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文创产品调研报告 

朱婷婷、孟月 

 考察时间 

2017 年 6 月 19 至 23 日 
 考察地点 

浙江图书馆 

浙江省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 

工艺美术博物馆及手工艺活态展示馆 

西泠印象品牌文创店 

 

 调研目的 

考察杭州地区文博机构文化创意产品的大致情况，为我馆文创品

设计和营销提供参考借鉴。  

一、浙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创办于 1900 年，前身为杭州藏书楼，以曙光路新馆

为总馆，另有孤山路、大学路馆舍和湖州市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建筑

总面积 4.7 万平方米，在全省各地设有 6 个分馆 27 个流通站。浙江

图书馆现有藏书逾 421 万册，古籍珍藏丰富，地方文献齐全，馆藏珍

品首推文澜阁《四库全书》。接待读者平均每天 5000 人次，双休日高

达 8000 人次，最高达 13000 人次，发放各类借阅证 10 多万张。 

我们此次调研的是曙光路总馆和孤山路古籍部。因服务对象不

同，总馆读者流量相对较大。在馆区参观过程中，未见文创品或文创

品商店，大厅右侧较醒目的位置是提供教育培训活动咨询的区域。古



籍部、咨询台以及展厅的工作人员对文创相关问题并不十分了解。 

    然而两个月后的 8 月北京国际书展的文创展

区，浙江图书馆展出了以芸香草为原料制作的香

囊（图 1）和文澜阁《四库全书》笔记本（图 2）。 

经询问，浙江省政府发文要求文博机构大力

发展文创，浙江图书馆和宁波市图书馆都成为第

一批试点单位。香囊和笔记本也是他们制作的第

一批文创产品。 

这与国家图书馆防虫香囊和《四

库全书》系列笔记本的设计不谋而合，

市场售价也几乎一致。对比来看，国

图在产品质量上把关较严格，但在产

品包装设计上还需提升。 

二、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新馆占地面积2万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7360 平方米，

分为孤山馆区、文澜阁、西湖美术馆、

武林馆区、黄宾虹纪念室、沙孟海旧

居、文保科研基地七个区域。 

我们走访的是位于西湖边上的孤山馆区（图 3），该馆区主要由

主楼、西湖美术馆和文澜阁组成。主楼主要展出陶器和漆器，分三层，

每层都有 3D 触摸板，可全方位观看展品。西湖美术馆主要展示一些

图 1 浙江省图书馆的香囊 

图 2 浙江图书馆的四库全书笔记本 

 

图 3 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 



书画作品，包括黄宾虹书画馆和吕霞光艺术馆两个专题陈列馆。此外，

博物馆主楼和西湖美术馆每年会不定时举行不同的临时展览（观览者

多为西湖风景区游客）。或是囿于位置狭小，在浙江省博物馆内未见

文创品实体商店，工作人员也表示不清楚。另检淘宝、微店等电商平

台，也未发现其产品在售。 

同浙江图书馆类似，省博文创同是两个月之后直线向上发展。例

如为配合今年 8 月的“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浙江省

博物馆特别开发了百余款文创产品，并在特展展厅门口的文创商店内

出售。10 月 10 日，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博物馆主办、浙江

省各有关博物馆商店自愿加盟组成的行业战略联合体“浙江省文澜阁

博物馆商店联盟”在省博孤山馆区成立。目前已建立“文澜阁”文创

品牌，为联盟商店提供统一标识，并入驻省内有场地条件的博物馆，

以形成连锁的文创商店平台。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再加上统一销

售平台的搭建，预示着浙江省博物馆即将强势进军文创市场。 

三、杭州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前身为杭州历史博物馆，坐落于西湖风景名胜区吴

山，与吴山广场和河坊街历史文化

街区相邻，占地面积 2.4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展区面积 7

千平方米。馆藏规模逾万件，涵盖

了陶瓷、书画、玉石、印章、钱币、

邮票等各类文物。2012 年起，杭州博物馆每年的观众参观流量逾百

 

