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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品到从礼品到商品商品

沧州文创产品沧州文创产品沧州文创产品“““飞飞飞”””入寻常百姓家入寻常百姓家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 魏志广

运河边的运河边的
磁带艺术展磁带艺术展
本报记者 杨金丽

3月 15日，沧州首届磁带艺术
展在新华桥北顺河东街的一处老屋
里举行。这场由几名年轻音乐爱好
者组织的公益展览，吸引了不少人
驻足。

两间不大的屋子里，陈列着
1000多盘不同年代的磁带，还有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音乐杂志和
当时音乐人的照片和海报。步入其
中，录音机里放着老歌，旧时光的
音乐气息扑面而来。参观者络绎不
绝，有音乐发烧友、路过的游人，
也有通过小红书慕名而来的年轻
人，还有曾居住在老街的老人，每
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

“磁带是承载一个时代记忆的
载体，父辈和我们小时候经常使
用，现在却几乎绝迹了。这个展是
回顾也是纪念。”策展者孙昊说。
他是一名“90后”的资深乐迷。他
说，几十年来，社会环境、文化氛
围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被视为时
代潮流的磁带，也淡出了历史舞
台，但很多人还都珍藏着磁带，保
存着关于磁带的美好记忆。为筹办
这次展览，仅磁带收集一项，孙昊
就花了 1个多月时间。也因此，他
结识了不少磁带收藏者，知道了磁
带背后更多的故事，这些都让他感
到很幸福。

举办展览的老屋位于顺河东街
75号，这里原本是家网红面馆。面
馆搬迁后，老板季禹将这里贡献出
来，打造成文化沙龙，免费提供给热
爱文化的年轻人。磁带艺术展已是他
们举办的第14期公益文化活动。

展览分“时代中国”“摇滚中
国”“非常流行”等展区，展示了
从上世纪 70年代到 90年代间的各
种磁带，其中，3 盘磁带尤其珍
贵。一盘是1979年发行的中国内地
第一盘立体声磁带《朱逢博独唱歌
曲选》；另一盘是 1987年香港飞时
唱片和太平洋影音公司引进出版的
《猛士的士高》磁带，这是中国音
像出版史上首批从世界流行乐坛引
进出版的磁带之一，广大乐迷由此
开始接触西方电子舞曲，并引发了
当年的霹雳舞热潮；第 3盘是崔健
的首张专辑 《新长征路上的摇
滚》。这盘磁带发行于 1989 年 2
月，是公认的中国内地第一张原创
摇滚乐专辑，在当代中国音乐史上
具有开创性意义。

展室一角放着一台老式录音
机，老歌缓缓流淌而出，展室中弥
漫了一种怀旧的味道。

“这是 30 年前我们灌制的磁
带。当时子时乐队成立不久，有了
自己的原创音乐。”50岁的刘忠强
指着“摇滚中国”展区里的一盘磁
带说。磁带封面是他和伙伴们少年
时的合影，青涩的脸庞上张扬着个
性和光彩。

几位从小红书上得知消息的女
孩儿陆续走进展室。她们一边看
展，一边惊叹，美妙的音乐还可以
藏在磁带里。有人恍然大悟般惊
呼：“我好像在爸爸妈妈的旧书橱
里看到过这些！”

来观展的还有探访运河的游
人。陪家人一起来沧州游玩的北京
游客何源说：“没想到在沧州还能
看到磁带展！”他是位音乐发烧
友，在展室浏览了许久，临走时感
慨，这次来沧州真是不虚此行。

展览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参观
者，人们在留言区纷纷留言。“狭
小局促的两间屋子里，当年纷纷飘
落的音符，此刻栖落在各个角
落。”“感谢这几个有情怀、爱音乐
的小伙子。”“艺术展让老街有了活
力。”据悉，展览将持续到 6月底。
感兴趣的读者可前去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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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沧州文创屡屡出圈。
先是非遗文创产品海兴食塑、

青县漆器、任丘宫廷糕点等，在
河北文旅北京宣传推广周活动中
走进清华大学，吸引了众多学子
驻足。

紧接着，在“2024北京国际茶
业展”上，我市光和设计、读白茶
舍研发的粽茶，获得最佳文创礼品
奖。

节假日，游览非遗馆、博物馆、
园博园、南川老街时，以沧州文化为
元素制作的各类文创产品，成了年轻
人打卡拍照的“出片神器”。

尤其让人欣喜的是，文创创作
队伍更加年轻化，许多“00后”跻
身其中。沧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学
生们设计的5种文创产品，在今年的
大学生毕业季，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由示象文化AI小组出品的视频
短片《AI遇见沧州》刚制作完成，
画面动画、作词、谱曲、合音、演
唱等全部由AI完成。科技开始为文
创赋能。

……
通过各种文创产品，沧州文化

正展现着鲜活的生命力。
不知不觉间，那些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遗落在沧州大地上的
非遗、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已走
出历史的圈层，凝练成沧州独特的
个性，化身为文创产品。宣传沧州
形象的同时，也彰显了沧州精神，
增强了城市活力。

