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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设计学系教师阚玉德表示，
文创产品要“添把柴火”，注重设
计与开发，引入当代艺术风格和生
活场景，关注创新性和便利性。敦
煌博物馆的飞天滑板、苏州博物馆
的“秘色瓷莲花碗曲奇饼干”能获
得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形象、定价
和材质多个方面顺应了目标消费
群体的需求，既有实用功能，又具
备审美价值。

“想要设计出优秀的文创产
品，要杜绝盲目跟风。”国家文化
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李嘉珊说，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
尚属年轻，这更需要业界人士沉
下心来，讲好自己独特的文物故
事，让文创产品与当代人的生活
方式对接，才能赋予文物恒常的
生命力。

（据《北京晚报》）

国博（北京）饮食文化有限
公司廖飞算是一位文物经纪人，
他和团队最新研发的产品是“嫦
娥奔月”主题咖啡。月壤在国博
展出首日，这款咖啡上新。“服务
员把咖啡放入智能 3D 咖啡拉花
机，两分钟内，一幅栩栩如生的
嫦 娥 奔 月 图 就 浮 现 在 咖 啡 表
面。”廖飞说，这幅图取自唐代

“大吉”嫦娥月宫纹菱式铜镜，这件
文物正在国博“镜里千秋”展览
中展出。

最多的一天，国博卖出了 200
杯主题咖啡，有些游客喝了咖啡后

会循着图案去看文物原件。廖飞
说：“这就是我们做文创的目的，
希望吸引更多人关注展览，愿意去
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包装动辄上百岁文物的“经
纪人”，必须紧跟时尚。河南博物
院的“失传的宝物”考古盲盒一度
脱销，百余种仿制的青铜器、玉
器、陶瓷器埋藏在“一抔土”中，体
验者可以用内赠的“洛阳铲”挖掘
出来。市民韩女士说，自己动手，
体会到了发现文物的惊喜瞬间，
也更愿意主动了解宝物背后的
经历。

一杯咖啡引流主题展

用创意将文物引入生活

创

新

观

点

今年是茅盾先生逝世 40周年。乌镇中学的学生们日
前来到当年茅盾求学之处——浙江桐乡乌镇立志书院，朗
诵大师名篇，讲解大师生平，向大师致敬。

从江南水乡走出的文学巨匠茅盾，留下了《子夜》《春
蚕》《林家铺子》《风景谈》《白杨礼赞》等诸多经典。他是著
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
的党员之一。1981年 3月 27日，茅盾逝世。

立志书院后经复原，如今和茅盾故居一起，都是茅盾
纪念馆的一部分。乌镇中学德育副校长朱斌海介绍说，从
上学期起，学校就在七年级（初一）学生中选择志愿讲解
员，经过培训，首批 9名学生 27日被纪念馆聘为讲解员。

馆长王飞鹏说，我们阅读茅盾作品，不但能感受文学魅
力，而且能深入了解作品中的时代气息。“观众来到纪念馆，
是希望感受茅盾先生的文学成就和革命精神。”（据新华社）

大师身后40年
茅盾故居感“立志”

《中国农历历法展》3 月 23 日至 4 月 30 日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介绍了中国历法的相关知识，
通过书画、日常生活物品、短片等展现了与中国农历有关
的风俗习惯、农历新年以及十二生肖等内容。新华社发

一个 11岁的小小广州少年，因为热爱虫子成了昆虫
小专家，在家里养了 200多种昆虫。这是正在 B站播出的
人文纪录片《小小少年》第三集所讲述的故事。

由 B站出品的人文纪录片《小小少年》日前在北京自
然博物馆举办了“自然之道”主题观影会。《小小少年》上线
后，很快便以共情力十足的内容引发热烈讨论，有关极致
热爱的话题更是斩获各大平台热搜榜单。

总导演孙超表示，节目聚焦那些非常痴迷于某一领
域，并且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热爱，甚至为了热爱付出寻常
人达不到的时间和精力的小小少年们，通过他们的成长故
事，让更多观众看到少年身上闪闪发光的向上力量，让家
长和老师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观，从而为少年的成长提
供更多可能。同时，每个成年人也能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
的成长缩影，从而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据《北京日报》）

《小小少年》激发少年向上力量

这件由师生 20余人集体创作的作
品，创作于 2016 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
周年之际，时任央美造型学院基础部主
任张路江教授策划，基础部师生共同筹
备参与。带队教师张瀚回忆，创作团队
降落在阿坝红原机场的第一晚，由于大
多数学生是第一次来到高原，不少人产
生了高原反应。“机场海拔大概 3500
米，虽然我们之前也买了预防高原反应
的药物，但是当晚还是有 5位同学嘴唇
发紫，不得不到医院输氧，过了几天后
大家才慢慢适应。”

