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余市中心城区，有一家以

夏布刺绣为主题的民间刺绣博物

馆。它外观造型古朴，藏于闹市之

中。走进馆内，便生“别有洞天”之

感：意境深远的国画绣品、历代民

间刺绣物品、夏布绣文创产品……

展品承载古老的民间文化记忆，展

现刺绣艺术的“涅槃重生”，让前来

参观的游客连连称赞、流连忘返，

为工业城市新余的文化底蕴增添

了一抹亮色。

说起这家夏布绣博物馆，绕不

开它的创办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间绣活（夏布

绣）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刺绣艺术大

师、高级工艺美术师、渝州绣坊创始

人张小红。夏布绣从民间绣活上升

为艺术刺绣，再到创建主题博物馆，

饱含着张小红20多年的心血。

对张小红来说，夏布绣博物馆

就像自己的孩子，里面的每一件藏

品，都是自己的心肝宝贝。进入馆

内，一楼是夏布绣艺术精品展厅、

夏布绣文创产品展示区。已获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山 花 奖 的《清 明 上 河

图》、被国外博物馆收藏的《马克思

头像》缩小版……她和徒弟们创作

的许多夏布绣精品都在这里展出，

吸引参观者细细品味。

二楼 600 多平方米，陈列着张

小红历尽千辛万苦收藏的历代民

间刺绣藏品。她仔细地向我们介

绍这些刺绣物件的用途及其蕴含

的寓意。“我总共收藏了 20 个樟木

箱的刺绣物件，因场地有限，只陈

列出了两箱。”

在博物馆仓库内，18 个樟木箱

整齐摆放，樟香四溢。打开木箱，

只见藏品都作了标记，堆放规整，

保存完好。“看，这些是从赣西北地

区收来的万民伞，总共有 12 把，每

把伞由上百片刺绣物品组成，工艺

非 常 精 美 。 每 一 件 藏 品 都 是 珍

宝。”张小红兴奋地说。从她脸上，

我们看到一种对民间刺绣艺术的

执着和热爱。

谈到第一次收藏刺绣老物件，

张小红感慨万千。2002 年，她第一

次到赣西的小村庄考察民间刺绣物

件时，看到沿海发达地区的人也在

到处收购枕顶、口围、肚兜、夏布蚊

帐等民间绣品。上前一打听，得知

这些珍贵的物件将被卖到国外，张

小红大吃一惊：“再这样下去，这样

的物件肯定会绝迹，必须抢救保护

这些民间刺绣物件，才能留住老祖

宗的刺绣文化和历史。”

看着收来的民间刺绣物件越

来越多，一个想法在张

小红脑海里闪现：建一

家地方性的夏布绣博物馆。这既

可以为夏布绣申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创造条件，又

可以通过展陈让更多的人了解传

统的民间刺绣，以及创新的夏布艺

术刺绣。

2014 年，对张小红来说，是极

不平凡的一年。当年 7 月，夏布绣

博物馆正式开馆，省市有关部门领

导、国内业界同行、专家学者应邀

前来出席开馆仪式。当看到许多

珍贵的民间刺绣物件，以及张小红

和徒弟们创作的夏布绣精品《清明

上河图》《丽人行》等时，大家都赞

叹不已。

2020 年下半年，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李砚祖带着 5名博士研究

生，来到夏布绣博物馆考察调研。

当看到这些老物件，特别是万民伞

后，李砚祖直言非常有研究价值。

他说，夏布绣以麻为纸、以针作笔、

以线代墨，与中国画完美结合，极

具艺术审美价值。

夏布绣博物馆运行 8 年来，张

小红一直坚持免费对公众开放，每

年有 3 至 5 万人次前来参观和体验

夏布绣技艺，近距离感受夏布绣的

历史文化和艺术魅力。张小红心

感慰藉：虽然是一家民办博物馆，

但它为新余夏布绣的地方品牌提

升、文化传播起到了较大作用，让

更多人认识到夏布绣是有深厚历

史文化底蕴和良好发展前景的。

“不管怎么样，夏布绣博物馆

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发挥了它

的作用。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张

小红说。目前，她还在筹办一件大

事：将所有藏品进行整理，挖掘研

究它们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并

出版书籍，使之更好地流传下去。

“我们准备用 20 年时间，与各大院

校及研究学者共同完成这件事。”

我们期待，夏布绣博物馆在保

护与传承夏布绣历史文化与艺术

价值中发挥更大更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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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播大赛来推介博物馆文创，这个

