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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云南省博物馆如何巧妙地将馆藏文物的核心元素融合于文创产品设计之中，对云南省博物馆

的文创产品进行细致解读，我们发现文物不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鲜活的设计素材。从历史器皿样式

到民族文化标志，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承载着一段段历史故事，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生。但目前云南省博物

馆的文创产品营销策略面临着许多问题，通过提出改进措施，可以揭示文化遗产创造性转换为现代商品

的新路径，并分析如何通过有效的营销策略推向市场，从而达到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标，同

时也可以为其他地区博物馆的文创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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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Yunnan Provincial Museum cleverly integrates the core elements of 
its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rough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Yunnan Provincial Museum, we fi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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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elics are no longer static displays, but vivid design materials. From the style of historical 
vessels to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eve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carries a historical story,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marketing strategy of Yunnan 
Provincial Museum is currently facing many problems. By propos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we 
can reveal a new path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o modern commodities, 
and analyze how to promote it to the market through effective marketing strategie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economic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provide ref-
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museums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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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博物馆承担公共文化教育、传播历史文化的重要职责，仅依靠馆藏文物难以充分弘扬历史文化，越

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重视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工作[1]。云南省博物馆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也

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它占地面积 150 亩，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 16,500 平方米。云南省

博物馆成立于 1951 年，收藏了包括青铜器、古书画、古钱币、碑帖、邮票、陶瓷器、各类工艺品及宗教

文物、少数民族文物、近现代革命文物、自然标本等在内的 23 万余件藏品，其中包括滇文化青铜器、中

国古代书画、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文物等特色藏品。 
近年来，云南省博物馆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通过推广文创产品

等方式，使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并“带得走”，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文创产品从字面上理

解就是文化创意产品，是指依靠人的聪明才智、技能，利用文化资源以现代技术手段为驱动，打造高附

加值的文化产品[2]。而博物馆文创产品是指以博物馆的文化资源为基础，结合创意设计和市场需求，开

发出具有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的产品，既能传播博物馆的文化品牌，又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3]。 

2. 馆藏文物在文创设计中的运用 

云南省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种类繁多，已超过 1500 种，涵盖了文具、食品、生活用品等多个门类。

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云南丰富的历史文化，还结合了现代设计元素，使得传统文化焕发出现代活力，这

些文创产品成为“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厅”。云南省博物馆在开发文创产品时，并不是照搬照抄古代文化，

而是融合了现代化的手法，历史性、现实性得到完美结合[4]。 

2.1. “穿越时空”系列——文物复制品与衍生品 

近日，云南省博物馆推出一款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打工猫”铜矛立牌，以其独特的设计理念，

精准刻画出现代职场人士的真实心境，引发广泛关注。在设计上，这只名为“打工猫”的瓦猫形象，以

一种诙谐而又略显无奈的姿态，悬挂于仿古滇风格的铜矛之下，随着轻微的触碰而旋转不已。“打工猫”

仿佛在诉说着现代人在职场中时常面临的身不由己之感，却又不失乐观与坚韧。 
其原型来源于昆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吊人铜矛，这件文物以其奇异的器型和浓烈的地域特色，被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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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滇人青铜兵器中的瑰宝。设计师在还原古滇风格的基础上，大胆融入瓦猫元素。当地居民在新建房屋

之际，往往会在房顶、飞檐或是门楣之上安置一只手工烧制而成的瓦猫，寓意驱邪保平安。这种习俗历

史悠久，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而制作瓦猫的手工技艺亦世代相传，成为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 
此次云南省博物馆推出的“打工猫”铜矛立牌，不仅是一次文化创意的成功尝试，更是对云南本土文

化的生动诠释。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作品，人们得以窥见古滇文明的辉煌，以及瓦猫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

新生。它不仅是一件摆设，更是一种精神符号，鼓励着每一个人在繁忙的生活中寻觅乐趣，勇敢面对挑战。 

2.2. “博物知音”系列——科普教育与互动体验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云南省博物馆与时俱进，创新推出了“数字纪念徽章”，将

传统的文化收藏与新兴的技术手段完美结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传播方式。这款数字纪念徽章

不仅是对云南丰富多彩历史文化的数字再现，更是对现代科技应用的一种探索与实践。每枚数字纪念徽

章均以云南博物馆内珍贵馆藏为基础，精选具有代表性和故事性的文物作为设计素材，诸如古滇国青铜

器、南诏大理国金银制品、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等。通过高精度扫描和三维重建技术，将这些实物的纹理、

色彩乃至微小细节一一重现，让每一处历史痕迹都栩栩如生，如同亲临现场般震撼。借助区块链技术，

每枚数字纪念徽章都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确保其稀缺性和收藏价值。购买者不仅可以在线浏

览高清展示，还能通过 AR 增强现实功能，在家中就能享受到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 
云南博物馆通过数字纪念徽章项目推广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部分收益将用于支持博物馆的文物保护

和修复工作，以及开展更多的公众教育活动。此举不仅促进了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也增强了社会大

