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0周年。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
云从罗布泊腾空而起，“东方巨响”震惊世
界，背后有我国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的
赓续奋斗。他们攻坚克难，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
星”精神。

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 23 位
科技专家中，14 位都是清华大学校友。
近日，“愿以身许国——‘两弹一星’元勋
中的清华人”展览在清华大学校史馆开
幕，展出 126 张珍贵图片和 60 余件（组）

“两弹一星”元勋的档案史料和实物档案，
不少珍贵档案首次公开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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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评弹评弹

时讯

每天 9 时开馆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门口总会排起长龙，而其中许多人都是为

了一个小小的凤冠冰箱贴而来。穿着红

色汉服的年轻姑娘付伃彤从上海赶来，在

天安门广场看完升旗仪式，7 时许就来到

国博排队，进馆后，她拿到了 700 多号的号

码牌，9 时 20 分，成功购买到了金属款和

木质款凤冠冰箱贴各一个，满脸兴奋地拍

下了照片。

需求爆棚
凤冠冰箱贴，木制款定价 46 元、金属

款 78 元，每天各限量销售 1000 件和 2000

件，每人最多可购买两件，常常开馆一个

小时内售罄，成为国博文创产品中的销量

之王。它以国博馆藏的明孝端皇后九龙

九凤冠为原型，这件明代顶级皇家制品，

是古代工艺的巅峰之作。凤冠采用了点

翠、掐金丝等工艺、镶嵌了 500 多颗红蓝宝

石、上千颗珍珠，华丽非凡。

今年 7 月，凤冠冰箱贴一经推出，就

迅速成为现象级“爆款”。首批 3000 件

木质凤冠冰箱贴一天半内就销售一空，

短短 4 个月售出 17.5 万余件。9 月发布

的“AR 金属凤冠冰箱贴”，开售当天 2 小

时 就 售 出 2300 件 ，上 市 2 个 月 售 出 35.5

万余件。截至 11 月 27 日，两款冰箱贴共

计销售超 53 万件，成为国博近 20 年来当

之无愧的“销冠”。

如此火爆，让国博文创团队始料未

及。国家博物馆经营开发部副主任廖飞

透露，由于工厂来不及生产，导致十多天

后柜台才顺利补上货。待到金属款凤冠

冰箱贴上架，团队备足了 6000 件货，希望

对冲一下木制款的热度。然而，仅 2 小时，

就卖了 2300 件。

如今，除了线下，国博也在天猫和京

东的官方旗舰店每天各限量销售金属款

1000 件、木制款 500 件。面对供不应求的

热度，廖飞回应，目前的产能已经达到工

厂的最大限度。最初木制款的生产线仅

10 人，现在已经增加到 40 多人，金属款的

生产线也从 15 人增加到 65 人。

独具匠心
和文物的繁复工艺类比，凤冠冰箱贴

在文创类别中也属精工细作。它在设计

上延续了九龙九凤冠的华丽风格。设计

师通过 3D 打印技术精确还原了凤冠的形

态，同时采用木质和金属两种材料，呈现

出质感上的多样化。每一粒串珠，都由工

人手工组装完成，可谓“粒粒皆辛苦”。而

凤冠中间椭圆形红色宝石的镶嵌，体现了

对自然形态的尊重和审美偏好。

其实，冰箱贴并非凤冠系列的第一款

文创。从这一系列刚推出，国博就嗅到了

其中的爆款潜质。笔记本、化妆镜、徽章、

毛绒玩具、音乐铃、钥匙扣、马面裙、雪糕、

咖啡等 10 余款凤冠系列产品，均得到了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

廖飞已经从事文创开发 20 年，他亲身

经历了文创从 1.0 到 3.0 的迭代，最初大家

追求的是文物的仿制件，后来开始借鉴卢

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的文创

设计理念，到现在国内的博物馆文创无论

是 种 类 还 是 数 量 都 已 经 走 在 了 国 际 前

沿。每一件产品的诞生，团队都当成一件

未来的爆款来打磨、研究、开发。

“国内制造业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对

于文创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廖飞也看到

顾客对于文创的美观、实用性的期待，也

在慢慢转变为了解它背后传递的故事，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 AR 文创，比如考古盲

盒，强化大家在观展时没有注意到的细

节，更好地了解背后的文化内涵。”

