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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馍馍肥年
崔立新

博物馆提交了新方案
佛跳墙、定胜糕、八音盒……

春节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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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是一件大事，博物馆

也这么认为

“每逢佳节胖三斤”，尤其是春节
这个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博物馆文
创也看中了这个好时机。

“饮食文创和其他文创的不同之
处在于，好看和好吃必须同时满足，对
设计创意有更多要求。”国博饮食文创
负责人廖飞说，“进到国博的观众，可
以喝到嫦娥奔月拉花的咖啡、吃到大
盂鼎模样的雪糕，设计成便于携带和
物流配送的新春礼盒，希望让没进博
物馆的人也能享用。”

廖飞介绍，金汤佛跳墙的外包装
取材元素为国博馆藏《宪宗元宵行乐
图卷》，描绘了明成化年间宫中过节时
热闹的气氛。佛跳墙又名“福寿全”，寓
意美好，相传源于清道光年间，有近两
百年历史。

春节期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展”将在国博展出，吃这件小事，反映
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充满烟火气息的
日常。除了佛跳墙，国博还推出了一
款“元宵行乐图新春茶点”礼盒。灵感
依然来自《宪宗元宵行乐图卷》，画中
一个货郎担最引人瞩目，南北通货，
琳琅满目，小孩相拥而上，正是最喜
乐的一幕。

良渚博物院最近也推出一款“良
渚定胜”礼盒，把良渚元素和杭州的中
华老字号“知味观”的传统小吃定胜糕
相结合，用的、吃的，一套配齐。器皿设
计来自良渚文化的黑陶豆，釉色采用
了良渚嵌玉漆杯的红色，金色贴花则
来自良渚陶器纹饰。

良渚文创负责人熊磊说：“红色有
过年的气氛，也呼应‘定胜’主题。良渚
文创产品在年礼礼盒的加持下，更容
易引起消费者的兴趣，进一步将良渚
文化带入更多人的视野。”

◎ 源于古代艺术，走入现

代生活

长期致力于博物馆研究的上海大
学教授潘守永，最近也被各家博物馆
的春节文创看花了眼。他发现，博物馆
文创进军的新领域越来越多，连电动
牙刷都在其中。

上海博物馆近年来每到春节，都
会推出当年相应的生肖展，并从展品
中挑选文物作为灵感来源，创作系列
文创产品。虎年将至，这次挑选的文物
之一是河南磁州窑的虎纹瓷枕。陶瓷
虎枕是金代流行的一种特色生活用
具，还有着吉祥、辟邪的寓意。晋代葛

洪《肘后备急方》中就主张，虎头枕可
以治疗睡眠相关的疾病。上博提取了
陶瓷虎枕的图案元素创作了居家毯，
试图传达出磁州窑的野逸画风和虎纹
中的民俗趣味。上博文创中心副主任
冯炜说：“我们想传递一个家的感觉。
瓷枕是冰冷的，但是毯子柔软、温暖，
可以做挂毯、做桌毯，或者干脆围身上
当披肩。”

冯炜坦言，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创，
创新并不容易，何况还有“春节”这样
一个节庆的限制，“在不违背传播博
物馆文化、讲好博物馆故事的基础
上，最重要的是，文创产品要与现代
人的生活相结合，源于古代艺术，走
入现代生活”。

博物馆文创的客群主要是年轻
人，所以，年轻人日常用什么，上博文
创会特别关注。这次与居家毯同时上
新的还有虎纹车载颈枕、香薰礼盒、围
巾、保温杯、口罩、贴纸……

从上一个羊年开始，上博逢年制
作生肖颈枕已成传统，进入第八年，观
众已经产生了一种期待感。虎年文创
还没上新前，就有朋友跟冯炜打听，今
年你们做什么款式呀？还有不少粉丝
等着集齐一轮12款。

国博经营开发部副主任朱晓云
说，尽管新春产品适合售卖的时间段
并不长，但要付出很大心力，基本上需
要提前将近一年去筹备、策划，“希望
突破传统‘模板式’的设计思路，力求
新颖外观的同时，把国博独特的文化
资源融入产品中，赋予产品更强的文
化张力”。

今年已经是国博日历诞生的第4
个年头，“坚持必须坚持的，创新可以

创新的。”朱晓云说，新冠肺炎疫情阻
挡了人们的脚步，但国博的展览并没
有停止，如何让这些展览被更多无法
来到现场的观众看到，除了厚重的图
录，日历是一个更轻盈的方式，“国博
日历每年以 365 件馆藏文物为基本
内 容 ，2022 年 我 们 将 国 博 2020-
2021年最值得回味的12个专题展览
融入其中”。

