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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撕掉了“永世不得开放”的封条，推开了宫门，大着胆

子步入其中。众人察看之后，院中并无异象，就在大家转身

准备离开之时，后院角落的一口古井中悄然伸出了一只惨白

的手……工作室负责人格子告诉《新民周刊》，《修复师》

正是工作室小伙伴们从故宫这些年的“逆生长”中得到的灵

感和启发，“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做剧本杀的研发，吸引年轻

人也成了我们的功课。我们团队中有曾在故宫工作的同事，

得益于这两年故宫修复师的火热，我们最新出品的剧本《修

复师》，一出现就受到了市场的追捧，目前全国 90 多个城市

都可以玩到这款游戏，可以说也是借了故宫的东风”。

年轻人在哪里，故宫就去哪里

自从故宫在文创产品天地中打下一片江山，故宫、国风主

题的产品大行其道，但就如故宫“萌萌哒”的文创产品实际上

不超过总量的 5%，故宫的外延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开阔，事

实上，故宫自己才是各种跨界尝鲜的最大实践者——年轻人在

哪里，故宫就去哪里。

故宫的年轻化探索也带动着同行们一起“逆生长”。2017 年，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开播，节目融合纪录片和综艺

两种创作手法，打破了观众对文物国宝的以往认知：历史，不

再是上下五千年的数字，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而文物，

也不再是“庙堂”之上陌生的物件，它们开始变得生动。

第一期中的国宝都来自故宫，有“瓷母”美誉的清乾隆各

种釉彩大瓶一出现就赢得了超高的讨论度。毕竟，大家还记得

不久前刷屏网络的一张图片：一张雍正朝的小碗和一

只乾隆朝的小碗放在一起，乾隆小碗喊了一声“皇阿

玛”，旁边雍正小碗则怒其不争地表示：“闭嘴，你

这农家乐的审美遗传的谁？”而“瓷母”的出现，则

让乾隆“农家乐审美”的帽子越戴越稳了。

青年演员王凯扮演的乾隆讲述中国瓷器的片段，

讲到御用瓷器自圣祖仁皇帝起就以素雅为主，但乾隆

偏要做不一样的烟火，打算打造出集 17 种花色为一

身的集历代之大成的瓷器，直教王羲之都不满地入梦

前来吐槽——自己的《快雪时晴帖》总共 28 个字，

结果被乾隆盖了 172 个章，还题满了观后感，如今还

想做各种釉彩大瓶，这审美，实在难以恭维啊！

不过，乾隆就是这样“汉子”，虽说他的坚持没

能取得什么艺术审美上的造诣，却成就了这个让瓷器烧制技术

达到登峰造极的案例，展现了当时顶尖的制作工艺和海纳百川

的文化自信，也使得这件文物成为了不可复制的国宝。

“看了这期《国家宝藏》后，我又去了一趟故宫，专门看瓷母、

石鼓和千里江山图，知道了文物前世今生的故事后再来看文物

本身，感觉很厚重也很有感触。”秦无忧表示。

《国家宝藏》的成功，带动了一批以文物为主题的节目，

2018 年，《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每集 5 分钟的篇幅展示了

100 件文物，将一个个“大国重器”送到了年轻人面前。同年，

《上新了·故宫》邀请年轻人喜爱的影视剧演员走进故宫，带

着观众一边了解历史，一边领略宫廷之美，并打造承载故宫故

事的文创产品，开启博物馆综艺消费全新模式。

故宫还与各种品牌共同研发产品，此外，故宫和换装手游

奇迹暖暖合作，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神还原到了游戏人物身上；

故宫还和 Google 一起合作了快闪实验室，向公众展示了艺术作

品数字化的可能 ......

当然，也有一些人质疑故宫如此跨界营销，是否“本末倒置”，

他们认为故宫的“本”，乃是配得起文物收藏的学术研究，而“末”

才是获得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不过，作为领风气之先的故宫，

至少做到了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开始关注并参与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保护传承中来，“提升文化传承、文化认同、文化影响力，

才是故宫文物保护更关键的使命。现在故宫被充分地关注、曝

光和争议，我觉得故宫反而更健康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

传媒学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不管怎样，600 岁的故宫还是以愈加年轻、时尚、亲和的

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典雅而不深奥，亲和但不媚俗。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王津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