1934年至 1935年，红军第一、二、
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由若尔盖县出川入
甘。这也是在四川省境内，红军三大主
力唯一共同走过的县。上万名红军战
士长眠于若尔盖草地，至今留下了许多
广为传颂的英雄故事。不同于以往的
许多主题性创作，创作团队将目光聚焦
在微观的食物上，因为“沉潜于历史的
真实细节远比我们传颂的故事要更加
精彩和生动”。

为了更好地进行创作，根据收集
到的红军长征时期历史文献，团队成员
被分成了 12个小组，其中有负责方案
讨论的小组，也有生火、熟食、皮具、菌

类、熟食、野菜、草根等小组。这些小组
分工明确，例如生火组主要负责寻找长
征时期红军使用的炊具，并生火加热食
物，还原当时的真实场景；寻物组则要
深入到历史遗迹、名人旧居、当地藏民
住宅等场所中去，寻找当年红军使用过
的各类用具。

张瀚介绍，每一位创作团队成员
都亲自品尝过红军吃过的食物。在一
百幅作品中，有一张画的是大萝卜，“当
时我在藏区牧民家看到了这种萝卜，还
说红军能吃上这个，条件也还可以，结
果牧民告诉我这是喂猪的萝卜，那里的
人们都不吃。我带了一些萝卜到写生
基地，大家一尝，果真难以下咽，就像木
头一样干涩。”师生们还尝了煮熟的草
根、皮带，“通过味觉的体验，我们更深
刻感受到红军长征有多么艰辛。”

若尔盖的天气十分多变，师生们
在创作中经常遇到雨天和冰雹，为了方
便创作经常用干粮来解决午饭。“一开
始有的学生画出来的作品，是像课堂上
画静物一般，非常唯美。经过老师的指
导与他们的真实体验后，画面无论从笔
触、肌理还是精气神上都有了很大的不
同。”张瀚说，聆听着红军长征的故事，

很多同学都流泪了，在一望无际的草地
里，创作者与当年长征的红军仿佛产生
了一场精神和历史的对话。

在展出的百幅油画中，有许多动人
的细节。一些作品将青稞类、麦子类等
谷物粘贴在画面中，令人能闻到谷物的
芬芳。还有一幅特别的作品，画的是一
件叠好的军服——在临终时刻，有红军
战士担心死去后身体僵硬不好脱下衣
服，就自行把衣服脱下，以备后来经过的
红军取暖或者将衣服烹煮作为“食物”。

展览“功夫——造型学科基础部
成立 20周年展”共分为德、素、彩、行、
延、谱六个板块，展出历年留系优秀作
品百余件，同时展出中央美术学院的院
藏精品和历年基础部的教师作品。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
重视基础教学是中央美术学院最重要
的传统，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全面
展示造型学科基础部成立 20年来的教
学模式与成果，并思考和讨论基础教学
的再出发与新发展。（据《北京日报》）

三星堆带火了

三星堆遗址最近上
新，拥有“迷之微笑”的
黄金面具等一批新出土
的文物重新带火了博物
馆里的老藏品，举着“自
拍杆”的青铜立人像、撞
脸“愤怒的小鸟”中绿色
小猪的陶猪等文物重回
热搜榜。对于这种“蹭
红”现象，文博专家给出
中肯建议，唤醒文物绝不
是一阵儿的事，要靠发掘
其背后的独特故事，通过
兼具实用功能与审美价
值的文创产品，给文物

“保温”。

日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
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
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 6座“祭
祀坑”目前已出土 500 余件重要文
物。这些文物几乎一“出道”，就成了
明星。网友们参与云考古，给文物制
作有趣儿的表情包，通过建模还原文
物全貌。

同时，一批博物馆里的老藏品
再度引发关注。最具人气的当属
上世纪 80 年代三星堆出土的一件

“青铜大立人”，人们对它手持的到

底是什么倍感兴趣。有人认为是
象牙，有人说是玉琮或金杖，甚至
有网友大胆猜测，青铜像手握“自
拍杆”。

不过，这种热度能持续多久，还
是一个未知数。市民张楠喜欢参观
博物馆，她说：“很多文物都曾经火
过，但除了一些像《千里江山图》《清
明上河图》等重器，其他的文物热度
很快就下去了。”文物爱好者宛女士
则表示，希望文物成为老戏骨，而不
是爆红一下就“销声匿迹”。

文物藏品亟待文创“保温”

现

象

30年前出土文物翻红

央美师生画的《红军食谱》。

野菜、草根、树皮、皮具，当这些红军长征中的真实“食物”
被一一收集起来，会给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日前，“功夫——造
型学科基础部成立 20 周年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
厅内以三面墙的空间展出了央美师生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四川
省若尔盖县，寻觅并绘成的一百幅油画《红军食谱》。

