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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暑期里，如何让“神兽”们玩得开心，同时又学到知识？越来越
多家长把目光投向了研学旅游，更注重利用假期培养孩子各方面
的兴趣技能。凭借独特的非遗文化，海南成为研学的热门目的地。

在海口骑楼老街了解南洋文化、学习琼剧的唱念做打、到博物
馆感受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近一段时间，海南旅游部门和景区
纷纷推出主题丰富的非遗研学线路和产品，以期打造具有海南特
色的研学IP。

说到红色娘子军，你会想到怎样的形容词？坚韧不拔、英勇无畏，还是自强不息？如果你看到文
创产品上的红色娘子军，这些形容词可能得换一个风格——萌趣灵动、活泼可爱、元气满满。

红色娘子军IP形象“小琼花”、“小琼花”金属冰箱贴、“琼花”游岛帆布袋……在红色娘子军纪念
馆文创区，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当红色娘子军遇到新潮文创，人们在历
史与当下的时空交汇之间，感受着百年岁月的起伏变迁，这是属于红色娘子军的新时代印记。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的一颗“新星”——

红色文创 了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海南暑期非遗研学项目哪个强？

跟着非遗传人
学艺吧！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江华 实习生 徐璐

以红色文化为切入点，文创产
品的最终目的是拉近民众与红色文
化之间的距离。经过半年多时间的
市场检验，一系列个性化、品质化、
多样化的红色娘子军爆款文创，已
成为碰撞出红色文化与年轻思潮的
有效融合新路径，得到不少消费者
群体的口碑和认可。

但目前在海南，红色文化资源
常见，而红色文创并不常见。“像红
色娘子军纪念园这样系统性、规模
性开发文创产品的还是少数。”房景
峰曾走访调研了海南许多地方，摸
底了全省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创开发
情况，他说，目前海南的红色文创产
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红色资源有必要开发红色文创
吗？不妨看看全国的情况。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的爆款文
创产品频出；在陕西，“延知有礼”文
创品牌荣获多项国家级大奖……红
色文创已然成为各地讲述红色故事
的重要载体。

中共一大纪念馆事业发展
部文创工作人

员朱蓓靓认为，优秀的红色文创，不
仅是理解党史的一扇窗，也是建立
情感连接的一座桥，通过文创产品
这个载体，能让更多参观者把记忆
留下，把纪念带回家。

房景峰说，红色文创能形成情
感的共鸣和文化的认同，更容易让
受众了解文化历史，对于红色精神
的传播而言，文创无疑是很好的
载体。

人们购买红色文创，背后
是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和深切的
自豪感。房景峰介绍，他和团
队将继续融合创新，讲好红
色娘子军的故事，让纪念馆
内的馆藏、红色娘子军的精

神，成为真正能“带得走的红色文化
符号”。

创意新颖、寓意深刻、形式多样
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文创产品，一
经上架便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在
今年春节期间，第一批生产的文创
产品就已售罄。为回应市场需求的
火爆反馈，今年2月底，海南省文化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海南文化创
意研究院，启动了第二批文创产品
优化升级和新产品设计工作。

海南省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二批产品以畅
销的“小琼花系列”“琼花游岛系列”

“印章系列”“文字系列”为主，对笔
记本内页和版式、冰箱贴主题和材

质进行优化升级。还增加了明信
片、纪念币、帽子、T恤、折扇、手机
支架等文创产品品类。

在众多文创品类中，“琼花游岛”
系列产品颇为畅销。“琼花游岛”顾名
思义，跟着红色娘子军游览海南岛。

在这一系列文创产品中，通过绘
画的形式展现红色娘子军在海口体
验市井烟火，在琼海畅游万泉河，在
文昌看火箭发射，在五指山与黎族人
家共同生活，在三亚欣赏美丽风景。

“这套文创把红色娘子军文化
与海南旅游文化相结合，这些插画
印在鼠标垫上、手袋上、笔记本上、

钥匙扣上，带领游客体验海南不同
地方的特色，让红色文化与在地文
化融合展示。”海南文化创意研究院
院长房景峰介绍。

文创产品设计得好不好，要看
市场的接受度高不高。

“这些文创产品一经推出，市场
的反馈就远超我们的预期。”房景峰
说，红色娘子军文创走的是“平民路
线”，在定价上相比市场上的同类型
产品，价格更加亲民。今年上半年，
销售额累计近20万元，“在仅开通
线下销售渠道的情况下，这一成绩
还是很可观。”

暑假里，来自山西的游客石兴带
着孩子到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参观。
临走前，他特地来到纪念馆的文创
区，选购了“小琼花”钥匙扣、“小琼
花”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既带回家作
纪念，也给亲朋好友们作伴手礼。