今年以来，国家博物馆累计推出各类

文创产品 200 余款，涉及 350 余个品类，出

现了凤冠系列、机甲拼插玩具、国博护照、

AR考古盲盒、马面裙、冷泡茶、节日礼盒等

多款备受观众关注喜爱的产品，观众在参

观展览之余，便可以“把博物馆带回家”。

文创产业的蓬勃，国博为公众提供了

更丰富的文化体验，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与经济价值。截至 11 月 27

日，国博文创产品销售收入比 2023 年增长

106%，文创的发展也带动周边产业就业，

直接解决社会就业人数超千人。这只是

开始，未来的文创产品或许会更加打破界

限，让博物馆的文化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赵玥

启动于 2003 年的北大《儒藏》项目是

一个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重大学术文

化出版工程，凝聚了中韩日越四国 500 位

学者的心血。两年多前，《儒藏》“精华

编”中国部分 282 册已全部出版。12 月 9

日，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捐赠 2500

万元，用于支持北大《儒藏》数字化项目，

相关成果在“识典古籍”上线后，将实现

人人可以使用《儒藏》的目标。

关于《儒藏》，季羡林先生曾用生动

的语言解读它的编纂价值：“《儒藏》实在

是非做不行啦，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

面子”“儒释道三家，我们有《佛藏》和《道

藏》，唯独缺少《儒藏》，交代不过去啊”。

他所说到的“面子”，其实就是文化形象，

而他说的“交代”，指的是这一代学者的

责任。在季羡林、汤一介等先生的推动

下，《儒藏》的编纂，很容易使人想到《四

库全书》《永乐大典》《资治通鉴》的出炉

过程，一部典籍背后的人影绰绰，往往藏

着编纂者宏大的文化理想，他们为之付

出的智慧与辛劳令人感动。

在《儒藏》之前，卷帙浩繁的典籍不

但寄托着很多文化人的梦想与期待，对

于大众来说也是一座座被崇敬与向往的

圣殿，一直到现在，能够翻阅古代典籍，

能够收藏部分印刷出版的典籍，都意味

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亲近。一家书

店，一个书房，若是有几排大部头的典籍

在列，总能给人带来安稳、厚重的印象。

在这种瑰丽的典籍想象当中，也藏有一

些令人感伤的情绪，比如《四库全书》中

国仅存“三部半”，《永乐大典》原有 22937

卷，现仅存 800 余卷，自然灾害与战争是

这些典籍被残酷吞噬的主要原因，它们若是能够完整保留至今

该有多好——这是无数人心目中一个美好的愿望。

《儒藏》项目的推出，有着诸多重大意义，而从历史与收藏、

阅读等层面看，它是一个弥补诸多典籍传世遗憾的非凡举措：

在内容上，《儒藏》编纂着重收录儒家经典及其历代注解、历

代儒家学者集中阐发儒家思想的古籍，适当收录突出反映儒

家经世做人原则的典籍，能够反映儒家思想在哲学、政治、

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以及古代自然科技领域

持久广泛的影响；在规模上，全本《儒藏》收书 3000 余种，总

字数约 10 亿，更是刷新了历代儒家典籍编纂的品种与字数

记录。《儒藏》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但它的存在，并

非尝试取代《四库全书》等典籍，而是独立于浩渺的文化时

空当中。

《儒藏》采取“繁体竖排，现代标点附校勘记”的方式，对版

本进行严选，对内容进行审慎校点。为典籍加标点，方便了读

者的阅读、理解与使用，但也容易出差错，不少学者表示，加标

点非常考验编纂者的胆量与能力。但在技术向善的潮流下，版

式识别、自动标点、结构整理、校勘等涉及古籍整理的全流程整

理功能，已经在“识典古籍”系统得到了全部实现，《儒藏》整理

者将相关文献的影像上传平台后，人工智能会进行初步标点，

专业人员再进行校对及做出更有深度的学术判断，大大减少专

家在基础性工作上投入的精力，不但加快了进度，也提高了精

准度。

受巨大的文化惯性影响，能够收藏一套或部分纸质出版

物，对于《儒藏》这样的典籍来说，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藏家与

藏书”理想的双向奔赴模式，但在典籍数字化成熟的出版模式

下，越来越多的人也倾向于拥有一套数字版的典籍。据报道，

字节跳动所捐赠的款项，将主要用于支持《儒藏》整理工作并将

相关成果在识典古籍上线，对公众永久开放，这标志着，人人可

拥有一套完整的《儒藏》已经并非一个奢侈想法。

班固在《汉书·晁错传》首次说出了“以大化小”成语，《儒

藏》的编纂出版以及数字化呈现，能见其大，也可见其小，对于

读者来说，可以随时上线阅读、检索、复制使用《儒藏》，就是这

一大部头经典进入每个家庭、送到每个人手中的日常事件，而

恰恰是这样小小的举动，会对典籍使用产生波澜壮阔的化学反

应，典籍与公众的精神融合，会使那些曾经照耀一个时代的著

作，在当下继续散发永恒的光辉。

故宫文创融合馆近日开门。约 200 平方米的展示区域内，

古老璀璨的中华文明变得“触手可得”，600 余载四季交叠的味

道可以闻到，“箭亭广场”又一次响起张弓声……残障人士可以

通过听觉、触觉、视觉、嗅觉等多感官体验历史，深入感受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故宫博物院内交泰殿东侧，新开放的融合馆里，硕大的

