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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文博IP，让文物潮起来、活起来、动起来
吴学安

本版责编 刘涛 投稿邮箱 1036639134@qq.com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
物院院长马萧林就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活起
来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近年来从
央视《国家宝藏》的播出到《只此青绿》的出
圈，再到文创产品、考古盲盒的火爆，足以看
出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消费的旺盛需求，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热切期待，也促使文博人以
更加开放的思维跨界合作，不断探索让文物
活起来的有效方式，使得文物能够更好融入
生活服务人民（央视网2022年3月10日）。

体验经济时代，文博系统比以往更为强
调用户的感知价值。“文博IP热”让博物馆不
再高冷，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传播窗口，博
物馆有着海量的馆藏文化资源，具有浓厚的

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价值。做好文博 IP
开发，也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途径和
手段。

如今中国拥有4873家博物馆，馆藏当中
无法计量的文物，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与观众
建立有效连接，形成跨时空的对话与交流，
突破现有瓶颈制约局面，深度挖掘文化资
源，结合现代科技和艺术手段重现藏品故
事，追随历史文化，搭建与观众之间的连接
桥梁，这正是开发文博IP的意义所在。

让文物”活起来“，正在进行时。但仅凭

花样迭出的文创产品，是无法完全承载经典
文物资源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也无法实
现博物馆所应承担的艺术教育等多种功
能。而且即便是在以文创开发为中心的思
路下，如果人们对文创产品所蕴藏的内涵缺
乏一定的理解和欣赏，其热卖或将不可持
续。因此，打造文博品牌，既要围绕文博特
点，聚焦特色产品，又要花时间积累粉丝和
口碑，保持持续输出的能力。此外，还要通
过整合专业资源，实现知识分享。

近年来，国内林林总总博物馆掀起了一

场关于文创衍生品的开发热潮。虽然在做
好博物馆文创开发方面，每家博物馆因为面
临的实际情况不一，发展策略不尽相同，但
在市场化落地方面，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打造文博 IP，不妨以著作权为核心、辅以外
观专利、商标、商号等知识产权的运营贯穿
全局，构成的“权利链条”。如果在知识产权
合规性上存在瑕疵，将可能对整个项目的后
续开发与进展产生隐患。

博物馆作为一个城市重要的文化资源，
其本身的运营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

能用系统性思维和全新的视野构建以文创
产品、IP挖掘、品牌营销为核心的城市文化
IP，无疑能达到画龙点睛之功效。文博IP开
发要先做好内功，盘清家底，深入挖掘文化
资源的价值和内涵。除了文创产品开发外，
还应对文博IP进行系统开发，比如策划推出
IP主题展览、尝试影视创作及传播、跨界品
牌授权及合作等，着力打造出新的城市 IP，
更有可能带动整个城市的文化旅游产业的
蓬勃发展。

李海珉：守望古镇文化 留住江南最美

见到李海珉，是在苏州市吴江区
黎里古镇游客中心的办公室，办公室
里堆满书籍，散发着油墨书香味。眼
前的李海珉，一身西装、精力饱满、
语速飞快、思维敏捷，看上去根本不
像75岁的人。

李海珉生于 1947年，是土生土
长的黎里人。当年，作为一名中学老
师，他怀着对柳亚子的崇敬，利用业
余时间收集资料，写就了一本《爱国
诗人柳亚子》。对于黎里历史，从驳
岸的一块块缆船石，到长短宽窄不一
的弄堂，再到名人和民间文化，李海
珉了然于胸，其间，他经常给报刊写
文投稿，向社会宣传黎里古镇的文
化，是当地公认的“黎里通”。

1987年柳亚子纪念馆成立，让家
住对岸的李海珉越发有了想法与感
触。1994年，当地把古镇保护的重
任交给李海珉，把他从学校调入柳亚
子纪念馆任职，后又兼黎里镇文保所
长。“当时每月减少20%的工资，周
围的人都觉得我傻。但我却认为人生
有舍，才能有得。”李海珉说，能从
事自己喜欢的文化研究，这样的

“舍”，很值得。
来到纪念馆后，李海珉一头埋入

书堆中，潜心做文史研究，为申报历
史文化名镇而努力。“在黎里中学教
书，我是个古镇保护志愿者，到柳亚
子纪念馆兼黎里文保所工作，保护古
镇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是责任人。”

