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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的数字藏品文创实现公众购买、收藏和使用的需

要。 [6]更重要的是，公众通过博物馆数字文创产品的功

能与现有业态进行交互体验，可以在朋友圈展示、记录

甚至是创作来表达自己对红色文创的喜爱，加深博物馆

红色文创的传播效果，让数字文创成为个人化标签的产

品，依靠互联网社交的核心属性，让公众可以交流结识

到更多志趣相同的朋友，将个人的用户体验上升到社群

的共享体验，满足情感以及社交的需求。例如江西南昌

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建军九十五周年之际发布《欢庆胜利》

的数字藏品，以银章为载体，用数字化的形式再现了当年

南昌起义战士的英雄形象，唤醒红色历史记忆，加深公

众尤其是年轻用户对红色文化价值的理解和认同。

博物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精神遗

产的重要集散地，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是对红色资

源的挖掘与阐释、多维度解读革命藏品背后的故事、探

寻博物馆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进一步延伸。在此基

础上，需要充分凝练博物馆自身的红色资源特质，寻找与

其他领域融合发展的链接点，完善对外合作的相关制度规

范，构建符合红色精神内涵、红色文创发展以及红色文

化传播相一致的博物馆红色文化新形态，通过博物馆的

红色文化内涵与多领域多业态载体的创意融合，达到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红色文化时代精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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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也更加注重文博文创产品的体验感与个性化。在跨

界合作的情境下，博物馆文创的设计开发方向也越来越

注重公众的文创体验，尤其在多感知视角下，围绕公众

的生活形态和文化消费构建博物馆文创设计开发方向，

调动公众味觉、嗅觉等感官，突出文化赋能的创新性转

化成为跨界合作的理念和未来方向。因此，以食物为载

体的美食文创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当下博物馆文创合

作的热门品类。食物的特性增加了公众对博物馆红色文创

“闻”“品”等多重的体验维度，感官的深刻记忆与博物

馆红色元素相结合，增强了公众对博物馆红色文化的认

知印象，让“博物馆+生活”深入人心。上海中共一大纪

念馆就携手众多食品企业推出多款红色美食文创，例如

在建党百年之际，与“大白兔”联名推出奶糖礼盒，礼

盒外观设计包装以中共一大会址的石库门建筑造型为原

型，内含特别定制的净重100克的奶糖，寓意献礼一百周

年，不忘初心，致敬时光，礼赞未来；又比如在端午之

际，与“沈大成”推出“真理的味道”粽子文创组合，

灵感来源于陈望道先生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由于

太过聚精会神把母亲送来的粽子蘸着墨汁吃了的故事，

联名文创的粽子中特别加入墨鱼红糖汁，通过食物载体

将当年的故事再现，让公众沉浸式感受党史故事。

（三）打造集群：延伸应用场景

随着跨界合作的不断深入，红色文创的内涵和外延

都在扩展，主要表现在以博物馆红色文创为纽带，与不

同城市、地区、国家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及教育、旅游、

食品、艺术等各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融合，强化优势互

补，提升综合竞争力，形成红色文化区域共同体，延伸

博物馆红色文创的应用场景，以红色文化展现博物馆之

城的精神力量。例如贵州四渡赤水纪念馆充分利用革命

纪念馆、伟人故宫、革命遗址遗迹、革命文物等红色文

化要素，利用馆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临近的古镇老街商

铺上建立博物馆红色文创商店，将纪念馆的文化资源与

古镇的旅游资源融合打造红色文化旅游集群，将红色基

因融入到公众游览古镇的全过程，丰富公众的红色旅游

体验，让红色文创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四）科技互动：增强情感共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54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24

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967亿，较2023年12月增长

742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8%。[5]伴随互联网的普及及公

众体验模式的改变，博物馆数字藏品文创开始兴起。通

过博物馆与互联网平台的跨界合作，将博物馆藏品呈现

出三维动态内容，并依托互联网的区块链技术让带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