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和现代并不矛盾，古老与

时尚可以在生活中交汇。

5月16日，70多套“南海有

礼”文创产品首次亮相，精美的设

计惊艳了广大市民，其中“镇水铁

牛”因其“萌萌哒”造型，被大小朋

友津津乐道。

民间相传，大禹治水时，每治

好一处，即铸一铁牛沉入水底，意

在镇服水患。在南海区博物馆里，

便有一只清代镇水铸铁牛。相关

史料记载，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桑园围再次大修，是年十月初

九，在西樵海舟麦村下沉铁牛两

只，此牛便是其中一只。

在以“镇水铁牛”为原型的文

创作品中，它不再是展柜中不能触

碰的文物，而是褪去冰冷的金属

“外套”，成为人见人爱的精致音乐

盒、粉色储钱罐、胖嘟嘟纸巾筒。

无独有偶，当南海功夫与高端

茶具相结合时，便有了文武双全的

“即视感”。在“武韵南海”茶具的

设计中，茶盘图样取自西樵图碑，

并采用金线描绘其地形地貌，展现

西樵的人文气脉；壶身采用木人桩

的造型，杯身镀有南海最具代表性

的经典招式动作，不同造型的茶杯

在推杯换盏的时候，便有了“以武

会友，切磋交流”之意。

还有“南海印象”扩香印章，

其顶部运用设计手法抽象提炼出

南海 7镇街的标志性元素：西樵

功夫、九江龙舟、桂城魁星阁、大

沥醒狮、里水百合花、狮山桃花、

丹灶康有为故里；底部采用篆体

字样，可做印章印出地名。从顶

部滴入精油，便能散发出每个镇

街的专属味道。

“这些文创产品很走心，既美

观实用，又展示了南海文化，自用

和送礼都很合适。”在南海区博物

馆“南海有礼”文创空间里，市民冯

女士细细欣赏每款产品，最终下单

购买了“镇水铁牛”存钱罐和“有为

学堂”笔盒，“这些产品很可爱，也

很有教育意义，希望小孩在使用过

程中能养成良好习惯。”

据悉，佛山洛客众创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整体策划、设计“南海有

礼”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的最

好方式，是让它们在当代人的生活

中再次流行起来。”该公司总经理

冯嫽说，文物重新走进人们的生

活，不能仅仅做一些简单的复制粘

贴，比如把文物图案、元素印到产

品上，只能算是博物馆文创的1.0
模式，“现在升级到了2.0，要让文

物通过创意和美学设计转化成当

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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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位于南海区

