看红色文创如何“出圈”
科技加持、直播带货、后浪参与———

◆ 琳 恩

    “五一”假期里，渔阳里广场人潮涌动。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潮流之地，5个名为“时光
之镜”的红色体验亭，吸引着来往的行人驻

足排队。
走进这 5个“时光之镜”，相隔百年的年

轻人就能跨越时空“相遇”“对话”。用手掌触
及屏幕，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的中学生邓恩

铭，翻译《国际歌》第一个可传唱?本的瞿秋
白，红十军的创始人、曾在狱中写下《可爱的

中国》的方志敏，中共唯一女创始人向警予，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的音容笑貌便

会出现在屏幕上，向体验者讲述昔日的革命

经历。很多体验者心潮澎湃地与革命先辈们
“合影留念”，通过与体验者隔空击掌等程序

的设定，不少年轻人已经与这些革命先辈约
定“相会在中华复兴时”。

历史书上的那一页就是这些革命先辈的
一生。而现在，利用互动科技加上沉浸式体验

设计，“时光之镜”这一红色、新潮、艺术化的
公共文化体验产品，不仅以先烈视角生动地

再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新奇的展现方式也
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参与体验，在市民、游客中

掀起传承初心的浪潮，成为申城红色文创的
又一大创举。我们看到用科技加持、直播带

货，甚至是鼓励有能力、有潜力的后浪们直接
参与设计，一系列不拘一格的创新，让文创不

断“圈粉”，成为上海的大 IP。

与年轻人同频“共振”

如何让红色文创设计与年轻人形成同频
共振，在实现共情的基础上，让他们更深入了

解党史、上好党课，是红色文创产品开发者们
面对的重要命题之一。

在这方面，不少新的尝试已经取得了亮
眼的成绩单。很多年轻人都对去年“追梦

者———七一特别活动”记忆犹新。奥运冠军吴

敏霞身着设计灵感来自 1915年在上海创办

的《新青年》杂志的上海品牌 T?衫，带领大

家云游红色地标场馆，这种将红色精神、上海
品牌、时尚、创意、直播带货深度融合的创新

红色文化传播形式，着实让年轻人们眼前一
亮。据悉，在那场“追梦者———七一特别活动”

直播中，有逾 6000万人次“围观”，效果之好
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精准

地击中了年轻人的心。
除了直播之外，设计有趣的盲盒产品，也

成为申城文创吸引年轻人的另一大“法宝”。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

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
题。为此，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的中共四大纪

念馆，就在“四史”学习渐入佳境之时推出过
以“工农联盟”主题雕塑为原型的 Q?人物

设计盲盒。
这 5个盲盒形象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学

生、军人、妇女，以搪塑制作工艺技术进行 3D

开模，其原型是位于纪念馆序厅的主题圆雕

《工农联盟》形象。当时艺术家创作主题雕塑

时，知识分子参照的是瞿秋白的外形气质，女

学生参考的是向警予的照片资料。有了历史
资料作为背书，四大纪念馆团队在设计盲盒

时，有的放矢，在将五个形象卡通化的同时，

也尽力还原他们的造型、服装、手持道具等

元素。比如，农民手中除了镰刀之外，他们
还特意增加了麦穗的元素，寓意丰收；军人

手中的步枪以及军装则是根据史料来绘
制的；女学生手中握的书本采用的是纪

念馆藏品《新青年》季刊的封面等。团队
在设计上力图做到萌趣，但细节处理上也

毫不含糊。

不只是设计本身处处讲究，盲盒的打
开方式也别有深意。据悉，要得到盲盒，前

来参观的参观者先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通
过知识问答、定向搜索、趣味游戏等形式深

入了解党史、认识“四大”，通过知识有奖竞

答，有机会赢得盲盒。凭借扎实的党史知识

赢得的盲盒，对于年轻人来说“真香”，也会
让他们倍觉珍惜。

全新方式讲述红色故事
开发充满新意的红色文创产品，也同

样需要跳脱传统思维，寻找讲故事的角度

和方式。
其实，深挖红色文创背后的故事，也很

吸引人。比如，有年轻市民在参观宋庆龄故
居时，因为好奇买了设计成腊肠狗的 U

盘。最初，他是被 U盘有趣的狗狗设计所

吸引，而之后，在参观过程中，通过讲解员
的介绍，他这才知道，宋庆龄曾养过这样的

宠物。一枚小小的文创 U盘，让他看到了
这位传奇女性生活化的一面，也激发了他

研究历史的好奇心。市民们能有这样的感
受，让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孙中山宋庆龄文

