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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四届山东大学博物馆衍
生品设计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一群多
才多艺、创意丰富的高校学子不甘文
物的沉寂，将博物馆文化与时代元素
相结合，做出了一个个绚烂多彩的博
物馆衍生品。这一做法也在一个侧面
印证了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
题———“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
新公众”。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井盖、插座等
都被想象成一张张有趣的表情，冰冷
严肃的文物为什么不可以呢？基于这
样的考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
科生解柯杨的团队设计了一组有趣的
书签。

书签共有三枚，分别命名为“载酒
问字·脸”“博啃群书·脸”和“吃书达
理·脸”。它们是以博物馆中具有代表
性的青铜器为创作原型，抽象出“脸”
这一元素并设计成书签的。青铜器以
书签的形式出现在书页间，让读者感
受到了历史、文化和趣味的相互结合。

解柯杨是山东大学文化创意产品
研发工程团队的一员，目前，该团队已
经入驻山东大学创业社，一方面加强
创意库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着
创意转化的机会。“这恰恰是大学生参
与文创的一个好机会，有人提供创意，
有人制作生产，文化资源产业化的产
业链就形成了。”解柯杨解释。

随着“朕知道了”胶带、“故宫猫”
手机壳、“万万岁”口罩的流行，许多人
对博物馆文创产品已经熟悉，然而倒
退些年，却不是这种状况。以诞生这些
网红产品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其文化
服务中心已经成立了60多年，曾经也
产出过一系列文化产品，比如书画系
列、瓷器系列、铜器系列等，但始终不
温不火。

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
指出，这些产品中间缺了“创意”两个
字，基本都是复制。“再有，我们的营销
有两个不足，一个就是我们故宫商店
售卖的文化产品80%都不是自己研
发，都是市面上什么好卖就进什么，满
足不了人们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的愿
望；第二个缺点，商店商业气息太浓，
缺少文化气息。”

在不断的研讨和探索中，故宫博
物院逐渐认识到，在文化创意方面，最
重要的就是以社会公众需求为导向，
以文化创意研发为支撑。一定要充分
研究人们的生活，人们在过什么日子，
生活中需要什么，人们在用什么手段
接收信息，从而研发实用性强的产品。

于是，一系列“宫廷配方”的文化
创意产品不断问世。如“故宫猫”手机
壳，印有“正大光明”的移动电源、“宫
廷宝贝”系列手表，小太监书签等，让
故宫博物院文化走进百姓日常。

实践证明，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可
以增加公立博物馆的用户粘性。近年
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些外形显眼、硬件一流的展馆拔地
而起，然而不少管理方却对馆类内容
的挖掘和增值运营乏善可陈，“看不
懂”“靠自悟”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博

物馆是一个‘讲故事’的文化机构，是
国家和民族文化良知的代表者。”中
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
来顺认为，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让
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感，博物馆需深挖
潜力。

与此同时，雨后春笋般诞生的民
办博物馆由于缺乏财政支持，大部分
运营困难，盈利艰难，缺乏市场化运
作、产品挖掘不充分是造成这种现象
的重要原因。泰山学院副院长王雷亭
认为，博物馆可与旅游深度融合，并
借鉴旅游业先进、成熟的管理模式，
提升博物馆的运营能力，运用“参与
+体验”的模式，激发游客的参与热
情。

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种判断。法
国诺曼底卡昂二战和平纪念馆是一座
民办博物馆，馆内设备十分齐全，除常
规展馆外，还有咖啡馆、餐厅、多媒体
图书馆等配套设施。此外，博物馆还为
游客提供诺曼底登陆海滩半日游产
品，颇受欢迎，这一做法值得中国的民
办博物馆借鉴。

事实上，从学科发展趋势看，未来
的博物馆必然是可亲可感的。新博物
馆学理论中提出，博物馆重心不再是
传统单一的建档、保存、陈列等功能，
而转向关怀社群、社区需求，让博物馆
以“守物”转向关注人。面对博物馆行
业的新业态，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成
为博物馆未来发展的突破口。

2015年，国务院新颁布的《博物馆
条例》中提出，鼓励博物馆挖掘自身藏
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相结
合，开发衍生产品，增强博物馆自身发
展能力。在政策支持下，东部发达地区
的博物馆已经先行一步。江苏南京博
物院的“微服出访”行李牌、“竹林七
贤”冰箱贴；江苏苏州博物馆的“国宝
味道之秘色瓷莲花碗曲奇”；湖北博物
馆的“文物扑克”等，都得到了游客的
好评。

然而，全国多数博物馆还处于文
化创意产业萌发阶段，缺乏智力支持
和市场营销能力。通过“开门办文创”，
鼓励高校、专业文创机构等参与其中，
或许是一条弯道超车的可行路径。

加强市场化运作，“把博物馆文化
带回家”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不过，
市场化过程中也需要把握度，要有根
有据，不可戏说，保持“文化敬畏”。如

“朕知道了”胶带火了，有网友就建议
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臣妾做不到”