图 4 杭州博物馆 



万人次（图 4）。 

杭州博物馆门口有文创展柜，陈列的都是价格在 200 元以上的中

高端产品，如瓷器等，然而笔者走访期间未见相关工作人员，未能了

解更多详情。 

四、三个国家级专题性博物馆 

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

馆、中国扇博物馆（图 5），这三个博

物馆由杭州市政府出资建设，馆址均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拱宸桥桥西历史

文化街区，西临规划小河路，东至桥

西直街，南至通源里，北接同和里。博物馆功能定位主要为宣传和弘

扬我国悠久的精湛技艺，保护和发掘传统手工艺，同时兼顾展示和收

藏的职能。去时正值杭州雨季，此处游客较少。 

这些博物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宣传传统工艺，非常有特色。如伞

博物馆以白墙灰瓦为主色调，有虚拟雨景、小水雾等作为渲染。扇博

物馆内有明清扇街，设立了玻璃视觉解说系统，站在展示折扇的陈列

橱窗前，玻璃面受到感应，会投影出相应的解说词。博物馆还有机器

人解说，传感器检测到有人路过时，就会有打扮像扇店工作人员的机

器人来招呼。 

在这些博物馆旁边，另有一个工艺美术博物馆手工艺活态展示

馆。该馆由杭州第一棉纺厂 2、3 号厂房改建而成，现属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是浙江省最大的手工体验基地。其作为前述三大博物馆的活

 

图 5 中国刀剪剑博物馆 中国伞博物馆 



态展示区，以剪刀、油纸伞、丝绸、扇子等传统手工艺的制作与销售

为主，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对于保护与传播中国特色传统工艺，尤其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有着重要意义。 

馆内一层划分为手工体验区与工艺品展示区，手工体验区提供了

油纸伞制作、陶艺彩绘、布

艺挑染、丝绸手绘、剪纸、

织布、手绣等 36 种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手工体验项目

（图 6、7），老少皆宜。工艺品展示区则对应体验区，陈列了相关手

工艺产品，供游客选购。此种体验互动与展示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值得

我们思考借鉴。另据观察，上海博物馆的部分文创也在此零售，价格

适宜，产品有笔记本、书签等，制作较精美。 

五、西泠印象（武林体验店） 

西泠印社，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坐落于孤山南麓，南至白堤，西

近西泠桥，北邻里西湖。作为百年老字号

品牌，西泠印社专业从事各类篆刻、书画

创作、文物艺术收藏与研究，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符号。 

我们此次走访的是位于杭州武林广场

的西泠印象体验店（图 8、9）。为了适应市

场年轻化、时尚化的趋势，西泠印社开始更

图 6 手工制伞展示区  图 7 手工挑染布包 

 

图 8 西泠印象体验店 

 
图 9 店内陈设 



多地考虑年轻人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给传统文化注入艺术创新元

素，创立了其子品牌“西泠印象”。“西泠印象”被定位为“中国文化

创意礼品专家”，礼品类型包括新概念印章系列（图 10）、情感礼品

系列、城市礼品系列、企业礼品系

列等。 

他们发挥优势，以印章为元素

进行各种形式的再创造，设计出品

类较多的文创品，另在产品包装上

重视设计成礼品样式。这都值得我

们学习。 

杭州自古以来文化气息浓厚，经济发达，是文创产业发展的沃土。

据悉，“十二五”期间，杭州文创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市 GDP

年均增速 7.74%。根据杭州市文创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文创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26%左右，经济效益将十分可观。

但囿于笔者走访对象均为杭州市内文博机构，这些机构的文创产业起

步相对较晚，故而不如预期。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此次杭州之

行进行总结： 

从布局上，杭州文创积极打造环西湖文创产业圈、运河文创产业

带等特色产业聚集区。以聚集区为单位，充分开发提取产业元素，进

行产品再创作。围绕“创意生活”，将文创开发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

当中，以走访的几家文创店为参考，大多数产品都是一个元素一用到

底，从吃、穿、用进行多角度、多形式、多次开发设计。这样做的优

图 10 印章系列 



势是可以充分利用元素，保证了产品的多样化，也扩大了顾客的选择

范围。 

从产品设计上，值得借鉴的是其精致的包装设计。包装设计在文

创产品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也容易被忽略。好的包装不一定要多

么华丽，但一定要注重细节，例如西湖周边文创店中插画帆布包的包

装就很巧妙，将帆布包卷放在袋子里，并设计产品说明小卡片，方便

顾客了解产品信息，既便捷又不失美观。 

从产品形式上，杭州的文创开发不仅表现在市场化，还体现在精

神化层面。杭州作为“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将民间艺术也融入到

了文创产业发展当中，做各种特色小镇、产业聚集区等。这种互动性

强的文创活动，不仅增加了文创开发的趣味，吸引顾客了解文创产业，

更将文化进行了正能量的推广与传播，是文创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力

量。 

相信在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引导下，这些文博

机构的文创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即会迎来质的提升。我们也要积极利用

其优势，寻求机会进行合作，互相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