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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野菜
杨宽林

成都市高新区2019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传统文化展演活动开演

90 万支故宫口

红，供不应求；5136

家博物馆，每年进

馆参观人数近 10 亿

人 次 ；2500 多 家 博

物馆围绕自己的馆

藏 产 品 进 行 IP 开

发，但盈利的占比

不足 1%……

各大博物馆都

挺能卖货，但怎么

卖的多是书签 、抱

枕、钥匙扣？博物馆

文创的独创性 、差

异性和生命力在哪

里？这些都是值得

深思的问题。

2017 年故宫文创销售收入

15 亿元，这个数字对于那些习

惯于依赖门票收入的文博单位

而言，确实令人惊羡。

从 2013 年开始，故宫淘宝

以颠覆性的“卖萌”开始，再到

《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系列纪

录片火爆，故宫在公众认知里，

不再是端着的皇家气派和板着

脸的严肃形象，而是开放、轻盈、

时尚、年轻的颠覆性形象。

其实，故宫文创并非一开始

就这样思路清晰。

故宫博物院总策展人王亚

民曾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

多年，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介

绍，故宫文创也历经了不同的发

展阶段。直到2017年，故宫文创

才进入主题开发阶段。

比如，“故宫中国节”项目，

立足于中国传统节日，结合故宫

丰厚的年节文化，通过多种形式

和载体，让人们触发对中国传统

节日的记忆。“紫禁城过大年”、

刷屏的“上元节灯会”等，都是在

这样的思路下策划出来的。

据介绍，故宫博物院现有三

个部门参与文化创意及文创产

品的开发，从自身组织架构上保

障了故宫文创的发展。截至目

前，已累计研发文创产品超过一

万种，逐渐有了自身鲜明特色和

风格，形成了多元化的故宫文创

产品系列。而与腾讯等在文创方

面的深度合作，则大大拓展了传

统文创的“纪念品买卖”的边界，

将触角延伸到了音乐、视频等内

容创意和游戏、人工智能等科技

创新的领域。

中国有 5000 多家博物馆，

可只有一个故宫。故宫文创能复

制吗？对此，绝大部分业内人士

认为：可以参考，无从复制。

有博物馆馆长指出，最该学

习的，是故宫在顶层设计上的系

统性思维和战略性思维。对于其

他博物馆而言，最难以学习和借

鉴的是，故宫不断强化的，是故

宫本身这个超级大IP。

此外，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

位、差额拨款单位，故宫一年有

54%是国家拨款，在确保实现公

益目标前提下，可依法开展相关

的经营活动，剩余 46%的经费，

就要通过市场化的运营实现商

业化变现。通过创收填补空缺，

这是故宫做文创的原动力之一。

反观各地国有博物馆，则多

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很长一

段时间，如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经营收入又该归谁、如何吸引人

才、建立合理的体制机制，这些问

题始终困扰着他们的发展。

2016 年可以看作是文博文

创产业元年。这一年，故宫博物院

以创新的思维、大胆的举措，将文

创做成了“网红”。这一年，在故

宫博物院的示范下，国内越来越

多博物馆开始对“旅游纪念品销

售”进行积极“再造”，带动了整

个博物馆文创产业“井喷”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陕

西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河南

博物院等数十家博物馆纷纷根据

各自的馆藏进行文创开发，并相

继上线了官方店铺。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发

布的《中国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

2018》显示，2018 年国庆重点博

物馆消费人次同比增长 28.1%。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年创意产品

销售数量超过30万件。

2016年，对广东省博物馆也

是关键的一年。当年，广东省博

物馆列入全国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试点单位，文创产业也逐步找

准了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 8 月，广东省博物馆、广东

美术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

九家国家文物文创试点单位共

同作为发起单位，成立了广东文

创联盟，涵盖开发研究、设计、制

造、销售、投融资等行业领域，下

面地级市的博物馆如果没有设

计生产能力，通过联盟可以迅速

地找到文创研发团队。据介绍，

“2018 广东（珠海）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部分大赛成果，当即就

实现了转化对接。

故宫的模式能复制吗？

故宫文创活化路

地方博物馆探索路

2019 年，中国有多

部 科 幻 电 影 有 望 陆 续

上 映 ，它 们 被 寄 予 厚

望 ，甚 至 有 人 提 及 了

“ 中 国 科 幻 电 影 元 年 ”