活动取得的效果让人耳目一新。

一个好创意就是一场头脑风暴。在我

省相关部门挂职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处

长何晓雷是此次活动的发起人。3月 25日，

他向省文物局提出举办文创直播大赛的倡

议，立即得到响应，决定大赛由省博物馆学

会主办，以全省博物馆、抖音平台、电商平

台、文创企业多方力量参与的模式举办。

4 月 10 日，“最 in 的文创 battle”直播平

台上线；4 月 15 日，比赛正式拉开序幕。短

短 20 天的筹备时间，“文博人”变身“直播

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第一场直

播，给文创大赛带来一颗“定心丸”，由此拉

开了整个活动热烈昂扬的直播角逐。本次

比赛全省共有 43 家博物馆参加，其中国有

博物馆 37 家，非国有博物馆 6 家；一级博物

馆 11 家，二级博物馆 16 家，三级博物馆 9
家，其他博物馆 7 家。文创大赛以“期待最

in 的你”“遇见最 in 的你”“秀出最 in 的你”

三大主题，为公众开启别开生面的线上云

体验。

“以前我们的文创产品种类不到 200
款 ，而 且 大 多 是 简 单 微 复 制 本 馆 文 物 。

2020 年 9 月江西省博物馆新馆设立天工坊

文创商店，目前已有文创产品近 600 款，创

新推出了文创雪糕、巧克力考古盲盒等网

红产品。这些文创产品考虑了文物本身属

性和本馆馆藏特色，也考虑到了观众的场

景消费，对公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作

用。”天工坊运营单位负责人刘伟介绍，此

次大赛也让博物馆重新审视，如何将博物

馆特色文物设计成文创产品，变成“可以带

回家的‘文物’”，满足更多来馆游客的情感

诉求。

如何将本馆本地文化与文创产品有机

融合，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文创？此次博

物馆文创直播大赛，红色文创产品是一大

亮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从深挖资源内

涵、创意设计、IP 打造等多个层面，不断升

级产品创意，设计研发 156 种 363 件文创产

品。该馆此次选取了“小军军”、军事机要、

红色传旗三个系列 20种文创产品参与文创

直播大赛，吸粉不少。如“小军军”创意源

于南昌起义战士的形象及红领带、白毛巾

等元素的提炼，还设计了冲锋娃娃、炮兵娃

娃、掷弹娃娃等公仔形象，姿态各异，萌动

可爱。以“小军军”为核心 IP，该馆推出兵

娃 娃 印 章、意 气 风 发 小 夜 灯 等 16 款 69 件

“小军军”系列红色文创，受到年轻人青睐。

走进一座博物馆，仿佛推开了历史的大门，穿越时空，与文物“对话”，了解我
们过往的同时，更好放眼未来。

5月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今天，让我们从
“传承”“创新”两个关键词，看我省如何激发“博物馆的力量”。

——编 者

激发激发激发“““博博博物馆物馆物馆的的的力力力量量量”””

