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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元发展产业链
2025 新春伊始，“蛇墩墩”盲盒、“玉

蛇”玩偶、活版印刷月历、文物磁吸对联、

“巳蛇祥瑞”冰箱贴、岁朝清供图案帆布包

等“年味儿文创”纷纷上市，装点节日气

氛，寄托吉祥祝福，构建起节庆的仪式感，

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年货”。

如今，四 时 八 节 等 传 统 节 日 已 成 为

文 创 产 品 开 发 和 销 售 的 重 要 节 点 ，除 春

节的各类文创礼盒外，清明的风筝、端午

的香囊、中秋的茶具，还有夏季的文创雪

糕、冬 天 的 暖 炉 香 薰 等 都 是 时 令 性 的 开

发 热 点 ，传 统 习 俗 的 仪 式 感 与 当 下 生 活

的 应 用 场 景 结 合 ，激 发 起 大 众 的 文 化 消

费热情。

文创产品种类繁多，眼下几乎覆盖了

日常化的全部生活场景，不仅包括狭义上

的文具用品、潮玩手办、手工艺品、家居饰

品 以 及 创 意 服 饰、食 品 等 实 体 产 品 和 影

视、动漫、游戏、短视频、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等数字产品，在广义上还

涉及文化展览、主题公园、非遗工坊、研学

旅行等体验服务和各类文化 IP 运营与授

权衍生品开发。

2024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

箱 贴 ”一 经 推 出 即 抢 购 一 空 ，成 为 国 博

近 20 年 来 的 文 创“ 销 冠 ”，全 国 各 地 一

系 列 文 博 类 冰 箱 贴 持 续 热 销 ，社 交 平 台

上“ 晒 冰 箱 贴 ”的 话 题 浏 览 量 数 以 亿

计。从“磁力贴片”到新文化符号，人们

对 冰 箱 贴 文 创 的 喜 爱 是 历 史 文 化 创 意

转化的生动写照。

“毛绒绒风”带火了地方文创。甘肃

的毛绒“麻辣烫”、西安的“绒馍馍”、苏州

的“蟹黄黄”等，将地方特色饮食设计为软

萌的毛绒玩具，结合了地域文化与情绪价

值，成为文旅纪念品的新热点。

此外，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主题

明信片、拼图等文创产品热销，形成了从

文化认知、旅游打卡到交流传播的文旅闭

环；游戏《黑神话：悟空》发售，带动山西文

旅以及包括古建模型、主题明信片等文创

产品的持续热销，实现了“虚拟 IP+实体旅

游”的双向赋能。

文创设计目前已展现出产业融合的

贯通性，全面链接文化、旅游、教育、科技、

制造业等产业，形成跨界合作、多元发展

的产业链。可以说，文创这一庞大的产品

和产业体系，一端连接着数千年积淀的历

史文明和演进发展的现代文化艺术，一端

对接的是今天的生活方式、消费场景和文

化心理，汇合形成了强大的创新动力。

创造文化共情空间
中国 文创设计的发展源于深厚的历

史文明基础，也和十余年来普遍建立的文

化 自 信 以 及 科 技 创 新 发 展、经 济 转 型 升

级、青年群体成长密不可分。经济社会发

展、文化自信增强全面带动了本土价值重

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进一步

复兴。

近年来，书法、茶道、香薰等传统生活

方式再次兴起，汉服、马面裙等成为日常

穿搭，盛唐气象、宋代美学等融入家居、服

饰等设计领域，传统绘画与舞台艺术相结

合形成再创作再演绎。在这一背景下，文

创设计发展成为必然。

同时，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迭代

升级，不仅降低了文创设计的创作门槛，

而 且 进 一 步 推 动 电 商 平 台、社 交 媒 体 等

组 织 生 产 和 营 销 ，并 运 用 区 块 链 保 障 数

字 版 权 ，极 大 提 高 了 文 创 产 品 的 创 新 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