的说法，这与今年春节

档《流 浪 地 球》的 成 功

不 无 关 系。当 时 ，该 片

以“孤篇盖全唐”之势，

打 破 许 多 中 国 电 影 口

碑、票房不一致的尴尬

局面，实现了双赢。

在新时代中国电影

发展的背景和格局里，

笔 者 认 为《流 浪 地 球》

掀 起 的 这 股 国 产 科 幻

电 影 新 浪 潮 或 将 蔓 延

全年，并且有着三重重

要意义：

首先是一种“硬科

幻”新类型电影的出现

和 新 主 流 电 影 内 涵 的

加强或拓展。中国原先

也有国产科幻电影，但

相对而言不成规模、体

制 、气 候 ，更 无 科 幻 类

型电影大片的气度、格

局，不足以用“硬科幻”

冠之。而《流浪地球》不

仅 在 工 业 水 准 上 的 表

现 和 完 成 度 令 人 耳 目

一新，作品中一些鲜明

的“ 中 国 意 象 ”和 中 国

情感更是令人振奋和自豪。

与此同时，《流浪地球》又以其全

民热议的现象性，跨越了类型电影的

格局，为新主流大片增加了更多新元

素、新内涵。实事求是地说，没有向国

外成熟的科幻类型电影大片学习借

鉴，是不太可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的。

近年来，以《战狼 2》《红海行动》

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大片在电影市

场上占据了文化主导性地位，无论是

票房硬指标还是文化影响力。《流浪

地球》所代表的科幻电影无疑在新主

流大片这个序列中扮演了一个继续

高歌猛进的角色，不仅保持了明快、

紧张、激烈的戏剧节奏，更是从时间

上延伸到未来世界，空间上扩展到外

星宇宙，价值观上更进一步强化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此而

言，与其说国产“硬核”科幻是一种新

电影形态或类型，毋宁说是“新主流

电影大片”的加强版或升级版，在这

个类型当中有望涌现更多“高新优质

品种”。

再次，国产科幻电影对于工业美

学建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科幻电影

往往拥有巨大的投资、超强的匹配、

完整的工业流程，场面宏大，气势磅

礴，表现主题具有深刻的普遍性，非

常适合用于展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的表达和文化软实力的建构。“硬核”

科幻更是近几年中国电影界呼唤和

期待已久的、足以体现中国电影工业

化程度和科技水平的一个高峰，也被

视为“电影工业美学”的标准化案例。

第三，按传统文化“不语怪力乱

神”的眼光看，某些科幻电影题材也

许不免有“杞人忧天”的色彩，但实际

上科幻电影往往具有独特而重要的

时代文化隐喻意义和公众影响力。

《流浪地球》所取得的票房佳绩，是时

代、文化、科学精神、中国梦、青年文

化 、网络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

的。当电影作为一种现代民俗文化已

经介入国人的精神生活，围绕电影引

发的热议和各种观点交锋，也成为颇

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化消费现象。而科

幻电影作为汇聚、映射了时代精神、

热点话题和中国梦的集大成者，它最

大的魅力之一是对国人甚至全人类

的梦想机制产生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以此为契机，中国电影市场或将

迎来一个开掘中国观众“虚拟消费”

