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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

随着国家的繁荣发展和文化的日益繁荣，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在

“文化 +”、“互联网 +”等新趋势的影响下，创意产品的

研发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新模式。

生产性保护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特殊方式，

已走进千家万户，“生活”在人们心中。这是继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正确途径。博物馆根据国情对传统技艺、传

统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研究，开发具有独

特文化特色的创新商品，并通过消费形式与公众进行特

殊的交流与传承。博物馆充分利用文物及其历史文化内

涵，通过独特的创意，开发出符合时代审美情趣的产品，

通过流通销售渠道进行沟通和传承，形成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专项保护。截至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

品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创意产业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价

值。

2、博物馆非遗文创产品开发的可行性

博物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性机构，并具有极强

的社会公益性文化服务性质。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文化发

展形势，必须要敢于和善于创新，以更契合于时代特点

的方式，推动非遗的保护和开发，让更多的人关注非遗

问题，切实提升博物馆的文化服务水平。一方面，非物

质文化遗产可以丰富人们对文物文化内涵的认识，与博

物馆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播工作相辅相成。博物馆肩负着

非遗文化传承与传播使命，拥有管理、资源及技术、人

才等天然优势，可以更好地发挥文创产品职能，既可以

扩大非遗的覆盖，又能够提升博物馆的影响力，拉近博

物馆与观众的距离，实现博物馆与非遗文创产品的双赢。

另一方面，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需求也是

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一部分 [1]。物质生活的满足，让人

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非遗与现代生活依然存在一定的

隔阂，人们对非遗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浅显，对非遗的

价值维度和程度的认识较缺乏。需求是无形文化遗产得

以存在、延续和传承的现实社会基础。因此，在人们有

着高质量、差异化与个性化文化需求的时代背景下，文

创产品的开发可以赋予非遗全新的形态，在现代生活中

体现其价值，并达到文化传播的需求，这本身也就是对

非遗的一种保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让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3、文创视角下的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3.1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开发与交流

非遗文创是历史文化、馆藏文物、非遗技艺的交流

与整合，其“合璧之美”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具现，

也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非遗文创产品将馆藏文物激活，

以其实用价值为群众提供服务，加深了群众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了解，培养了群众民族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

族文化精神传承。非物质文创产品交流与传播，既培养

了群众的民族美学情趣，又破解了博物馆馆藏文物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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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难题，让“文物变得亲民起来”。基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与创意开发，博物馆可择选合适载体进行展

示与交流，如茶饼，通过特殊工艺将茶片制作成馆藏文

物样式，推出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

此外，“妄想山海”是一款以《山海经》为故事背景

构建的主题游戏产品，将地质博物馆的特色古生物融合

到游戏中，构建出一个场面宏大、异兽横行的奇幻世界。

以“游戏 + 博物馆”数字文创，双方合作以游戏超级数

字场景为载体，“复活”中国明星古生物，巡展镇馆之

宝，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古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此外，“妄

想山海”以明星古生物大同云冈龙、晋地甲龙、山西鳄、

中国肯氏兽为原形，将其呈现在游戏里与玩家面对面

“交流”，玩家以高自由度的游戏视角认识并了解明星古

生物，“山西银王”“狗头金”等精美藏品的信息，以手

游的方式助力山西地质博物馆普及自然资源知识，地质

研究成果科普化，提高了知名度 [2]。

3.2 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有关活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传统文化内部、

各博物馆、博物馆与群众之间、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之间也应交流互鉴。博物馆人可以把历史文物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技艺交互融合，将优秀历史文化的精品佳作奉

献给社会，推动博物馆文创高质量的发展。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与群众的交流

互动。博物馆可联合相关单位，举办有关活动：在校园

内开办非遗鉴赏活动，在街区开办非遗文创品鉴会，筹

划举办创新设计大赛，举办同行非遗文创研讨会等等。

例如：同行交流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戏”的

传承保护履约工作；如以“活态办馆”的形式，开展皮

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表演、展览、传承教学、

研学教育、亲子娱乐等系列新鲜多样的主题活动；联合

学校举办一系列参观和教学活动，强化学生“植根优秀

传统，承续中华文脉”能力的培养，构筑学生课程实践

的综合性新高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3]。

活用新时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出博物馆 IP 品牌，通

过与相关部门、高校教研、民间传统等多维度的合作，

通过竞技比赛、直播带货、P2P 商业等模式，建立广泛

的群众联系，展开交流互动，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博物馆可优选符合时代发展情况的非遗文创产品，

按照“以点带面”的保护理念推进非遗文创产品“爆

款”的传播与交流，“解读”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故事”，提升群众对非遗的“黏度”、非遗的传播影响

力，加大非遗保护传承的力度。

具体措施有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专区，推

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在“粉丝”中的影响力和链

接力；以赛事奖励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激励独

立设计师、技艺传承人、高校师生、设计机构等群体，

群策其力，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增大传

承效力。如广东省博物馆在天猫旗舰店推出潮州木雕鱼

跃龙门纸雕灯、外销瓷系列小瓷瓶、《红楼梦》文化展

之“探春结社”闺阁情文创礼盒等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创产品。博物馆的授权商业与直营，将博物馆文创与

消费紧密联系，以场景化消费实现对文化的理解和体验，

通过产品和营销模式创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保护。如苏州博物馆，其于 2011 年以苏州博物馆淘宝

店，提高苏博品牌的传播力和知名度，重赋能非物质文

化遗产技艺，传递文化的新时代力量 [4]。

3.3 联合打造多元活化博物馆群

策划联合有关部门相关单位，精心打造非遗主题展

陈基地，建立一批非遗主题街区、产业园区、民俗村落、

特色小镇，以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载体，形成非

物质文化遗产业态集聚。依托于数字化技术，将非遗文

物展陈与文创产品集合在一起，以丰富的馆藏非遗文物

和品类繁多的文创产品，精心排出数个系列，展陈于线

上博物馆。同时，线下同步推出相应的系列展陈区，以

形成非遗展陈集群、非遗文创产品产业集群。如成功案

例—青岛胶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该博物馆活用地

方历史文化、民族特色，协同政府单位推动了系列举措，

打造出 3A 景区、首个非遗博物馆，实现了文化保护、旅

游观光、社会教育，产业服务、传统演艺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共享服务平台，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当地现代

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完整的

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此外，博物馆还可强强联合，举

办大型展示会展览会，促使各文物的汇集汇聚，尤其是

文物爱好者的珍藏文物。既可以丰富藏品，又可以更好

地提升年轻一代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让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另一种特别的形式被保护起来 [5]。

3.4 建立馆藏文物保护标准体系

推进博物馆标准化库房建设，改善藏品环境；做好

文物平安工程、“文物安全天网工程”，完善文物安全保

护网络，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点文物保护与修复；加大可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

征集力度；加强培训力度，完善馆藏文物保护标准体系。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快速变化，博物馆面临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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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明显的文化传承功能。如何帮助传统非物质文化遗

产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冲击，应该成为博物馆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在“博物馆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创

意产品模式下，文化创意产品以其良好的文化传承和创

造力受到市场的青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此，博物馆应充分融合文化创意发

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为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创新路径，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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