加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从低端加工

制造向高文化附加值生产转化，从物质消

费 向 精 神 消 费 拓 展 ，人 们 愿 意 为 文 化 买

单、为意义付费，文创设计开发和消费选

择成为生产、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诸多市场统计数据显示，文创产品的

消费主体是 95 后、00 后青年群体，其对于

文创产品设计和消费的介入，使文创产品

往往呈现出愉悦开心、好玩有趣的娱乐精

神，原本庄严的宫廷文化、厚重的历史文

物经过幽默甚至调侃的创意转化，变得轻

松诙谐、呆萌可爱，文创产品由此富于情

绪价值，符合悦己型消费潮流。

同时，文创设计和消费也成为青年群

体文化身份建构的有效方式。“Z 世代”往

往通过对历史文化信息的深度观察、对传

统文化符号的创意再造、对当下生活的文

化发现，在文创设计和消费中表达精神需

求，找到文化归属，并借助“圈层”讨论等

进一步达成文化共情。人们以文创产品

为“媒”，释放情感，展示个性，表达态度，

实现的是文化的认同、传承与创新。

由此可见，文创设计推动了文化的传

承与传播，通过挖掘文化符号，开展创意转

化，锚定当下生活和消费，促进传统“活

化”，创造了文化共情、精神交流的新空间。

呈现发展新趋势
文创市场活力满满，文创设计也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新趋势——

首先，设计上出现还原传统与“数实

共生”并行之势。近年来，“数字文创”进

一步发展，如故宫《石渠宝笈》绘画数字科

技展复现古画的动态画境，诸多实体文创

也 进 一 步 与 AI 生 成 艺 术 、元 宇 宙 场 景 、

NFT 数字藏品等联动。更显著的变化在

于，“数字文创”通过构建虚拟场域，实现

数字感官拟态沉浸，重塑历史与现实的边

界，在可交互、高仿真、强沉浸、精渲染的

数字场景中，提供历史文化生动的感知体

验。与此同时，对历史传统的现实还原仍

然是文创设计的重要内容，正如博物馆线

下商店被称为“最后一个展厅”，旅游纪念

品被视作“无形经历的有形化”，手工艺文

创 的 制 作 体 验 成 为 一 种 解 压、疗 愈 的 过

程，建立历史文化的现实触点并展开实践

和体验，仍是文创设计的发展方向。

其次，意义共创的“参与式”发展是文

创设计的一大趋势。文创产品不同于一

般工业产品或服务，核心在于文化体验和

意义共鸣，互动参与是必要机制。这不仅

在于通过众包模式开发文创产品，使设计

师、传承人、消费者协同创新，也不只如手

工材料包、古建筑积木等需要消费者来参

与完成，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进一步从

发掘符号到文化叙事、从“物”的认知到

“场”的体验拓展和转化，即文创设计不局

限于传统纹样拼贴，而是挖掘文化背后的

故 事 和 生 活 ，形 成 共 同 参 与 的 沉 浸 式 体

验，包括“文创+研学”“文创+公益”等，使

消费者在参与过程中完成文化体验。

此外，文创设计还将进一步实现社会

创新的“全领域”联动，从商业领域向艺术

疗愈等辅助医疗、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

兴、友好型社会建设、低碳社会发展等方面

融会拓展，不断实现“文”与“创”的新价值。

以文创产品为纽带，人们再度建立起

历史文明与当下生活、过往记忆与现时体

验的日常联系。文创设计的发展，也成为

社会生活和时代文化的鲜明表征，承继悠

悠文脉，面向崭新未来。 殷波

这是属于中国戏剧的一晚，这是属于

上海舞台艺术的一晚。2 月 27 日，“最是春

好处·花开白玉兰”第 33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

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

行，留下动人的一幕幕：83 岁的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李炳淑精神矍铄地领取“特殊贡

献奖”奖杯；三位青年演员代表 500 岁的婺

剧三次走上领奖台；获得主角奖的荷兰籍

音乐剧演员玛雅·哈克福特欣喜地说：“上

海的观众总是这样热情！”

“玉兰花开，让薪火相传，延绵古今……”

在《白玉兰之歌》的旋律中，获奖演员们手握

奖杯，与身着戏服的表演嘉宾们同台留影，

这正是中国戏剧百花园生机勃勃的生动写

照。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始

终立足做强“码头”、激活“源头”、勇立“潮

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家名剧集聚

上海，各展风采，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

活，也推动了上海文艺事业再攀新高峰。36

年来，白玉兰戏剧奖这朵盛开于海纳百川之

城的艺术之花，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响亮文

化名片之一。

代代相传，戏剧艺术迸发

旺盛生命力
京剧的踩跷、川剧的托举、秦腔的水

袖、河北梆子的大靠……全国各剧种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带来的武戏表演为晚会精彩