或“想象力消费的新阶段”。一定程度

上，“幻想类电影”是衡量一个民族想

象力、创意力、创造力之程度的标尺

之一。这类电影不仅因其故事的假定

性和虚构性，充分迎合了当下年轻一

代观众对于拟像环境的依赖感与“想

象力消费”的诉求，而且在类型融合

基础上加入中式幻想再造的创作模

式也有助于在电影中实现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只有电影市场上出现更多元化

的类型，更合理的品类格局，才能助

推中国电影的常态化的继续发展，也

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包括作为观影主

力军的青年群体）日益增长、日益多

元、与时俱进的审美消费需求。

本报讯（李尚维）5月 6日,四川省成

都市高新区 2019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暨天府文化进万家传统文化展演活

动在高新东区董家埂乡综合文化站拉开

帷幕。

活动现场，非遗艺术家及专业演员

为现场群众带来了川剧变脸、金钱板《邻

里情》、民俗杂技等精彩多样的节目。同

时，观看表演的群众还积极参与了有关

天府文化艺术知识的互动游戏问答。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21日，

将在高新区各乡镇及街道陆续开展 19

场演出。活动由成都市高新区社区发展

治理和社会事业局主办，成都高新区文

化指导服务中心及辖区内各街道乡镇承

办，旨在通过传统文化展演，把健康向上

的传统文化精品和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

边，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实现文化成果共享，提升基层服务效

能。图为活动现场。

假期朋友聚会，因多吃了几顿

火锅，肠胃便开始“抗议”。老家的亲

戚送给我一把野蕨菜，带回家后用

开水浸烫一下，素炒了一盘，好吃极

了。那味道里有点中草药的苦味儿，

但又要淡些；还有一些清茶的涩味

儿，却透着幽香；细细咀嚼，还有一

丝若有若无的鱼腥味儿，但很独特。

这一把野蕨菜的熟悉味道，一下子

勾起了我对往昔的美好回忆。

二十年前，我在乡下教书。乡间

茂密的林子里生长着很多野菜，其

中最让人百吃不厌的，便是这野蕨

菜。国人食用蕨菜的历史久远，三千

年前的《诗经·召南》里“陟彼南山，

言采其蕨”说的便是它。古人用“小

儿拳”来比喻蕨菜的形状，非常形象

贴切。白居易有诗称“蕨菜已作小儿

拳”，黄庭坚也有“嫩芽初长小儿拳”