特别策划

博物馆博物馆文创文创““破圈破圈””进行时进行时 夏布绣博物馆：

在坚守中绽放美丽
本报记者 胡光华 邹宇波 文/图

创新
+++

传承

杏花微雨万物生。最近，我省各地博

物 馆 有 点“ 忙 ”—— 一 场 以“ 最 in 的 文 创

battle——全省博物馆文创直播大赛”（in 是

英文 in fashion 的简称，指流行，处于时尚

潮流前沿的意思）风风火火展开，各地博物

馆纷纷亮出本馆最 in的文创产品。

一场文创直播大赛，搅动一池春水，不

少观众带孩子一同观看，纷纷感叹周围有

这么多有意思的博物馆，而且推出的文创

产品如此有特色、有文化、有品位。

“文博文创是一种创意方式,也是了解

历史文化的途径之一。”住在南昌市红谷滩

区凤凰城的周敏是高校教师，由于住在江西

省博物馆附近，她目睹了公共文化服务场馆

的变迁，同时也看到了博物馆文创产品逐渐

向“好玩、好看、好用”转变的过程。

千年文物怎么“嗨”起来？省博物馆在

文创设计上做了不少探索。2021 年 1 月，

周敏参观了江西省博物馆举办的外销瓷主

题展览“白色金子·东西瓷都”，发现省博推

出了多款同主题文创商品。其中，“女王高

端定制”系列中有一款复古咖啡杯，选取了

这一展览中具有代表性仕女图案。2022 年

1 月，周敏看到，省博在结合文创雪糕的玩

法上，创新性推出巧克力盲盒。首批盲盒

纳入了伏鸟双尾青铜虎、双面人形青铜头

像等六款青铜器文物的元素。

“在曲奇碎做的‘泥土’中，探索国宝的

风采；品尝巧克力做的‘文物’，在黑巧的醇

香中感受历史的另一种滋味，收获来自历史

深处的青铜力量……这是当下文创赋予参

与者的独特感受。”周敏对博物馆文创的改

变特别关心。作为江西省博物馆的常客，她

更看重家庭亲子类的观展收获，而江西省博

物馆推出的部分文创产品，吻合了大部分人

对过去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探索需求。

文物讲述历史，文化传

递精神，文创彰显特色。博

物馆文创直播大赛让只“搞文化”的博物馆

工作人员站在直播镜头前，向观众展示本

馆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讲述文创背后的

故事、传播江西文化，“拉近了观众与博物

馆的距离，以更富创意的方式让观众把博

物馆带回家，这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是

一次别样有趣的文化体验。”参与直播大赛

的众多博物馆对此次活动表示肯定。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我省主会

场在江西省博物馆开启，此次活动聚焦“博

物馆的力量”。“最 in 的文创 battle”全省博

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直播大赛“十佳场馆”

“优秀场馆”“文创直播组织奖”“十佳主

播”“文创直播百佳产品”奖项都在当天现

场颁发。同时，“江博天工坊”抖音直播店

正式上线。今后，观众每天都可以在该直

播间线上看到主播推介博物馆文创，挑选

到心仪产品。文创、线上展览、活动，徜徉

其间，观众可以感受到岁月流淌，也可随时

把江西文化带回家。

问起最“土”的地方是哪里？大学生小许

回答记者的是“博物馆”，因为在博物馆，大部

分馆藏文物都是从土里发掘而来蒙着历史尘

土的物件。但最近，在她的眼里，博物馆又成

了最“洋气”的地方。“和朋友到博物馆对话完

历史，再吃个独具特色的文创雪糕、棒棒糖，顺

便打个卡留个影，特别‘潮’。”最近，这个“风

潮”席卷了全省博物馆。在全省博物馆文创直

播大赛期间，平常正襟危坐的文物专家（馆长）

纷纷出镜，变身为直播达人，亮出本馆最 in 的

文创。

“江西省博物馆是我的最爱，文物是我的

最爱，你们的最爱就是我的最爱。”在“馆长最

爱”推介环节，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叶蓉向观众

推介了该馆天工坊的双面神人雪糕、闪亮神人

棒棒糖及巧克力盲盒。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

周晓健则向观众推介了该馆文创产品的文化

元素、实用性及亲民价格，其中一款根据八大

山人画作创意设计的“懒得理你”文化衫，向观

众传达出八大山人的狂放洒脱……大赛中，参

赛博物馆释放激情，创意不断：江西省博物馆

依托原创展览“天色微晴——范金镛绘画特

展”延伸设计“范氏虫鸣”特色系列文创，将直

播间搬到展厅，以“观展+赏画+嗨购”的创新

形式，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觉享受；庐山博物

馆全力打造“庐山天下悠”品牌，在直播中将庐

山人文故事贯穿始终；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文

创众多，特别是“小军军”可爱萌动的形象圈粉

无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主播激情演

绎，刷新了观众对红色文创的认知。

从用的书签到吃的雪糕，从写的砚台到

提着走的帆布包……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变成了行走的“团宠”。“我是刷抖音时无意中

看到这次文创直播大赛的，这一看就一直‘追

更’。好多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创意很好，又有

文物特色。”南昌市民徐君告诉记者。

“岁月无声，为物能言。”4 月 15 日至 28 日，

在十多天的竞逐中，参与直播大赛的省内各博

物馆共进行了 81 小时直播，84 位主播出场，

500 余款文创产品亮相，“最 in 的文创 battle”抖

音账号累计观众数 4.87 万人，累计观看次数

8.38 万 次 ，直 播 点 赞 量 1165.46 万

次，直播评论数 9.75 万条，累计订

单量 6200 件，订单金额 63.11 万元，

人气超出预期。

22 各馆秀出“家底”

文创持续“上新”33

□ 本报记者 钟秋兰 文/图

直播活动现场

张小红的徒弟在练习绣活

文创直播“对战”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