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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创意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各大文博机构和创意企业争

奇斗艳，博览会为各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展示机会。夏末的北京先后

迎来“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北京书展”）和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北京文博

会”）。在北京书展，我既是参与者又是参观者；对于北京文博会，我

虽然并未参展，但作为文化产业从业者，和以前仅仅作为普通观众，

参观感受自然大不相同。这两次博览会主题尽管各不相同，感受却有

相同之处——文化产品与生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北京书展以书籍展示为主题。

今年古籍馆有幸受邀参展，展区位

于 W3“阅读体验与文创馆区”及

W4“印刷创意与图书馆配馆区”，

古籍馆文创产品主要集中于W3区进

行展售。经过五天的展售和参观学

习，W3 区绝对可以说是此次书展除了绘本馆之外最受欢迎的展区。

创意产品大多集中在文具类，这既符合书展的主题，也反映出古籍元

素文创产品最重要的品类。以古籍馆本次销售量作为统计依据，西夏

文字帆布包、《芥子园画传》笔记本、《红楼梦》笔记本和文件夹是最

 
图１ 国图古籍馆文创站台 



畅销的商品，而恰好这几样也同样是线上微店的热销产品，而且全部

属于文具类产品。 

  除了国家图书馆展

区，故宫博物院、河北

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

敦煌研究院在展区主要

位置搭建了大型展台。

故宫博物院文创名不虚传，展位内总是人流密集，成交量十分可观。

故宫博物院文创种类繁多，但此次参展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文具和生活

类，例如手账胶带、扇子、围裙、抱枕、镜子等。故宫博物院文创受

到追捧原因很多，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古代皇家生活

的好奇。故宫博物院一直在推广“四爷”雍正的形象，“四爷”的吃

穿用度、玩乐游戏都成为故宫博物院文创的重要 IP。故宫博物院文创

产品以帝王用品为创作灵感，所出产品既具有皇室风格又便宜实用，

普通人也可以花费不多的价钱体验一下皇帝的生活，何乐而不为。 

  河北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搭建的展区令我印象深刻：河北博物院

展区以汉代帷帐为原型（图２），使用木架和半透明喷绘布搭建出一

块方形展区，正面入口处亦用半透明布搭建一扇屏风，屏风前摆放有

几件重要藏品的高

仿复制件，而屏风

将展区分割为“凹”

字型区域，人们穿

 
图２ 河北博物院文创展区 

               图 3 北京文博会场景（敦煌研究院） 



梭其间仿佛穿越进入一处汉代宫闱；敦煌研究院的展位也同样十分注

重环境的营造，与河北博物院不同的是，敦煌研究院使用的是带有敦

煌色彩的家居产品（蒲垫、挂毯、装饰画），营造出一个带有禅修风

格的展区。敦煌研究院此次主推的文创产品为敦煌颜色 DIY 唇膏和

禅画描图，这两项都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图 3）。DIY 唇膏主要针对

女性消费者，禅画描图则针对儿童群体，这两大人群也是文创产品消

费的主力。 

北京文博会，我们虽然没有参展，但是仅就参观而言，我有一个

很重要的感受，就是互动体验项目很多。在文博会上居然可以体验手

工抄制花草纸、丝网印刷和传统油墨印刷（图 4），这是我之前没有

想到的。文博会上除了公立文博机构参展之外，有一些非公机构引人

注目，如古陶文明博物馆——大陆首批私立博物馆之一。在古陶文明

博物馆展位可以体验使用丝网印刷技术自己印制一个陶纹杯垫。据了

解，博物馆内还定期举办金石创意全形拓技艺培训班。亲身体验文化，

才能传承文化，体验性文化产品其实早已不是新生事物。据笔者所知，

像抄纸、刻字、拓印这类与古代书籍制

作密切相关的体验类活动已经有一些

私人机构组织过系统性培训课程。无论

是生活类产品的热卖，还是体验性活动

的增长，都是人们对文化产品要求层次的提高。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于

“纪念品”的概念，而是希冀用文化产品所代表的意义去装点自己、

装点生活，以体现自身的文化和艺术品位。 

 
图 4 手工体验区 



百年之前，在面临科学技术巨变之时，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一个“众

神隐去”的时代，提出人要诗意地栖居于世。百年之后，生活的便利

和快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诗意地生活又面临新的命题。也许

把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就是最诗意的方式。也可以说，创意地栖居，

大概就是现代人与物质世界握手言和的每时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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