众对于历史传承的责任感。 

2.3. “云南印记”系列——民俗文化元素的现代演绎 

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从壮丽的高山到蜿蜒的河流，每个角落都弥漫

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如今，这份独特的文化宝藏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用品中，比如手绘水杯和零

钱包，它们不仅仅是功能性的物品，更是行走的艺术品，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元素娓娓道来，

让人爱不释手。 
口袋里的民族风，是随身携带的幸福符。它们采用柔软的布料制成，表面绣有各种少数民族的传统

图案。傈僳族的蝴蝶、苗族的凤凰、哈尼族的梯田……每一针一线都凝聚着手艺人的心血与智慧。这些

零钱包不仅实用，能够容纳硬币、公交卡或小票据，更是一件件移动的工艺品，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吸

引旁人羡慕的目光。这些融合了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水杯和零钱包，不仅彰显了云南多元文

化的独特魅力，也为日常生活注入了一份别样的情致。它们打破了常规设计的束缚，以一种更加直观和

亲切的方式，让普通大众能够触摸到那些遥远而迷人的民族风情，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 
总而言之，云南省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以其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和创新的设计理念，成功地架起了历

史与现代、文化与生活的桥梁。这些精心策划的文创商品不仅提升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也为云南的

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文创产品营销面临的问题 

3.1. 品牌知名度有限 

博物馆要坚持个性化的营销理念，对文创产品的特质进行深度挖掘，科学设计文创产品的品牌标识，

将其独特性、个性化充分体现出来，以便快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5]。尽管依托于丰富的馆藏资源，但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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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内一线城市的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的品牌知名度仍相对较低，这限制了其文创产品的市场覆盖广度。 
当前，云南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市场渗透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方面，线下实体店的分布较为集

中，未形成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另一方面，线上渠道虽有布局，但在电商平台的活跃度、社交平台的互动

频率等方面仍有欠缺，影响了品牌的可见度和影响力。与大型国家级博物馆相比，云南省博物馆在资金、

人力、技术等方面的资源可能更为有限，这直接影响到营销推广的规模和效果，无法形成广泛的市场声量。 

3.2. 营销渠道单一 

云南省博物馆文创产品营销渠道单一是指在其文创产品的推广和销售过程中，过度依赖少数几种渠

道，目前主要依赖馆内文创商品店和部分馆外商铺销售点，这些地点虽能直接接触游客，但受地理位置

限制，客流量有限，难以覆盖更广泛的受众，未能有效多元化其营销触点。依赖传统的销售模式的文创

产品销售往往集中在自身的实体店或官方网站，较少涉足外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等新兴渠

道，导致产品触及面狭窄。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商品销售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

博物馆未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缺乏有效的线上销售渠道，如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营销、自建网上

商城等，导致产品在线上的曝光率低，错失了大量潜在消费者。 

3.3. 产品同质化问题  

云南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同质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设计灵感来源重叠，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

的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遗存是文创产品设计的主要灵感源泉。但由于众多设计者共享同一文化

池，导致许多产品在题材选择、图案使用、色彩搭配上出现了高度相似的现象，缺乏独创性和新鲜感。

二是功能类型的趋同，市场上常见的云南博物馆文创产品多集中于文具、饰品、服装、日用品等领域，

产品类型相对固定，功能属性相近，缺乏突破常规的创新尝试，这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和购买冲动。

三是工艺材质无明显区分，在生产制作过程中，大量文创产品采用相同的材料和工艺流程，这种做法虽

保证了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但也加剧了外观和质感的同质化倾向。四是营销策略缺乏个性化，在推广和

销售阶段，如果所有文创产品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故事叙述、视觉呈现、促销手段，则难以突出单个产品

的独特卖点，消费者在面对相似的营销信息时易产生审美疲劳，降低购买意愿。 

3.4. 国际化程度不高 

云南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国际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这一现状既反映了对外

推广的局限，也揭示了面向国际市场开发和营销策略上的短板。首先是语言与文化沟通壁垒，云南省博

物馆的文创产品介绍、包装说明大多仅限于中文，缺乏英文或其他国际通用语言版本，这无疑增加了外

国消费者的理解和购买门槛。此外，产品背后的民族文化故事，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跨文化翻译和解释，

也难以被国际观众所感知和欣赏。 
与国内市场相比，云南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营销渠道建设明显落后，包括海外分销商网

络、跨境电商平台布局、国际展会参展机会等方面都有待加强。缺乏强有力的海外合作伙伴和分销渠道，

严重制约了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规模。产品设计缺乏全球化考量，文创产品在设计初期，往往过

于聚焦本土文化元素，忽略了国际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和文化偏好，导致产品在海外市场缺乏共鸣和吸引力。 

4. 文创产品营销策略的优化 

4.1. 扩大其品牌知名度 

要解决品牌知名度有限的问题，云南省博物馆需要从品牌塑造、产品创新、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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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合作等多角度出发，综合施策，逐步建立起更加立体和广泛的市场认知，从而提升自身在国内外