紫 禁 城 被 浓 缩 在 一 个 沙 盘 上 。 残 障 人 士 可 以 用 手 指 逛 故

宫。太和殿等地标还贴上了盲文说明牌。观众逐一按下按

钮，可以唤醒 6 段故宫声音。“午门听到的是钟鼓声。”故宫博

物院文创事业部工作人员于凡说，午门正楼两侧有钟鼓亭各

三间，皇帝亲临天坛、地坛祭祀则钟鼓齐鸣，到太庙祭祀则

击鼓，遇大型活动则钟鼓齐鸣。箭亭射箭骑马的声音、太和

殿传胪典礼宣布登第进士的声音、畅饮阁的京剧唱段等也都

可以播放。

故宫的故事在融合馆里换了新角度展现。观众伸出手，可

以与数百年“执守”在太和殿屋顶上的琉璃正吻、脊兽等构建模

型握手沟通；“甪端”香炉里飘出几缕暗香，三希堂的檀香、御花

园的花香、慈宁宫的菊香……闻香识故宫；通过等比例缩小的

中左门，不同规制的花窗可以对比着看和摸。

“融合馆设有文创商店、阅读区、多功能区和体验区。”于凡

说，观众可以在“听见故宫”“寻味故宫”“感知故宫”三大主题区

域，用全新视角读取故宫记忆，尤其是残障人士能够无障碍地

欣赏文物，感知艺术。该馆内外还配备了各项无障碍设施，例

如无障碍坡道、电子盲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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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无障碍”文创空间亮相

用手触摸就能“逛遍”故宫

凤冠冰箱贴四个月卖出五十三万件

爆款文创背后的流量密码

60余件档案还原元勋故事
展览的主人公是王淦昌、赵九章、钱

学森、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郭

永怀、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邓稼先、朱

光亚、周光召，他们是“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都曾经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

按照 14 位元勋入学或任教清华的时

间顺序，展览分别呈现了他们在清华学

习、工作，和为“两弹一星”事业奋斗的历

程。展柜里，钱学森的留美志愿书和保

证书、邓稼先《量子场论》论著手稿、王淦

昌 化 名“王 京 ”的 笔 记 本 和 使 用 过 的 座

钟、王大珩的成绩单、王竹溪赠给彭桓武

的计算尺、赵九章佩戴过的手表等整齐

摆放。校史馆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难

得一见的馆藏精品。

“两弹一星”元勋的学籍卡也首次展

出，记录了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等元勋

的籍贯、院系、入学日期等信息。驻足展

柜前，邓稼先之孙邓昱友第一次见到爷爷

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注册卡。其上写

有：邓稼先，年龄十八，院别为理学院第三

年级，系别为物理学系。学生注册卡还贴

有邓稼先 18 岁时的学生照。“这是他人生

最美好的形象。”邓昱友感慨道。

邓稼先 妻 子 许 鹿 希 捐 赠 给 清 华 大

学 的 一 份 手 稿 也 备 受 关 注 ，这 是 邓 稼

先《量 子 场 论》论 著 手 稿 ，许 鹿 希 还 为

此备注：“邓稼先的亲笔手稿”。此外，

还 有 赵 九 章 写 给 周 恩 来 总 理 的 信 ，讲

述 我 国 发 展 人 造 卫 星 的 重 要 性 和 可 行

性 ；钱 三 强 与 清 华 原 校 长 梅 贻 琦 的 多

次 书 信 往 来 ；钱 学森历经千难万险回到

祖国途中留影等……透过展柜中的档案

实物，一段段元勋隐姓埋名、为国献身的

故事，逐渐被拼凑和还原。

隐姓埋名17载“爷爷住
在信箱里”

展览开幕式上，5 位元勋的后人深情

分享了先辈为学为人的高尚品格，以及带

给子女后辈的启发和影响。

“住在信箱里”，是王淦昌之孙王世

华幼时对爷爷的印象。王世华回忆，小

时候家里很多箱子上总是写有“王京”二

字，但父辈没有详细说起“王京”的故事，只

告诉他“爷爷住在信箱里”。“在他的选择

中，国家利益高于小家利益，他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家国情怀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