博物馆内的“南海有礼”文创

空间正式启用，以南海文博

元素为创意核心的文创产品

首次亮相。去年12月，南海

区博物馆更荣升为国家二级

博物馆。

实际上，南海区博物馆

是观察南海“博物馆之城”建

设的一扇窗。

2017年，佛山市提出围

绕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和“更具品质的文化导向型

城市”，着力打造“博物馆之

城”。随后，南海率先制定

《佛山市南海区关于推进“博

物馆之城”建设的实施意

见》，梳理出 37 个重点推进

项目，制定了四大规划。

根据《实施意见》，南海

将致力打造历史综合系列、

名人故居及革命文化系列、

南海产业系列、社区生态系

列、非遗民俗系列、特色收藏

系列、岭南艺术系列七大系

列，环千灯湖博物馆群、环西

樵山博物馆群、环佛山高新

区南海园博物馆群三大集群

的“博物馆之城”发展格局。

近年来，南海的文博场

馆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南

海先后引进了广东大观博物

馆、佛山岭南金融博物馆；在

南海金融公园建设了珠三角

工匠精神展示馆暨“品牌南

海”馆；去年 8 月，建川新中

国百年博物馆正式落户佛山

西站枢纽新城，将创新以文

博商业综合体模式，打造湾

区文博新地标。

除了数量上的增长，以

南海区博物馆为引领，全区

文博场所倾力策划和引进不

少精品展览，让南海市民在

家门口便可领略五湖四海的

文物风采。此外，分布在镇

街的九江侨乡博物馆、九江

双蒸博物馆、玄憬龙博物馆、

福厚博物馆、汤南私塾博物

馆、六月西洋艺术博物馆等

文博场馆各具特色，与当地

的旅游资源串联成线。

接下来，南海将出台《南

海区文化事业发展资金使用

和管理办法》及相关实施细

则，更好发挥政策对公共文化

设施提升、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等的撬动作用，将进一步激励

南海区文博事业的提质发展。

想了解南海的独特文化，亲身

体验必不可少。南海区博物馆推

出的“周末探索工坊”，便是广大市

民特别是青少年感受南海文化魅

力的“窗口”。

在刚过去的周末，南海区博物

馆便在新的文创空间——“探索工

坊”推出了2场线下体验活动。一

场是文创涂鸦活动，以部分馆藏文

物元素为创作原型，发挥青少年的

奇思妙想，利用绘画工具在团扇扇

面上进行涂鸦创作；另一场是模拟

考古发掘体验活动，让市民在手工

体验活动中探索“青铜器”的神秘

历史，体验考古发掘的乐趣。

“周末探索工坊是我馆策划推

出的围绕本土人文历史、非遗文化

等主题内容开展的文化体验探索

活动。除了在本馆举办活动外，我

们还实地走访非遗传承基地，让参

与者亲身体验香云纱、藤编、制陶

等的制作过程。”南海区博物馆相

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南海区不少文博场所也

在各出奇招吸引年轻人前来打卡。

位于里水镇的梦所睡眠文化

展示馆，是集古今中外睡眠文化综

合展览、健康睡眠知识普及、睡眠

产品现场体验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化博物馆。成立的短短3
年里，已逐渐呈现出“网红”属性。

“我是在网上了解到梦所的，

这里有四层高的旋转楼梯，有非常

可爱的梦懒卡通形象，还有倒立

屋，都非常适合打卡拍照，所以就

和女朋友一起来看看。”来自禅城

的梁先生说，参观后让他大开眼

界，尤其被古人的“拔步床”所震

撼，“不仅床上的描金很精致，而且

还有初步的功能区分。”

而六月西洋艺术博物馆则以

“欧洲风”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打

卡。该博物馆还以“博物馆+”的模

式，通过博物馆定制、企业文化打

造、艺术展览与鉴赏、艺术文化培

训、学术英语培训等方式搭建艺术

交流平台，“艺术来源于生活，更要

让艺术走进生活，我们将博物馆的

藏品、西方艺术文化、博物馆礼仪

等融入市民的文化活动，希望为大

众打造一个学习、休闲的文化场

所。”该博物馆馆长邓柏恩说。

创新形式吸引年轻人打卡

“酒香也怕巷子深。”文博这坛老酒，在新技

术、新载体、新媒体的充足“加持”下，才能散发出

更醉人的醇香。

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博物馆带

来全新的挑战，同时也带来全新的机遇。如何让

广大观众足不出户就能享用“文化盛宴”？不少博

物馆开始了从“线下”转到“线上”的探索。

“明代初期，九江人开始在西江河段装捞鱼

花、培育鱼苗……”画面中展示着南海九江渔民筛

选鱼花的情景。这是南海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

“在线品鉴”栏目的内容，该期通过文字、图片、视

频相结合的形式，讲述九江鱼花传统养殖技艺。

光看照片不过瘾，想在博物馆中边走边看？

AR数字展馆可以帮到你。点击南海区博物馆微

信公众号上的“微展馆”栏目，便能360度VR实

景游览南海区博物馆、石景宜博士博物馆、陈启沅

博物馆和康有为博物馆。而点击进入六月西洋艺

术博物馆的AR数字展馆，动一动手指便能看到

16世纪以来的欧洲古典家具、钟表、机械乐器等

特色馆藏。

看展之余，博物馆也开始涉足直播。九江双

蒸博物馆创新市场思维，开始了营销模式新尝试：

通过网络大V直播间的模式进行手信礼品酒线上

营销。其中，文创产品本味寒造青梅酒亮相“淘宝

第一主播”薇娅的直播间，上线仅1分钟就创下

100多万元的销售额。

“直播时不只是带货，主播还会把这些文创产

品和九江双蒸酿造技艺的故事融入其中，与网友

进行互动。”远航酒业集团新营销中心总监、九江

双蒸博物馆馆长邓毅华说。

从语音、图文、视频到VR，再到直播——“云

游”的表现形式不断升级，给公众带来全新的视听

体验，赢得了好评。

“年轻人是不折不扣的‘网生代’圈层，传统文

化要主动迈进数字化时代。”邓柏恩说，在“触屏时

代”下，传统文化要增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就必

须融入科技元素，这也是当代文博工作者必须认

识到的课题。

让人欣喜的是，在南海，越

来越多博物馆尝试“出圈”，以

创新玩法不断接近博物馆展览

的本质——放大传统和文化的

感染力，使得博物馆的“外墙”

无限延伸，也吸引越来越多年

轻人“入圈”。

南海三大
博物馆群崛起

让文物融入当代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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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在南海区博物馆的“探索工坊”内进行涂鸦创作。

■“南海印象”扩

香印章。

■“南海有礼”

文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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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起一套茶具，就能“切磋”南海功
夫；通过一套扩香印章，可以“嗅”出南
海7个镇街的特色文化；连通网络，还能
在线上360度VR实景打卡区内的博
物馆，欣赏馆藏珍品……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
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
在南海，随着博物馆“打开方式”的多元
化，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南
海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逐
渐鲜活起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关注。

在南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梁惠颜看来，让“文物”走进
千家万户，全方位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是传承传
统文化的最好方式。

目前，南海全区已备案博物馆10家、艺术馆
（展览馆）32家，规模及层次均处于全市领先水
平，为佛山“博物馆之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不断探索打破博物馆“围墙”

■“花开南

海”花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