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
这些如雷贯耳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出
处，那就是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陵
山的满城汉墓。除了这些，这里还出土
了一口 2000多年前的“高压锅”——熊足
铜鼎。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
妻窦绾之墓，有“天下第一崖墓”之称。河
北博物院社教部李雅雯介绍，满城汉墓出
土大量与饮食、烹饪有关器物，如鼎、釜、
镬等炊器；壶、杯、罍等酒器等，不仅造型

精美，制作精良，而且设计科学，其中就包
括一件构思巧妙的熊足铜鼎，被称为“古
代的高压锅”。

熊足铜鼎通高 18.1厘米，口径 17.2厘
米，腹径 20厘米，出土于满城汉墓 1号墓，
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器身呈椭圆
球形，鼎的三足为蹲立状的小熊。小熊作
蹲立状，双眼圆睁，咧口微笑，模样十分娇
憨可爱。鼎腹两侧各附一长方形竖耳，鼎
耳上各有一只伏卧的兽。鼎耳穿轴，轴穿
过伏兽的臀部，使它可以绕轴翻转。鼎盖

则像一只倒扣的钵，顶盖微鼓，上面等间
距地环立着四个小兽。合盖前，先将鼎耳
上的小兽掀开；合盖后，将它翻过来扣在
盖上，再旋动鼎盖，使伏兽的背正卡在立
兽颔下，鼎盖随之被闭锁起来,与现代高
压锅极为类似。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铜鼎，三
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铜鼎最原始
的作用，是炖煮和盛放肉类，相当于现在
的锅。

李雅雯介绍，2000 多年前的古人凭

借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设计出
的这种闭锁结构类似于现代的高压
锅，设计之科学、构思之精巧，着实令
人赞叹。

据史料记载，汉代皇帝拥有庞大的
饮食服务管理体系，除了专门管理不
同门类食物的官吏之外，当然还有大
量奢华富丽的饮食器，这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会设计出如此构思精巧的熊足铜
鼎了。

（新华社石家庄3月29日电）

见过吗？2000多年前的“高压锅”

央美师生重回红军长征历史现场，寻觅品尝野
菜、草根等食物

他们用一百幅油画
绘出“红军食谱”

青铜大立人像。（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9日电 记者 29日从文化和旅游
部获悉，将于 4月至 10月在全国组织开展“唱支山歌给党
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营造良好氛围。

当日召开的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司长李宏介绍，各地将因
地制宜举办各具特色的群众歌咏活动100多场。活动还将采
取线上线下联动形式，包括开展“最美歌声”短视频征集活
动，推出歌唱艺术普及慕课，让大家线上唱、线上学、线上赏。

文化和旅游部将联合互联网地图平台上线“山歌地
图”，让大家在歌声中重温百年党史，挖掘歌声背后的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发布会上，记者还获悉，文化和旅游部将实施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包括“三个
一百”，即“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遴选 100部近年来新创的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行重点创作扶持；“百年百部”传统
精品复排计划，遴选 100部已经受时间和观众检验的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进行重点打磨提升；“百年百项”小型作品
创作计划，遴选小戏、歌曲、舞蹈、曲艺、木偶、杂技等小型
作品 100个，进行重点创作扶持。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负责人单钢新表示，结
合建党百年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将进一步部署做好红色旅
游工作，包括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通过挖掘红色精
神内涵，扩大红色文化传播，持续提升红色旅游的社会效益。

文化和旅游部将在全国开展
“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

据新华社太原3月30日电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最
新考古成果称，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阳泉市发现一口九边
形木构水井，保存较完整，根据木构件测年数据等，综合判
断它的砌筑和使用年代在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

这口古井位于山西省阳泉市洪城北路东侧，北距平坦
垴战国古城遗址北墙 570米。2019年 11月，它在棚户区改
造施工过程中被发现。在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抢救性发掘
项目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阳泉市文物管理中心正式开
展联合考古发掘。

此井为平面九边形的木构支护结构，深 9米，上口内
径 4.5米。井壁四周由两端加工成原始榫卯结构的柏木相
互搭接成闭合的九边形后逐层垒砌，为增强稳固性，垒砌
过程中榫头朝向逐层更替，现存 38层。

“九边形的构造颇为奇特，砌筑工艺考究，木构件中的
槽口榫、企口榫等是现存较完整的早期榫卯结构实物，它
的发现对古井砌筑工艺、早期木构建筑的研究，以及平坦
垴战国古城的史料补充都有重要意义。”阳泉市文物管理
中心副主任郑海伟说。

山西发现一口
2000余年前的大型木构水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