在展览“首次亮相”的实物档案中，王

淦昌的工作笔记和曾使用过的笔难得一

见。仔细看笔记的署名，却为“王京”二

字。清华校史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王淦

昌的化名，背后是他隐姓埋名为中国研制

原子弹的感人事迹。

1961 年，刚刚从杜布 纳 联 合 原 子 核

研 究 所 回 北 京 的 王 淦 昌 接 到 了 一 项 特

殊 的 任 务 —— 投 入 我 国 原 子 弹 的 研 制

工 作 。 当 被 问 及 是 否 愿 意 为 研 制 核 武

器改名时，年过半百的他毫不迟疑写下

了“ 王 京 ”，掷 地 有 声 地 说 ：“ 我 愿 以 身

许国”。

史料记载，王淦昌是试验基地里年纪

最大的科学家，但他克服了各种艰苦条

件，每次试验都亲力亲为，常常不顾疲倦

工作到深夜，经常是一个馒头就一杯水，

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

王淦昌就这样隐姓埋名，奔赴一线，

“消失”了 17 年，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

在哪儿、在干什么。1961 年到 1963 年，王

淦昌领导了上千次原子弹起爆装置的炸

药爆轰试验。1999 年，他被授予“两弹一

星”元勋功勋奖章。直到那时，王淦昌的

名字也终于被公开。然而，他却没能亲手

接过这份荣誉。1998 年 12 月 10 日，王淦

昌逝世，享年 91 岁。

他紧抱着国家机密，把自
己融入天际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名烈

士，郭永怀的展柜里摆放着多张历史照片和

一张光荣纪念证，上面写着：郭永怀同志在

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他的英勇事迹将永垂

不朽，家属应当受到社会上的尊敬……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组织

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

技术负责人之一。在原子弹、氢弹研制

中，他领导组织了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

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

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

列重大问题。

1968 年 12 月，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

地 回 北 京 汇 报 ，因 飞 机 失 事 不 幸 遇 难 。

人们赶到现场，在飞机残骸中找到郭永

怀 和 警 卫 员 已 经 烧 得 面 目 全 非 的 遗 体

时 ，他 们 紧 紧 抱 在 一 起 ，以 这 种 方 式 将

绝密技术资料护在胸前。资料完好地保

存了下来。

“他紧抱着国家机密，把自己融入天

际，将丹心留在大地。”清华校史馆工作人

员说，“两弹一星”23 位元勋中，郭永怀是

唯一涉足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

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位烈士。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
工作了”

展览中首次亮相的多位“两弹一星”

元勋的学籍卡备受瞩目。其中，邓稼先的

学生注册卡抬头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

侧学籍栏的手写字从“试读生”改为了“正

式生”。

1941 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

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 年，他

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仅用一年多就获得

物理学博士学位。那时他 26 岁，被称为

“娃娃博士”。1950 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

院近代物理所副研究员，二机部九院理论

部主任、院长等。

1958 年盛夏，上级希望邓稼先牵头为

国家“放一个大炮仗”。34 岁的邓稼先明

白，“大炮仗”就是原子弹，更是中华民族

的“争气弹”。他也深知，这次牺牲不会

小。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我今后恐怕

照顾不了这个家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

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

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

此，28 年，他隐姓埋名，把自己的一切都奉

献给了国家。

邓稼先为我国核理论研究作了开拓

性工作。他领导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

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

试验。1979 年一次爆炸失败后，为找到真

正原因，邓稼先一个人走进原子弹被摔碎

的地方，受到严重辐射伤害。1986 年 7 月

29日不幸逝世。展览中还展出了一张拍摄

于1979年，邓稼先身穿白色防护服，在新疆

核试验基地事故发生区域拍摄的照片。

“记得奶奶曾经对我说，爷爷邓稼先

经常用‘忠 诚 纯 正 ’来 赞 赏 人 的 思 想 纯

洁、境界高尚。同时他也一直在用‘忠诚

纯正’作为行为准则要求自己。”邓昱友

说：“我想，倘若祖父邓稼先能看到今天

中国各行各业奋斗者们的身影，能看到

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能看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景象，他的脸上一定会再次

洋溢出‘忠诚纯正’的微笑。”

何蕊/文 和冠欣/图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清华大学办特展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他们让世界听到东方声音

邓稼先（右）和赵敬璞在新疆核试验

基地事故发生区域的老照片。

凤冠冰箱贴。

展览现场。

钱学森的留美志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