除了日历这样的长销品，国博今
年也上新了一些新玩意儿，比如，源
自西方的八音盒，第一次与元宵场景
结合。国博馆藏《宪宗元宵行乐图
卷》描绘的是明宪宗元宵节当日，仿
效民间习惯，在内廷张灯结彩，搭鳌
山灯棚，放烟火花炮，舞狮子，上演
杂技百戏……八音盒选取了图卷中的
杂技表演、鳌山灯会、花灯爆竹、货郎
车担等场景，同时加入欢快的音乐，文
物真的“活”了。

◎ 博物馆文创的下一站驶

向何方

潘守永说：“春节文创，有点像我
们说的‘快消’，过了这个时令，顾客
就失去了消费动机。但有的产品具有
一定持续性，比如日历，可以用一年，
比如冰箱贴、靠枕、雨伞，就更是长期
用品。”

潘守永坦言，文创本不是博物馆
的主业，这些年才陆续投入人力物力，
成为博物馆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大
家强调博物馆不仅要用眼睛看，还要
能体验、能把博物馆带回家，这是博物
馆新的使命。但博物馆文创的市场，不
是社会的增量，而是在市场已经饱和

的情况下杀入的。比如，同样是一个红
包、一把伞，为什么要买博物馆的呢？
这是我们最该思索的问题”。

“博物馆文创的优势在于有大量
藏品，这是最好的创意基础，但一个问
题依然是创意不足，或者说跟风，比如
一时间所有博物馆都在做雪糕、做手
机壳，不但品种重、缺乏创意，而且知
识产权意识也比较淡薄。”潘守永说，

“另一个问题是政策的边界，博物馆文
创尽管有博物馆的事业属性，但依然
是面向市场的商品。经营就有投入、有
产出，那么，赔了怎么办，赚了虽然不
能分红，但能不能设立一定比例作为
奖金，甚至作为一定比例的绩效，是不
是应该给创作者奖励……这些问题都
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指导。”

朱晓云认为，博物馆资源的数字
化应用，将成为未来文创的重要发力
点。“如果说互联网让博物馆文创走出
了博物馆，那么数字文创就让博物馆
文创走出了物理时空。”朱晓云说，国
博已经在数字文创藏品方面迈出了第
一步，“上线了一些馆藏数字文创，所
有产品都在10秒钟内售罄”。

朱晓云说，文创归根结底是文化
产业，由文化和创意两部分组成，缺一
不可，而设计生产并非博物馆的传统
优势，“博物馆在做好馆藏资源挖掘、
整理的同时，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
整合社会资源（设计、生产、营销等）。
这就不仅仅要依靠博物馆自己的IP影
响力，更需要博物馆有开阔的胸怀，搭
建一个开放共赢的平台，让所有有情
怀、有实力的人和机构，都来为博物馆
文创贡献智慧”。

（《中国青年报》蒋肖斌）

总有人抱怨年味儿越来越
淡，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打开方式
不对？谁能想到，中国国家博物馆
除了操心文物，还操心老百姓的
年夜饭。近日，国博和老字号全聚
德联手，上架了一款全家福金汤
佛跳墙礼盒，内含鲍鱼、海参、瑶
柱、猪蹄筋、花胶……

从那卷“朕知道了”胶带开始
掀起的博物馆文创风潮，如今几
乎成为各家博物馆的标配，春节
市场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春节
吃什么、用什么、玩什么，博物馆
提供“从文物来、到生活去”的解
决方案。

腊月，厨房里“蒸”事不断，蒸馍，蒸
糕，蒸豆包儿，蒸豆渣饼……馍，蒸得最
多。腊月里蒸馍，发一年。

蒸馍的日子，一般固定在腊月二十六。
家乡人对年馍很在意。白胖胖，暄腾

腾，光鲜鲜，那是“发”得好啊！不松不软
的青蛋蛋、馍皮发黑或裂缝儿了，就会被
认为来年运气不好。所以，蒸年馍，相当
隆重且严谨。面粉，都是挑最好的麦子，
磨头箩白面；面，头天就和好，放在温暖
的地方发酵。蒸的时候，几乎全家上阵，
揉面的、挑花儿的、烧火的、备柴的，齐心
协力，热气腾腾。

我娘蒸馍，总是铺垫似的，先蒸一锅
素馍。素馍，没有任何花哨和噱头，连个
红点儿也不点。她泡好碱水，一次倒足，
那充满气泡儿的酵面，霎时塌陷下去，体
积缩了一大半。娘高高挽起袖子，露出臂
膊，加进去干面粉，两手在面盔子里，来
来回回搅、摁。面粉、面絮、面团、面块儿，
散乱的面粉逐渐团成一大块。