文创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比如 2013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朕知道了”系列文创产品，使故宫文化焕

发生机，进入消费者视野，引发博物馆文创产品研究热潮[6]。云南博物馆同样可以塑造“滇”特色的系

列产品和专属品牌，抓住消费者眼球，形成深刻的品牌印象，进一步扩大品牌知名度。通过文化元素的

有机融合，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且富有感染力的文创品牌形象。让消费者在接触到文创品牌时，能

够直观地感受到其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浓郁的地域风情以及独特的生活韵味，从而增强品牌的吸引力

和认同感[7]。加大投资并通过新媒体塑造品牌形象，有助于增强店铺整体竞争力、扩大产品受众群体、

增加用户数量和产品销量[8]。 

4.2. 实现营销渠道多样化 

为应对营销渠道单一带来的挑战，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销售渠道。比如与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开设旗舰

店，利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打造沉浸式购物体验，同时强化内容营销和社交媒体营销，通过数据分析指导

渠道策略优化。在线上可以依靠各大购物平台，开设云南博物馆文创线上旗舰店，最终构建起一个覆盖线

上线下、融合多种形态的立体营销网络，以期全面提升文创产品的市场表现和品牌影响力。传统的实体店

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互联网的便利让消息更加容易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各种 APP，在打响品牌

知名度的时候在各大 APP 上开展一些免费赠送有利的，以便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更多的方面[9]。 
博物馆可以利用在线社交媒体进行营销宣传，借助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进行文创产品的销售，并将

博物馆馆藏产品通过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展示[10]。新型的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文化活动互动体验形式也是互

联网时代文创产品的发展经验之一，值得博物馆学习借鉴[11]。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先后在淘宝、天猫等平

台中开设了官方旗舰店，不仅销售了大量的文创产品，也广泛传播了博物馆的文化[12]。在“人人皆媒”的

时代，社交平台不仅是信息分享的空间，也是重要的消费场所，通过网络直播可以提高文创产品的曝光率，

增加其购买率。但是，博物馆在应用网络直播技术时，要坚持自己的定位和品位，避免过度娱乐[13]。 

4.3. 丰富产品多样性 

差异性包括消费者对该品牌与其他品牌的不同之处的认知，和对该产品与其他产品的不同之处的认

知，主要表现在产品特色和品牌形象上，用以衡量产品同质化[14]。产品同质化不仅削弱了云南省博物馆

文创品牌的市场吸引力，还可能导致消费者混淆不同产品间的区别，影响品牌定位的清晰度和高端形象

的塑造。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深化文化研究、拓宽设计思路、丰富产品种类、创新生产工艺、细化

目标市场等多个维度入手，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重塑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其在复杂多变的市场

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注重标志性元素提取，照顾不同年龄、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各个博物馆要做出特色、创立品牌，

就必须提取自身的“标志性”元素，以“明星藏品”优先，将其所体现的元素内涵，从“衣食住行”的角

度全方位、一条龙开发到极致，并充分考虑各年龄段消费群体，生产不同品位、价位的产品[15]。在文创

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要想避免文创设计同质化就需要及时进行设计流程的检验与评估，保证文创设计的

差异化特点得以突出，由此才能延续文化内涵[16]。 

4.4. 提升国际化水平 

克服国际化问题，云南省博物馆需要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如加强多语言文案编写，构建国际化

的营销团队，优化产品设计以适应更多元的文化背景，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以及改善跨境物

流方案和客户服务标准，以此提升文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022 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趋势报告：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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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到，电子商务在稳定外贸、推动消费升级、防疫保供等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17]。新技术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为文旅企业、文创企业带来更多国际机会。同时借鉴文创

产业国际化的对策建议，通过政府资金引导、银行贷款筹资、民间资本投资、上市融资等多种途径，为

进出口和境外投资项目提供社会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和服务；完善中小企业及项目“走出去、引进来”

扶持资金建设，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优惠，对境外参展、论坛和博览会举办、宣传推广、培训研讨

和投标项目给予资助；选派各类文创人才赴海外访问交流、学习进修、参观考察，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合

作研究、共同研发、联合生产等[18]。 

5. 结语 

云南省博物馆作为民族文化宝库的守护者，一直致力于将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创意与灵感，

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使博物馆不再是静止的历史陈列室，而是鲜活的文化交流平台。回溯云南

省博物馆文创之路，不难发现，馆藏文物的核心元素已然成为设计的灵感源泉与营销的强劲动力。通过

对文物形态、纹样、色彩的精准提炼与创意转化，不仅复活了沉睡的历史记忆，还为其赋予了新时代的

气息。文创产品作为文化与商业的完美结合体，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也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与市场营销策略的研究，旨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挖掘文化

价值，创新设计思维，拓宽市场边界，让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

桥梁。站在新的起点上，云南省博物馆的文创之路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文创产品需要持续深化设计内涵，

拓宽市场视野，积极探索更符合当代审美与消费需求的产品形式，构建一个多维的营销生态。同时，博

物馆要致力于保护与传承，让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成为文化传承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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