“本宫乏了”等胶带，但均遭到台北故
宫博物院的拒绝。博物馆文创产品必
须严格根据馆藏文物和史料记载，不
仅要深耕自身馆藏文化和本土特色文
化，而且应更注重知识性和科学性。

参与博物馆衍生品设计大赛的
刘子晗深有感触。“现在的文创产品
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不能一
味吹捧，无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都需
要一个科学的规划指导，因为如果社
会目光过于集中在文创符号价值上，
可能反而会掩盖文物更本真的文物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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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省原为明朝南京地区（南直隶），大致
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满清入关
后改为江南省。无论是明朝的“南直隶省”，还
是后来清朝的“江南省”，皆为当时全国最富裕
的省份之一。清初时，每年仅江南一省上缴的
赋税额就占了全国所收赋税总额的近三分之
一，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数占了全
国的近一半，于是民间便有了“天下英才，半数
尽出江南”一说。那为何到了清朝，会将江南省
一分为二，这种行政划分是出于何种考量呢？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考虑到行省制度可
能形成尾大不掉的藩镇，所以废除了行省制
度，在地方设立直属于中央的承宣布政使司、
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这就是垂直管理
的所谓三司。地方一级，久而久之必须要有一
个整合综理的主官，所以后来设于战时的巡
抚、总督制度也渐渐常态化。

明朝开始建都南京，后来燕王朱棣造反成
功，成为皇帝之后，迁都北京。国都北迁之后，
旧都南京及其周边仍然很重要，故而被明王朝
设为所谓南直隶地区，就是在南方的首都之
意。其范围包括今日的江苏、安徽、上海等地。
要知道，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在南京仍
然设立小朝廷，官员配置完全和北京一样，相
当于后备朝廷，这个朝廷也为南明政权打下了
基础。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立
马改明朝的南直隶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
府。当年朱元璋将此地定名为应天府，意思是
大明朝顺应天命，而清朝改名江宁，则是江南
安宁，从此被征服的意思。

清朝将江南省的省府设在江宁府，开始行
政治理。根据《清实录》记载：顺治二年七月壬
子，南京着改为江南省，应天府着改为江宁府，
设知府，不设府尹，掌印指挥、管屯指挥暂留，
余指挥俱裁去，其卫所改为州县。

清廷不仅设立新的江南省，还裁撤了原先
南京周边的军事性质的卫所，足见清廷抑制江
南的用意。江南省是当时帝国最为富庶，也是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地区。

江南设省不久，清廷又设立两江总督，管
辖江南、江西两省，驻节江宁。江南省面积较
大，政务繁重，所以顺治初年又曾经设置过管
理江北政务的淮扬总督，不久又裁撤。后来，又
设立管理明朝中都凤阳及庐州的凤庐安徽巡
抚，不久亦裁撤。

从这段反反复复的行政区划改革中，我们
可以看出，清朝初年，清廷中枢对江南分省而
治已有考虑，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改革又戛
然而止。

清朝略定江南初期，一切行政事务以厉行
军政统治，政权稳固是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作
为省制的安徽尚未出现。

顺治三年（1646），安庐池太巡抚改称安徽
巡抚，虽然说这是作为治理区域事务的“安徽”
一词最早出现了，但是此安徽巡抚与后来作为
专理省级行政事务官员的安徽巡抚，不仅管理
职能不同，管理区域大小也不同，相同的仅仅
是名称。

这时的清朝，天下尚未完全统一，东南有
朱氏南明，西南又有吴氏等三藩势力，再加上
满清皇室内部派系矛盾尖锐，争斗不断，作为
清廷主要的财源和人才库之一的江南省，其稳
定性和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因此，顺治皇帝
决定将江南省分而治之，一来以便更强有力地
管理，二来以防再有其他势力利用富庶的江南
省做大做强而危及朝廷。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朝政府就将
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左、右布政使司”，拉开了
切开江南省的前奏。

江南省的分治，以及安徽省的设立，最后
是在康熙时代完成的。康熙四年，清廷把裁撤
的凤阳巡抚属地凤阳府、庐州府和滁州、和州
归属新设的安徽巡抚，把淮安、扬州二府及徐
州划归江苏巡抚，安徽与江苏两大省行政区划
分割特征凸显。其中，安徽巡抚驻安庆，江苏巡
抚驻苏州。

所谓安徽省，其得名来自于省内的安庆府
和徽州府；江苏省则因省内有江宁府和苏州
府。如今，原先的徽州已经改名为黄山，而江宁
府早已复其本名南京了。

清廷将江南省分为安徽和江苏两省，是有
其战略考量的，以两江总督辖管江苏、安徽、江
西三省，以江西牵制拥有大别山、汉水的湖北
省；东西二分后的江苏、安徽，各具其古人眼中
所谓的形胜关隘，省域内淮北江南贫瘠富裕，
又能相互搭配。

晚清时代著名学者魏源在其著作《圣武
记》中有一段精妙议论：今河南河北为一，而黄
河之险失；今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今
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今浙东浙西为
一，而钱塘江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
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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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山大博物馆衍生品设计大赛作品：书签； 右：故宫博物院文创：冰箱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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