1995年开始，李海珉花了三年时
间，走访考察江南一带的50多个古
镇及古村落，积累了一千多万字的资
料，图片两三万张。走访后的收获，
让他更坚定了保护古镇的信心。他
说：黎里，在江南古镇排列中绝对归
于第一梯队。

之后，他参与全市大中小学校的
巡回展览，举办“爱国诗人柳亚子”

讲座。截至 1999 年，讲座超过 300
场，发放 《爱国诗人柳亚子》 10万
册。1999年，李海珉又以小故事形
式写了12万字的《柳亚子》，此书内
容丰富，富有趣味，更适合用于对青
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97年，黎里迎来了第一次申报
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的机会，后因种
种原因，申报一事被搁置了。失去这
次机会让李海珉又苦等了6年。转眼
到了2003年，李海珉为新一次的申
报工作做了充足的准备，可现实再一
次残酷地打击了他。

回想当时情景，李海珉的心情还
有些激动：“由江苏省政府审批的
480个项目被砍掉了，其中江苏省历
史文化名镇项目也被砍掉了，我积累
的这么多资料难道就此作废了，以后
谁来审批呢，久久没有下文。”

更难的还在后面，2006年黎里因
行政区划改革，与芦墟合并成汾湖
镇。汾湖镇的设立，就意味着没有了
黎里镇这一说法。听到合并的消息
后，李海珉整个人都蒙了，脑袋嗡嗡
作响，整夜没有合眼。“自己面临退
休，连仅有的平台都没有了。从此偃
旗息鼓，还是继续努力？”李海珉感
到迷茫。“第二天我就想通了，自己
是文物工作者，也是一名党员，怎么
可以不作为？即使退休，仍然是职责
所在。”李海珉说，家乡申报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这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使
命，我这些年积累的历史文化素材，
决不能就这样闲置。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
做百分之百的努力。”退休后的李海
珉，被古镇及旅游公司聘为顾问，全
身心地扑在古镇文化发掘之中，继续
研究和整理黎里的文化资源。他说，

“退休后我就是一名古镇的守望者”。
守是为了现在，望是为了未来，为
此，他把自己的家命名为“守望庐”。

“黎里中秋显宝”发端于元代，
明代渐成气候，到了晚清与民国时
期，显宝之风十分鼎盛。在李海珉的
发掘下，2014年起黎里古镇恢复了

“中秋显宝”这一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今年是第八个年头，已成为苏州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李海珉利
用传承人身份，将守望古镇这一主题
融入“中秋显宝”，赢得了广泛支持。

李海珉不但是黎里古镇保护的积
极实践者和见证者，更是将黎里推往
全国和世界的积极行动者和见证者。

“2006年出版的《古镇黎里》只有三
十几万字。”李海珉说，之后又花了
两年时间，把积累的资料整理归类，
认真校对， 2013年再版，扩充至75
万字。

“努力在人，不信由天”，2013
年汾湖改为黎里，2014年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接纳黎里， 2015 年 3 月，
黎里镇增补进江南古镇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他欣慰地说：“这三步走
得扎实、踏实，我非常高兴。”

至 2021年，李海珉先后出版江
南古镇和南社文化两类书籍 20 多
部，共计600余万字。目前，他正在
为出版 《黎里古镇》 人物编、风情
编作准备，还将努力完成黎里缆船
石、弄堂、厅堂、砖雕等书。

李海珉的孙女李芳远是中山大学
博物馆系在读研究生，她说：“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十分敬重爷爷

的选择与努力。”放假期间，她主动
为爷爷制作PPT。她说：“爷爷的付
出与坚守，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值
得。”

作为古镇守望者，李海珉的视角
不仅是黎里，还放到了整个江南古
镇。他说，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中，江
南古镇更显珍贵，需要有人去呵护。
因此，他早在2003年通过写信，后
用qq，再到现在的微信，四处联络

热爱江南古镇的本土文化人士，发起
成立了古镇守望者联盟，抱团守望江
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那一座座千年古
镇。

“我不想闲散享受，决不随便浪
费时间，但愿身体健康，精力允许，
一定要把电脑里储存的数千万文字，
数万张图片，归类整理，撰写成书，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千万字的著作。”
李海珉说。

有着32年党龄的李海珉，守望古镇37年。他

说，守望古镇是我的终身事业，纵然困难重重，我

也从没有动摇过。

乡愁

黎里古镇

工作中的李海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