的诗句。蕨菜顶部蜷曲的“拳头”是

它鲜嫩的标志，一旦拳头张开长成

巴掌状，就表明菜叶已经老硬不能

食用了。

“蕨芽珍嫩压春蔬”，春天里的

嫩蕨菜是独具风味的野菜佳品，炒

食、煮汤、炝拌均可，做法越简单，越

能让人尝到滑润软嫩的鲜纯滋味。

人们对蕨菜情有独钟，总是想方设

法去保存它特有的野味，又因为难

以保鲜，所以会将其晒成了干菜长

期保存。最妙的是寒冬腊月，干蕨菜

泡发以后，用老腊肉炝炒，通红油亮

的老腊肉配上蕨菜苔那一缕余香，

香味独特，滋味无穷，令人食而不

忘。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咀嚼着，

品味着，仿佛春天又回来了。

其实，除了野蕨菜，家乡富饶广

阔的田野上还出产很多品种的野

菜，有折耳根、野芹菜、茼蒿菜、狗

地芽、香椿芽……个个青葱鲜嫩，

散发着悠悠的清香，在粮食匮乏的

年代养育了家乡的人们。一晃多年

过去，从乡村到城市，人们的生活

条件和饮食质量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多了，这

些野菜渐渐淡出历史舞台，成了人

们餐桌上的稀罕品，但我仍对它们

念念不忘。

先说一下折耳根。折耳根又叫

鱼腥草，家乡土名称之为“猪鼻拱”，

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菜。当冰雪

消融，春风吹拂的时候，折耳根冒着

料峭的春寒，首先在大地里钻出了

一颗颗绿芽，向人们报道春天的来

临。不几天，绿芽长成了一片片椭圆

的耳朵状的绿叶，绿里带着猩红，鲜

嫩、水灵，嫩得能掐得出水来。这时，

孩子们在母亲的带领下，纷纷提着

竹篮筐，拿着小刨镐、小铁铲，在春

天的田野里寻找着。采摘时不仅要

挖折耳根的嫩芽，还要挖出雪白的

嫩根。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田埂上，

一边挖野菜，一边听鸟鸣。直到炊烟

四起，田垅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

印，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土坑，人们提

着那沉甸甸的野菜筐，才陆陆续续

回家去。

回到家，把折耳根的嫩芽、嫩根

择好洗净，淋上红油，撒上盐巴、味

精，轻轻一拌。夹一筷子放进嘴里，

霎时，那份特有的脆嫩可口立刻将

味觉唤醒，泥土的清淡芬芳就顺着

味觉神经四处游走，再夹一筷子放

进嘴里，感觉春天的阳光都在心里

灿烂了起来。

香椿芽，也就是香椿树的嫩芽，

我同样特别爱吃。原先觉得闻起来

有股呛鼻的气味，后来吃惯了，就爱

上这个气味了。最常见的做法是香

椿鸡蛋饼。将香椿芽择去硬的叶柄，

只剩嫩叶、嫩芽，切碎了，放入搅好

的鸡蛋糊中，放入少许盐，再搅拌均

匀，用平底锅煎成两面黄的饼。金黄

的蛋饼里带着香椿的嫩绿，吃起来

口感滑嫩，香气在唇齿间回旋不去，

真是美味极了。另外，凉拌嫩椿芽也

很好吃。将椿芽倒入开水内略烫一

会儿，捞出后沥干水分，放入香油、

姜米、豆瓣、辣椒，拌匀后，香味浓

烈，是佐饭的一碟好菜。

家乡的野菜，说不尽、道不完，

每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若没有好好

吃上几次野菜，那春天便过得黯然

失色。我吃野菜，不仅是为了换换口

味，更为了追忆那流逝的乡村岁月，

回味那难忘的田园生活，在咀嚼中

飘出几缕淡淡的清香和乡愁。

家乡的野菜，挖不尽，吃不绝，

年年岁岁，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子

民。当你品尝折耳根的清香，蕨菜苔

的淡苦，香椿芽的浓香，你不仅会回

忆起那往昔的岁月，还会咀嚼出泥

土的朴实、大地的情怀，那四季轮回

里沉默无言，却运行着滋养一切生

命的伟大力量……

各地博物馆进行文创开发

时，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难题。自

从2016年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天

津、广西、甘肃等地也陆续出台配

套政策。

这些政策中，以北京的最为

大胆。2018年 6月 5日，北京市发

布《关于推动北京市文化文物单

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工作的

实施意见》，提出文化文物试点单

位可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的

净收入中提取70%及以上奖励开

发工作人员。

去年 10月，新华社发布了由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文

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

品，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

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

务、藏品征集、对符合规定的人员

予以绩效奖励”。但是，各地的配

套措施还有待出台。

“文博创意产品不仅具有商

品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和社会

属性，能够兼具文物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还需要符

合社会公众的期待。”国家博物馆

馆长王春法表示：各地博物馆所

办展览对历史文化的解读较地方

化、碎片化，博物馆研究也较浅，

而在传播方式上，有些博物馆娱

乐化趋势较明显。

显然，要平衡公益与效益、文

化与经济、高雅与卖萌，中国的文

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芭蕾舞剧《唐寅》亮相
波兰比得哥什歌剧节

新华社华沙 5月 6 日电（记者 张章）5

月 6日，中国苏州芭蕾舞团携大型芭蕾舞剧

《唐寅》亮相第26届波兰比得哥什歌剧节。

大型原创芭蕾舞剧《唐寅》讲述了明朝

画家和诗人唐寅起起落落的人生境遇。苏

州芭蕾舞团用西方芭蕾艺术讲述中国传统

故事，让东方意境与西方美学实现交融。

苏州芭蕾舞团艺术总监李莹说：“很高

兴再度受比得哥什歌剧节邀请来波兰演

出。我们力求通过《唐寅》展现东方之美的

同时讲述人生不易，寻找东西方人性共同

点，期待欧洲观众领略并喜爱东方文化、中

国文化。”

中国驻波兰大使刘光源表示，作为庆祝

中波两国建交70周年系列活动和“16+1合

作”框架下重要人文交流活动，苏州芭蕾舞

团此次来波访演，充分展现出两国在艺术

上的互学互鉴与密切合作。他说，期待进一

步深化两国在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搭建

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为推动中波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不断发展谱写新篇章。

比得哥什歌剧节 1994 年创办，每年举

办一次，已经发展成为波兰规模最大的国

际歌剧节。2015 年，应比得哥什歌剧节之

邀，苏州芭蕾舞团曾赴波演出现代芭蕾舞

剧《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