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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推
出的“何尊雪糕”，
可谓是赚足眼球，
不少人为这样的创
意点赞。与此同时，
我市大量相关非遗
文创也出新出彩。
这些年，我市文创
从简单的“贴图”生
产纪念品，发展到
利 用 资 源 实 现 跨
界。文创发展实现
了质的飞跃——

本
报
记
者 

于
虹

新
格
局

文化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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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和文物元素的台灯

马勺脸谱元素的背包

宝鸡文物元素的胸针和钥匙扣

文物元素的咖啡拉花 何尊造型的雪糕

文物文创跳出传统
“五一”假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联合西安一家文创公司，创作出了一

款以国宝何尊为原型的文创雪糕，一

经上架，就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拍照。

5月 7日，记者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里见到了何尊造型的雪糕，在外形上，

它还原了何尊凝重大方的韵味，口味

上也推出了巧克力和牛奶两种。

除此之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还

与咖啡店合作，把何尊铭文中的“中

国”两个字，在现磨咖啡的拉花中呈

现；还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标识，

也呈现在咖啡的拉花里。

喜爱购买文创产品的“90 后”青

年唐慧敏说，宝鸡这几年的文创越来

越有新意了。每次有朋友和同学来宝

鸡，唐慧敏都喜欢带他们去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临走时还会买几件文创产

品送给大家留念。“从开始的

文物复制、图案复制，到后面

的冰箱贴、胸针、抱枕、T 恤，

再到如今的美食，我们的文

创产品也紧跟时代步伐。”唐

慧敏说。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文化

产业部主任李扬，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文物文创

领域，他们也是一直在摸索

中前行。这几年形成了青铜

器复制品系列、邮币系列、文

具系列、生活用品系列、民

间工艺系列 5 大系列 100 余

种周文化创意产品体系，先

后获得“弘博奖·最佳展示

奖”，陕西博物馆协会文化产

业专业委员会文化创意产品

各类奖项。其中，“我爱你中

国”“吉金录”两个子系列产

品，受到了不少游客的赞誉

和喜爱。

李扬也坦言，放眼全国，

宝鸡的文创要走的路还很

远，何尊雪糕也仅仅只是个

开始。下一步，他们在文创产

品研发上，除了打造实物类，

还将在数字类上下功夫。

非遗文创蓄势待发
说起我市的非遗文创，不少人能

想到的也许是泥塑老虎、刺绣抱枕，

其实，这几年，我市非遗传承人不断

与时俱进，从流行文化周边，到IP 联

名消费品，文创产品的边界已得到极

大拓宽。

今年初，我市马勺脸谱非遗传承

人张星与广州一家企业合作，由张

星负责设计脸谱形象，并以版

权授权的形式卖给广州这家

公司，这家公司负责包包的生

产和销售。这批包包在抖音等短视频

上线后，取得了不错的销量。张星说，

以前他自己设计作品并制作售卖，可

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他也在网上卖

货，可由于种种原因，都影响了销量。

在他看来，只有将非遗作品变成产

品，并进行量产，才能让这门手艺传

承下来。

无独有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

继友也与多家企业合作，从护肤品到

酒水，搭载大IP，也让马勺脸谱被更

多人了解和认识。

除此之外，非遗+ 文物，也是我

市不少手艺人的灵感来源。去年我市

马勺脸谱非遗传承人薛亚兵，就将何

尊形象与马勺脸谱结合制作成台灯，

造型大气古朴。

除了传统的创新，今年 4 月份，

张星接到了一份来自支付宝的邀

请，让他创作一些马勺脸谱图稿，放

在网上进行数字藏品售卖。经过设

计选择，最终选择了 5 幅作品将在

网上售卖。

随后记者打开了数字藏品查看

相关介绍，数字藏品是指将作品、艺

术品或商品经过区块链技术进行唯

一标识处理后成为数字收藏品。在这

里所有物品结合动画和 3D 数字技

术进行创作，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和数

字化技术创新呈现。记者看到，这里

既有文物作品也有非遗作品，种类五

花八门，买家只需要花费十几元或者

二十几元就可以购买这件数字作品。

从销售情况来看，当天所展示的数字

藏品基本都已售罄。2021 年是“数

字元年”，不少行业已经加入到NFT

里，它属于“元宇宙家族”的一员，因

其具有稀缺性、独一无二性和不可分

割性，成为继盲盒之后又一激起年轻

人强烈购买欲的潮玩商品。

文创之路任重道远
宝鸡是文物大市，也是“非遗”大

市，但就现有文创项目和文创企业发

展情况来看，我市文创产品存在普遍

低端，企业发展规模较小，市场销路

过窄等问题。

而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每年

文创销售额不断攀升。据有关资料显

示，去年“双十一”时，全国近百家博

物馆参加活动，开售首日同比激增超

400%，新文创成为当年“双十一”的

黑马之一。

其实，大众愿意为文创

买单并非只有其他城市。宝

鸡文理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李

强说，之前他们跟千阳一家

刺绣合作社共同研发了一款

虎头帽的香包，一个香包 80

元，价格比其他家都贵，可这

独一份的设计让他们的香包

大火，被抢购一空。

李强继续谈到，这些都

说明了，随着物质生活的丰

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化

产品，作为优秀传统文化载

体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到

大众的关注和喜爱。如今，越

来越多的行业都开始涉及文

创，这对我们来说，是机遇。

不论是实体还是虚拟世界，

我们的博物馆、非遗传承人，

在研发文创产品时，都应该

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深耕文物、非遗背后的文

化内涵，将文化内涵与创新

形式融合，这是文创产品葆

有生命力的关键。

“这几年做得好的文创

产品，都并非是传承人或者

博物馆的人自己做，而是有

专业的团队，从设计、研发到营销，

这也告诉我们，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

的人去做，而宝鸡目前就缺少这样的

公司和人才。”李强说，这几年，我们

不少传承人通过不断出去交流，看到

了南方文创公司好的创意，也在积极

学习、模仿，转化成自己的产品，可由

于设计研发创新不足，销售渠道创新

不够，往往事与愿违。只有与市场对

接，寻求好的文创公司共同合作，文

创产品在创新中吸引更多人尤其是

年轻人，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播，扩大

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