化创意研究与推广项目运营负责人华晏颇
感欣慰，他表示，用文物演绎故事，传递历

史的精神，文创人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换一种方式，因地制宜讲故事，也能让

红色文创产品深入人心。动起来、转起来、
跳起来，这是人们对上海大剧院近日推出

的“祖国的光辉照我心”红色系列文创的总
体印象。作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

大剧院通过一场场文艺演出传承着红色基
因。而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大剧院文创团队

融合了大剧院舞台上定期展演的红色经典
剧目形象，与上海城市剪影的画面，设计了

包括“积极分子专用包”编织袋、“打了鸡
血”笔记本、“舞动连环画”艺术胶带、“倍儿

精神”搪瓷杯等一系列红色文创。

当“舞动连环画”艺术胶带徐徐展开，连

贯的舞姿在指尖的拉动下不断变化，像电影
胶卷，也像舞动的连环画；作为整套产品中颜

值担当的“倍儿精神”搪瓷杯，精神抖擞、干活
不累的舞者形象，伴随着上海地标东方明珠

的剪影，展现出充满力量的舞姿。用设计团
队的话来说，这些鲜活灵动的红色舞者形

象，寓意在新时代发展路上，文艺工作者对

党与祖国的情感与初心传承，要舞动下一个
百年的辉煌。别具一格的设计思路，让整套文

创产品展现出场馆的特色的同时，绽放出律
动的活力。

“打开脑洞”的设计还有近日亮相的“71

路红色文创”。71路是沪上唯一中运量快速

公交路线。这条靓丽的城市风景线不仅服务

优质，还途经中共一大会址、二大会址等红色
文化地标，整条线路等同于党史学习教育的

流动课堂。抓住了这条线路的独特资源，久事
文传联合久事公交打造了包括书签、冰箱贴、

文化手账本等在内的红色文创产品。其中，71
路红色专列折叠书签，以 71路途经的中共一

大会址和中共二大会址为形象，不仅是金属

书签，更像是纪念“车票”。带着它踏上流动的
党史学习之旅，对于出行者来说也具有特殊

的纪念意义。

初心不变，后继有人
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共同支

撑起当代上海的文化大厦，赋予上海都市文

化旺盛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以及海纳
百川的襟怀和气度。而令人欣喜的是，不少青

年学子也以自己的创意投身到红色文创的设
计之中。

在去年举办的第一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

大赛颁奖典礼的舞台上，就出现了不少在校
学子的身影。比如，一位高校设计专业学生

以众多红色地标的路牌和门牌号进行组合，
构成的《回忆革命之路》手机壳，凭借醒目的

外形用色、时尚热闹的美感和本身实用的功
能，获得了评委们的好评，一举摘得大赛一

等奖。
而在第二届大赛中，更多年轻后浪们积

极参与，不少秉持着实用有趣的理念的设计
作品也是可圈可点。有学生团队结合上海建

筑与红色元素，运用衍纸工艺，一口气设计了
手表、立体卡片、衍纸礼盒、环保袋、交通卡

套、明信片、本子、餐具等 9件文创产品，呈现
了一套丰富的红色礼盒套装，作品完成度令

人惊叹；还有学生利用 3D建模，还原了中共
二大会址的部分建筑，做成了极具实用性的

《3D石库门书档》。这些参赛作品并不一定
都会转化成为市场上量产的设计产品，但在

学习红色文化和文创产品创作的过程中，后

浪的爱国主义情怀已经通过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逐渐养成。
百年之前，正是一批年轻人走在时代前

列，浴血奋斗，创造了光辉历程，取得了彪炳
史册的伟大成就。而如今，时代变了，但是初

心从未改变。赓续红色基因、彰显海派魅力、

展现江南风韵，年轻人对红色文创的热情，不
只在于买买买，也在于传承精神和接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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