麦面，没有怡甜快辣的味，没有繁华
绮丽的色，只有温馨平淡、从容踏实的
质。馍要好吃，全凭劲道。劲道，是“揉”出
来的，“面揉千把，白如雪花”。娘揉面时，
会念叨：“抱大的孩子，揉到的面”。面揉
多了，能增白，还能增加光润度。

面团揉到一定程度，切成小块再揉，
再掐成均匀的“剂子”，案板上一推一拿
继续揉。面团越揉越硬，揉到更硬，最后

揉成的圆馍坚强地立着；上笼时，还不肯
屈服。等出锅，嘿！发成了圆的。柔韧面皮
下，仿佛有力量鼓动着，充满张力。

我家蒸馍的锅，是一口八印大铁锅，
锅盖是枣木合的，箅子是高粱秆子穿的；
柴火有时是棉花棵、玉米轴，有时是山上
拾来的硬柴。圆馍安顿在箅子上，灶里大
火猛烧。水一开花，稍减火候，文火慢蒸。
十来分钟后，锅盖一揭，一团白汽冲天而
起，白汽缭绕间，却见馍一个赛一个文
静，低调出场，端的是花未全开月半圆的
矜持和娇羞。

书上说，清代扬州小馒头很有名，
《调鼎集》里道：手捺之不盈半寸，放松乃
高如杯碗。我娘蒸出的馒头，跟这不是一
个风格：使劲捏紧在手心里，馍也不会缩
多少；北方馍，端的是劲道，一层一层用
手撕着吃，真香。

《随园食单》里说的“千层馒头”，我
觉得就是娘蒸出的馒头。

素馍蒸出来，来帮忙蒸花馍的邻居
就到了。她们开始做馍，一边谈论着家
长里短稀奇事，悠然，放松，笑语盈堂；
手下却没闲着，搓，团，擀，剪，切，一压
一按，一捏一卷，一扎一挑，盘枣点豆，插
面花儿。

眼花缭乱之际，花馍上了箅。急火猛
蒸，慢火加热。等出锅，看吧，有蝴蝶馍，
有拧劲儿馍，有攒花儿馍，还有鱼型的，
猪头型的，一个个白白胖胖，鲜嫩灵活。

晾一下，再点施花红，装饰渲染。素朴平
常的日子，忽然间开了花儿，漾出一波波
繁华热烈的味道。

这家蒸好了，婶婶大娘们，转移另一
家；蒸花馍的气氛，总是喧哗热闹的。

一百多个馍，晾晾以后，摞在五斗瓮
里，盖上盖儿，露天冷冻着。正月里走亲
戚，揭开瓮盖儿随用随取。

馍晾好，娘装上一篮，打发我们先把
本村亲戚拜访一遍。串亲送馍，数量由亲
疏关系来定。姑家、姨家8个，表姑、表叔
4个，余者有4个、也有2个的。按常规，
亲戚会从送去的馍里，退一半回来，叫

“压盒”。
后岗太姥姥家是最大的礼，12个。

娘嘱咐：“太姥姥年岁大了，腿脚不利落，
千万不要让太姥姥压盒”，但太姥姥总会
把篮子夺过来，给带回几个。

有次，我动作快，她没来得及装，小脚
一捣一捣追出屋门，硬塞我两个，说：“俺
那孩羔子，比小狗子还快！这个路上吃！”

胖馍馍肥年。正月里，我们㧟着一篮
一篮胖胖的馍，去走亲戚；同时，也接受
亲戚们送来的各式各样的馍。换来换去
的胖馍馍，是亲情和年味儿，也祈祷着新
一年的好运气。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
和智慧的结晶，是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久前，在
中宣部出版局召开的规范使用
汉字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人员
一致认为，加强汉字使用的规
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势在必
行。进一步开展汉字使用的规
范和管理工作，才能更好发挥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促进各地区经济文
化交流。

汉 字 是 意 美 、形 美 、音 美
“三美”兼具的文字，也是世界
上少数几种兼具实用价值和审
美价值、可以构成书法艺术的
字体之一。历代书法家创造的
多姿多彩的书法艺术，是中国
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体现了中
华民族特有的美学精神和审美
理念。然而，近年来，一些个人
和机构为了追求标新立异、突
出视觉冲击，忽视汉字的书写

规范、书写技法和文化内涵、审
美特征，故意将汉字笔画和结
构进行粗俗、草率的夸张变形，
创造出一些拙劣的字库字体产
品，亟待予以规范。

公共空间中的汉字是否准
确、规范、优美，所使用的字体
风格是否合适，事关全社会文
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必须引起
重视。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的字
体出现在公共空间，不但不能
体现汉字之美，反而会降低全
社会的审美水平，不利于大众
汉字书写规范意识和审美趣味
的培养，也会对青少年产生误
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
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法定地位，并规定“公共服
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
务用字”。当汉字被应用于出
版、影视、媒体、展览、广告等
面向社会公众的领域时，使用
规范应该是基本要求，在网络
空间也同样如此。公共空间中
的汉字规范而优美，会在无形
中营造美的氛围，提升大众的
审美素养。