开场。随后，各奖项依次颁出：刘京、关美

利、玛雅·哈克福特、李烜宇、张琳、郑岚、侯

宇、袁媛、靳东、潘前卫获主角奖，于震、田

玉丽、刘福明、赵悦、赵章伟、贺坪、曹卫宇、

盛舒扬获配角奖；许靖昆、阮登越、周亦敏、

徐梦雪、楼依婷获新人主角奖，叶媛媛、冯

军、陈津伟获新人配角奖。

“戏剧艺术更像是生命。大幕拉开，将

再无回头。”获得主角奖的靳东这样表达

他对戏剧的敬畏。话剧《温暖的味道》让

靳东阔别十余年后再次站上舞台，“所以

当我每次站在台口的时候，我总是想，我

不能离开舞台。我一直是在用我所学的

戏剧，在不同的艺术形式里去表达”。对

上海，靳东有着深厚的情结：“我 60%的影

视剧都是在上海拍摄的，包括《我的前半

生》《伪装者》，如今我能上台摘得‘白玉

兰’，特别有意义。”

择一事，终一生，以匠心，守初心。当李

炳淑登台领奖，全场以热烈的掌声向她致

敬。1959 年，18 岁的李炳淑只身来到上海。

在上海，她得到多位前辈大师的悉心教诲。

李炳淑特别感谢恩师，“那时我只是稚嫩的

小苗苗，是老师们的教导让我有了日后的成

绩，他们的一招一式我都铭记在心”。

戏剧艺术的旺盛生命力，正在这代代

相传中迸发。昨晚，包括陈少云、梁谷音、

史济华在内的多位表演艺术家担任颁奖嘉

宾，在每一个四手紧握的时刻，都有老艺术

家对年轻人无声却热烈的期望。

面向未来的“白玉兰”，让

好演员被看见
“能够在上海这个戏曲大码头获得‘白

玉兰’是对我的认可，更是对浙江婺剧的认

可。”获颁新人主角奖后，楼依婷激动地

说。昨晚，她与李烜宇、刘福明三位青年演

员代表有着 500 年历史的婺剧三次捧起奖

杯，他们的表演获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

评。在“白玉兰”，不论剧种大小，不论演员

年龄，评委们恪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让好演员被看见，推动戏曲人才的梯队建

设。

“我们精中选精，优中选优，最终得出

了这份获奖名单。获奖演员们是其所在艺

术领域里的佼佼者。”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奖评委会副主任谷好好对记者表示。

“‘白玉兰’圣洁高雅，是演员心中的光芒。”

青春扑面、活力涌动，是她对本届“白玉兰”

最直接的观感。“此次参评与获奖演员呈年

轻化，彰显了这个时代给予戏剧演员更多、

更好的平台与机会。”她表示，演员们在舞

台上的表现成熟妥帖，展现绝技却不炫技，

以 表 达 角 色 情 感 以 及 性 格 为 重 ，前 途 可

期。“一年一度的‘白玉兰’受到全国戏剧界

的瞩目，参评剧种丰富，剧目和演员数量屡

创历史新高，竞争愈发激烈，上海戏剧‘源

头’与‘码头’的效应日益凸显。”

四季飘香，近悦远来。“白玉兰”的舞台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吸引了全国以及海外

的名家、名剧积极参评，为上海打造亚洲演

艺之都，促进国内外戏剧界的交流合作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外交流，跨界联动，共同