文创的概念远不止这些。今年

的省文创和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大运河专场设立了 10大主题的文创
类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创产品
外，“数智创新”“中医药文创”“剧
本演艺”等，都进入文创系列，文
创产品更加丰富多彩。

今年是沧州举办文创和旅游商
品创意设计大赛的第 6个年头。历
届大赛获奖的文创产品都被授权为
我市官方品牌“沧州游礼”。在文化
大厦“沧州游礼”文创基地，文创
产 品 多 达 300 多 种 ， 囊 括 各 县
（市、区）。其中，既有泊头三痴斋
泥塑、青县京梳子、黄骅剪纸等非
遗文创，也有以铁狮子、大运河以
及各县市特色文化元素为依托创意
设计的各种文创产品。

越来越多的商家注意到文创的
力量和附加值。在去年举办的中国
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上，“翟老憨”一
壶老醋和奇美香肠摘金夺银，双双
获奖，实现了沧州在这一赛事上零
的突破。借由这股东风，沧州老字
号奇美香肠把文创设计的理念引入
到店面升级和商品创新中。

“在商品包装设计上，我们实现
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跨越提
升。”奇美香肠副总经理丁阔说，他
们原来的外包装宣传的是自家商
品。如今，他们与狮城印象文创公
司联合开发了“沧州之美”“行旅沧
州”文创礼盒，深受人们欢迎。

连日走访沧州文创设计师、商
家和购物店，最深的感受是，沧州
文创正从礼品走向商品，潜移默化

地深入到沧州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最早涉足沧州文创礼品的示象

文化艺术总监常青说，随着沧州位
列受游客追捧的 20个小众旅游目的
地城市第 6位，物美价廉、百元以
下的文创商品将会越来越有市场。

光和设计艺术总监张建光说，
一个好的旅游商品，会让人爱上一
座城。普通的衣帽、雨伞、小夜
灯、纸杯等，巧妙地融入大运河、
铁狮子、清风楼等沧州元素，就会

变成很好的载体，成为宣传沧州的
窗口。

在沧州市博物馆购物店采访
时，恰好遇见一对外地小情侣。他
们选购了一对铁狮子造型的金币和
冰箱贴、两个“大运沧州”笔记本，
总价百元出头。店主介绍，店里最
畅销的文创产品，大多在百元以下。

“大家都是逛完博物馆随手买的，太
贵的东西，不太可能选购。”

在南川老街，漆扇体验处人头

攒动。以水为载，以漆为笔，以扇
为纸，轻放轻拿间，一把独一无二
的漆扇就诞生了。作为深受年轻人
喜欢的非遗文创，漆扇成了年轻人
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入口。

“漆扇能快速‘出圈’，展现了
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文化传播
志愿者林如月说，如今，“90 后”

“00后”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这也是文创产品受欢迎的原
因之一。

示象文化艺术总监常青做文创
16年了，他研发推出的第一个文创
产品——铁壶，至今还是沧州经典的
文创产品之一，多次在省内外文创比
赛上获奖。

2010年，他以创意独特的铁壶
捧得省外宣品大赛的奖杯。那时，人
们还对文创的概念不甚了了。多年
来，他开发各类文创200多种，最近
几年，一直保持着每年开发三四十种
文创新品的速度。每年的旅发大会以
及园博园的文创设计，他也多有参
与。

公司里陈列的文创产品，都是经
过时间沉淀下来的：沧州壶、铁狮子
车摆、文化沧州胸针、狮城狮玩偶、
园博园DIY灯笼等。他拿起“大运沧
州”笔记本说：“这是最新研发的文
创笔记本，采用 3D镂空雕刻而成，
能立体呈现大运河沧州段的美景。”
小小的笔记本匠心独运，不仅有运
河、铁狮子、清风楼、朗吟楼、南川
楼，还有游船、绿树、莲花等，就像
一幅美丽的运河画卷。

怎么让文创产品成爆款，一直是
常青和他的团队努力的方向。“文创
产品一要有用，二要有趣，要和老百
姓的生活联系起来。”他说，每次研
发都是挑战，也并非所有的文创产品
都会成功，“搞文创要有为失败买单

的准备”。
文创产品中，有示象文化自主开发的，也

有客户委托开发的，价位多在200元—500元之
间。当然，也有昂贵的，比如铁壶、铁狮子桌
摆等大件，高达千元，也有百元以下、物美价
廉的小物件。“我们现在更倾向于研发百元以下
的文创产品。最近推出的笔记本及铁狮盲盒、
清风楼香薰等，价格都比较亲民。”

常青说，最近有两件颇感自豪的事情：一
是与光和设计一起和沧州师范学院开展校企合
作，共同研发生产文创产品。他们合作生产的
明信片、冰箱贴、纪念本等文创，颇受学生欢
迎。二是设计团队成立了AI小组，由AI制作
的短视频《AI遇见沧州》和动画视频《大运
河赋》已完成上线。神奇的AI将会刷新人们
对文创产品的新认知。