规范是美的基础。规范汉
字使用，并不是拒绝个性化的
汉字书写，而是提升审美水平
的题中之义。对字库设计者和
相关企业来说，需要强化把关
意识，提升审美水平。书法是一
门艺术，每一种经典字体的诞
生都是书法家苦心孤诣、千锤
百炼的结晶，都是在取法先人、
学习传统、融会贯通之后的成
果，都融汇着书法家的艺术个
性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放下浮
躁的心态，扎扎实实练好基本
功，才能更好创新。在信息时代
规范使用汉字、提升书法审美
素养，应加强行业引导，指导相
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出规范用字
倡议，遴选推荐优秀字体，引导
出版、影视、媒体领域提升规范
用字的自觉意识，落实好规范
用字的各项要求。同时，有必要
加强标准研制，指导相关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开展研究，推动
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立项、
编制工作，为规范用字提供技
术支撑。

汉字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顺应信
息时代的要求，不断推进汉字规
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弘扬以
汉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才
能把汉字最美的特征展示出来，
让其更好地服务人民生活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

四川447项
新春文旅“年货”惠民生

本报讯（王露）“欢乐春节 安逸四
川”。1月24日，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厅获悉，为丰富春节文化旅游供
给，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四川
省将按照“控制线下、丰富线上”原则，
策划开展2022年全省新春文旅惠民
活动。活动涵盖全省新春文化惠民活
动、新春文旅消费惠民活动和新春线
上文旅“三展”活动三大板块，共计
447项重点活动，为广大群众营造欢
乐、祥和、喜庆、安逸的节日氛围，让基
层热闹起来，让群众高兴起来。

据悉，春节期间，四川省将依托民
间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
开展送文化下乡、文艺院团进基层、艺
术精品展演、特色文博展览、非遗民俗
活动等质量高、内容精、群众参与性强
的文化活动，包括2022年全国“村晚”
（四川）示范展示活动、2022 年全国
“赏年画过大年”新年画（四川）作品联
展、“山海为鉴——亚洲古代文明展”
等，努力让全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独
具巴风蜀韵、饱含乡愁乡情的中国年。

与此同时，四川省还将推出线上
文旅大餐，重点开展“龙腾虎跃闹新
春·云上天府过大年”——2022年四
川省群众文化“春节”线上系列活动、

“莫扎特有福”——四川交响乐团新春
线上音乐季等129项线上活动，通过
特色文艺晚会、戏剧、戏曲、音乐、综
艺、在线课程、直播活动、春节视频、游
园活动、民俗活动等，让网友足不出户
即可感受四川各地新春的热闹氛围。

丝路服饰文化特展
在成都博物馆开展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1月25日，
“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
展”在成都博物馆正式启动，呈现古丝
绸之路盛大磅礴的服饰文化、繁盛精
致的衣冠王国和浸润着千年文化自信
的人文历史图景。

本次展览中，成都博物馆以丝路
服饰为主题，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甘
肃省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云南省博
物馆等来自全国11个省、3个自治区、
1个直辖市的20余家文博机构，展出
了186件/组珍贵文物，包括丝织品、
服饰、陶俑、画像砖等。展览策展人魏
敏表示，本次展览集中了成都地区特
色历史文化资源和丝路沿线文博单
位，既有省级大馆的经典馆藏，也有多
家之前较少进入大众视线的地方中小
型博物馆的精品文物。这种合作模式，
不仅满足了成都博物馆作为策展方集
合更多文物、集中力量呈现好展览的
需求，也促进了地方博物馆的馆藏资
源交流，让馆藏精美文物得到充分展
现。同时还满足了观众看新展、看好展
的观展需求，领略不同地区精美文物
的风采，实现互利互荣、多方共赢。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原创作品音乐会举行

由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北
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北京音
乐家协会承办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原创作品音乐会日前在北
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

据悉，自北京申冬奥成功之后，北
京冬奥组委连续3次举办冬奥歌曲征
集活动，得到了广大词曲作者和民众
的积极响应。音乐会上演唱的10多首
歌曲就是在这次征集活动中甄选出来
的优秀作品。音乐会由5个部分14个
节目组成，即序曲《一起向未来》、第一
篇章《冰雪之约》、第二篇章《冰雪之
爱》、第三篇章《冰雪之情》和尾声《永
远在一起》。

（《人民日报》任姗姗王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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