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

晚会上，玛雅·哈克福特与音乐剧演员

胡超政，带来歌曲《梁祝》化蝶。“中国向我

敞开怀抱，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希望我

做到了最好。”凭借中国原创音乐剧《麦克

白夫人》，玛雅收获了她的“白玉兰”。就

在这周末，她即将在文化广场为上海观众

带来个人音乐会，“上海的音乐剧市场广

阔，充满魔力，观众给我的掌声是对我最

大的赞赏”。

王筱丽

《倩女幽魂》要重映了，以 4K

高 清 修 复 版 本 的 形 式 。 该 片 于

1987 年 7 月 18 日 在 中 国 香 港 首

映，距今已有 38 年。重映日期定

为 2025 年 3 月 21 日，在春天的电

影院，看高清版的《倩女幽魂》，对

于荣迷、港片迷，以及这部电影的

忠实粉丝来说，是件颇具氛围感

的事情，但也由此产生一个疑问：

在观众换代、审美变化的当下，人

们是否还能适应在银幕前凭吊那

份跨越生死的爱情？

1987 版《倩女幽魂》是部氛围

感很好的电影，当年片方把蒲松

龄放在阮继志名字前面以编剧的

身 份 出 现 ，强 化 了 影 片 的 吸 引

力。严格说来，蒲松龄只是原著

作者，他是不适合作为编剧被署

名的，再者，《聊斋志异》中的《聂

小倩》，女主极尽柔媚、深情，气质

冰冷与温暖交织，又隐含强大的

女性主义价值观，这是蒲松龄的

本意，而《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在

此基础上，通过商业化改编手段，

把原作变成了一部包含多种元素

的香港电影。

1987 年，香港电影迎来了一

个创作高峰。吴宇森的《英雄本

色 2》、周润发的《秋天的童话》、林

岭东的《监狱风云》等作品纷纷问

世。在 1987 年的“周润发热”当

中，《倩女幽魂》是个异类，在徐克

的反复劝说下，张国荣才答应出演这部被他认为是“穿

着怪异衣服去演一些怪异故事”的电影，最终该片成为

张国荣代表作之一，他饰演的宁采臣形象自此也注入到

了他的个人气质当中。

《倩女幽魂》在服装设计上并不怪异，虽然当时受限

于制作成本，服装、美术、布景等难免显得简陋，但创作

者还是用娴熟的手段，呈现出惊人的视觉效果，很多画

面洋溢一种飘逸之美，聂小倩脱掉大红嫁衣扑向浴缸保

护将要暴露在姥姥面前的宁采臣那一幕，被拍摄得唯美

动人，成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在类型层面，《倩女幽

魂》除了爱情之外，还融合了武侠、奇幻、恐怖、动作、喜

剧、悲剧等诸多元素，但就成片效果来看，当时影片的多

元素呈现，是香港电影到达创作顶峰的成熟表现，除了

打斗场面出现爆炸等镜头让人觉得夸张外，影片还是能

够让观众沉浸在“聂小倩与宁采臣”的人鬼恋这条主线

当中的。

《倩女幽魂》是部难得的讲述男女主角突破打压与

封锁追求自由的爱情电影，但在当年它却以“鬼片”作为

卖点把观众吸引到影院或录像厅，时隔三十余年，对于

影片的观感与评价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看来，《倩

女幽魂》之所以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除了人物矛盾与

冲突、情节的戏剧化设计之外，还在于它隐藏了诸多的

观看入口，比如可以从片中看到“释道儒”三家思想的碰

撞，体会到影片借助情感所表达的对生死、荣辱、道德等

层面的深刻思考。当然，用当下年轻人的眼光去看《倩

女幽魂》难免觉得其复杂性，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于痛

苦、纠结、无助中去寻求各种意义，恰是当时人们沉潜于

心的愿望。

无论看没看过《倩女幽魂》，聂小倩的故事都容易令

人产生遐想，无论在任何时代，《聂小倩》中的兰若寺，都

有引人遐思之处。兰若寺有艳遇、有惊情、有爱有义，它

是一位古代失意文人苦心营造的精神避难所，也是现代

人寻求内心寄托的桃花源。因为兰若寺的存在，《倩女

幽魂》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室内剧，它的多数情节都发生

于兰若寺中，兰若寺因此成为了一个意象，它带有一定

的乌托邦色彩，有人在苦心营造和装饰它，有人费尽心

思想要摧毁消灭它，结局是喜是悲已经不重要，重要的

是，作为一个爱情的容器，兰若寺若是容得下灵魂的救

赎，它就是人间胜地，若是轮回之后也难以重逢，这兰若

寺不要也罢。

《倩女幽魂》重映后，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它的票

房，一是 70 后、80 后这两代观众的观影意愿是否强烈，

“缅怀青春”这一怀旧需求是否能够通过观看一部老电

影找到释放出口；二是对各种奇幻穿越故事非常了解的

90 后、00 后年轻观众，在情感与价值观层面，能否在《倩

女幽魂》那里找到呼应、得到回响。《倩女幽魂》背后的文

化支撑，有其颇为深沉的一面，但在当代年轻人的多元

价值观下，也容易被误读。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

论作为蒲松龄的经典原著，还是作为大银幕上的永恒影

像，文艺作品只要内核饱满、内容厚重、人物鲜活，那么

任何时候想起它来，都会看到它熠熠生辉的一面。

文创设计何以圈粉“Z世代”

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

玉兰花开，中国舞台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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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2025 年莆田“尾暝灯”文艺踩街活动在福建省莆田市举

行。莆田是福建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海上

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历史积淀悠久绵长。

图为活动开场的舞龙舞狮表演。

新华/传真

图片新闻

评弹评弹
“买不到，根本买不到”“你的吒儿正在生产线上火速赶

来”……随着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热映，其周边文创产品也

掀起消费热潮。手办盲盒、电影收藏卡、“哪吒骑飞天猪”爆米

花桶等文创产品供不应求，线上线下可谓一“吒”难求。

近年来，中国文创市场不断“上新”，冰箱贴精巧玲珑，毛绒

玩具呆萌可爱，数字文创炫酷迷人，吸引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

入场。

泡泡玛特旗舰店内展示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天生羁绊系列手办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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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晚会上演出的舞剧《朱鹮》片段。 新华/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