沧州地域文化学者孙建与文创
结缘，是 2013 年的事情。当时，
示象文化艺术总监常青推出了一款
新铁壶，壶钮处一个可爱的小铁狮
吸引了孙建的目光。当晚，他眼前
总是晃动着小铁狮的形象：“如果
在铁狮莲花盆处打一个眼，那不就
是香插吗？”第二天，他和常青一
说，常青拍案大呼：“创意太好
了，我来做！”

那是孙建创意的第一个文
创。他发现，文创说复杂很复
杂，说简单也简单。有地域文化
做基础，有时，一个碰撞、一点
妙思，就能成就一个好的文创产
品。就像铁狮子香插，有沧州特
色，很别致，成本还低，容易批
量生产。如今，铁狮子香插不仅
成了沧州特色的文创产品，而且
不断出新，最新款还在省文创比
赛大运河专场中获奖。

从那时起，孙建就从沧州地域
文化学者的视角，参与了多个文创
产品的研发。2017年，沧州建州
1500周年，他与人联合推出了主
题为“沧州：一座属鸡的城市”系
列笔记本；2018年，他参与创意
设计了“沧州六大文脉”的福字、

月饼；2023年，他与运河文化学
者王健爽合作为《运河百问》笔记
本提供了文本内容……从 2017年
至今，沧州每年都推出带有地域文
化元素的日历，他或主导、或参
与，出力不少。

孙建对文创发展有着更多的思
考。他说：“随着园博园、南川老
街、非遗馆等一批运河景观和文旅
街区的建成，外地游客多了起来。
相对而言，沧州本土的文创产品有
不小的差距，真有点儿着急。”

他建议，首先要改变原来沧州
文创多礼品、少商品的特点，多设
计、推出一些适合老百姓购买的文
创产品。“大家来沧州游玩，肯定
对有沧州特色的文创产品更感兴
趣。铁狮子、大运河、沧州武术、
吴桥杂技等更有代表性，应该围绕
这些来开发文创产品。”

他还建议，可以利用沧州有大
运河国家非遗馆的优势，多开发非
遗文创产品；利用沧州国际武术
节、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等节庆优
势，开发与节庆相关的文创产品。
让文创产品成为可以行走的文化符
号，讲好沧州故事，传播城市文
化。

6月 12日下午 3点，顶着烈日
走进董连福工作室，一阵暗香袭
来，顿觉暑热消了大半。

董连福说，草木香能安神静心
消暑。他拿出“一船明月”香炉，
点燃一支盘香。香气氤氲开来，缕
缕沉香升腾而起。董连福边沏茶，
边讲起制香与文创的故事来。

第五届省文创和旅游商品创意
设计大赛大运河专场有两件金奖作
品，“一船明月”香炉是其中之
一。董连福说，自己是传统手工制
香的传承人，没想到能以文创作品
拿奖。

董连福制香是家传。 16 年
前，他从长辈手里接过接力棒，从
此生活里满是紫红、褐黄，还有一
辈子都闻不尽的香。

在沧州，非遗传承人众多，搞
文创的也不在少数。“香痴”董连
福研发文创，主要是情怀和爱好。

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随着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深入，董连福
觉得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几年，他
一直在想，如何把运河与手工制香
结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
创产品。

一天晚上，他读古诗“夜半不

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忽
然来了灵感：这首意境空灵的诗恰
好是河与香的结合点！

经多个日夜的苦思冥想，董连
福终于设计出《一船明月》的文创
香炉。香炉为圆形，以运河弯道做
造型，放上盘香后，香气依运河弯
道缭绕升腾，和古诗的意境正好相
合。

董连福对此很满意。他又设
计了配套的包装盒。这套文创产
品面世后大受欢迎。此后，制香
之余，他开始进行手工香文创产
品设计。说也奇怪，虽然从来没
接触过设计，可经他手做出来的
文创，典雅、大气，给手工香增
加了附加值。一些京津沪企业主
动找他预订文创礼品，曾经艰难
的手工香生意，一下子峰回路转
了。

前几天，董连福的工作室迎
来几位北京的游客。游客非常惊
喜，和他聊了很久才离去，还买了
不少香。“要设计既代表沧州文化
元素、又能让普通游客买得起的文
创产品，这样才能让香进入寻常百
姓家。”董连福说，这是他下一步
文创努力的方向。

董连福董连福：：非遗文创宣传家乡非遗文创宣传家乡

常
青
常
青
：：
跟
上
时
代
的
脚
步

跟
上
时
代
的
脚
步

孙建孙建：：打开文创本土视角打开文创本土视角

抖音扫码观看
《AI遇见沧州》

▼▼““一船明月一船明月””香炉香炉

▲▲日月潭烘焙出品的沧日月潭烘焙出品的沧
州文化元素糕点州文化元素糕点

▼▼海兴食塑海兴食塑

▲▲刚刚获得文创大刚刚获得文创大
奖的粽茶奖的粽茶

▶▶铁壶不断铁壶不断
推陈出新推陈出新

琳琅满目的沧州文创产品琳琅满目的沧州文创产品

充满大运河元素的鼠标垫充满大运河元素的鼠标垫

撰文：杨金丽 摄影：魏志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