2023年9月，红色娘子军纪念
园重新开园迎客，整体改造提升后，
红色娘子军的文创开发工作也被提
上日程。2023年11月，红色娘子军
纪念园管理中心、海南省文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主办了“战地琼花——红
色娘子军”文创设计大赛，面向全国
征集红色娘子军文化文创设计。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赛就
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约
1140件。经过大赛组委会的评审，
共评选出文创设计类金奖作品1
名，银奖作品2名，铜奖作品5名，

优秀奖作品20名。主办方在获奖
作品中精选25款进行优化升级，并
打样生产8300件产品，于2024年
2月2日正式上架。

乌黑的短发、圆乎乎的脸庞、炯
炯有神的大眼睛，时而举起红旗，时
而扛起军刀，时而敬礼报告，时而埋
伏作战……在首批上架的红色娘子
军文创中，以红色娘子军为原型创作
的“红阿妹”卡通人物形象很是抢眼。

在笔记本上、盲盒里、书包上、
书签里，“红阿妹”摆起各种可爱的
动作和造型，搭配上励志有趣的网
络流行语，这一系列文创产品吸引
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

“这个‘红阿妹’真的特别可
爱。”“00后”游客蒋昕雨的手里，拿
着几本文创笔记本，她说，这样可爱
生动的红色娘子军形象，让她在学

习中也能充满正能量。
这些文创产品风格迥异，不仅

有“红阿妹”这样的“可爱风”，还有
“优雅风”“实用风”“庄重风”“趣味
风”等。

如红色娘子军纪念方巾，红色巾
布上用金色字体印着朱德写给红色
娘子军的题词，色彩浓烈庄重，文字
铿锵有力，既有厚重的文化承托，又
彰显时代风采；《逃出南府》趣味飞行
棋，以红色娘子军故事中琼花与南霸
天斗争的故事为主题，将故事情节融
入棋盘与卡牌，能让小朋友通过趣味
游戏了解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

“文创产品也是一种红色文化
的载体。”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管理中
心负责人陈曼燕表示，希望通过文
创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娘子
军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故事。

融合创新 把红色流量拉起来

销量可观“平民路线”走俏

IP亮相 百年记忆焕发新生

“当非遗走近青少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厚重变得触手可及、真实
可感。”张景认为，这样的体验和熏
陶，有利于文化保护与传承，也能潜
移默化地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心，
发展非遗研学游是文旅融合的题中
应有之义。

海口市民王静的孩子就读于海
口市新坡中心小学，她告诉记者，学
校时常会组织孩子们开展非遗研学
活动，比如学习东山草编、亲手绘刻
椰雕作品，品尝甜蜜糖画等，这些经
时间筛选的民间美物，是对青少年开
展美育德育的宝贵财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类
型的研学项目相似，在非遗研学的实
施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重游轻学”

“游大于学”等问题。
“非遗研学是复合型文旅项

目，要求研学导师掌握非遗的相关
知识，将非遗与研学旅行活动进行

结合，开发出专业化、个性化、多样
化的研学旅行产品。”省旅游协会
相关负责人认为，非遗研学需要有
完整的课程体系，包括理论学习和
实践操作，要避免非遗与研学旅行
课程内容脱节、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等问题。

张景还提出，推动非遗研学游健
康发展，关键在于结合教育理念，将
非遗融入日常生活，更好引导青少年
深入了解、积极关注并亲身参与到非
遗的保护与传承中。

“我们经常收到家长反馈，孩子
们对非遗研学的热情高，但存在持续
性不佳的情况。”张景说，这就需在研
学课程上多思考、多总结，课程难度
是否适宜、是否能持续吸引学生，只
有瞄准青少年的兴趣点进一步做好
课程优化设计，才能让孩子们爱上本
乡本土的非遗项目，从而让非遗不断
焕发勃勃生机。

连日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人头攒动。在这里，能看到黎族
纺染织绣技艺、钻木取火、黎族打柴
舞、黎族原始制陶技艺等多项国家级
非遗项目，是海南非遗研学的一扇重
要窗口。

景区相关负责人吉贵介绍，近年
来景区以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为
核心，将非遗研学作为重点项目开
发，不断拓展“产、学、研”配套设施，
重点推出了“大力神成长记”探索营，
主要面向7至15岁的孩子，通过探
秘非遗、黎族藤编等活动，让大家近
距离感受海南非遗的魅力。

无独有偶。在屯昌，近日“坡陈大
马五形桩”武术夏令营在该县新兴镇开
营，抱拳、扎马步、推掌、抡拳，稚气但有
力的“哼、哈、兮”声音响亮……孩子们
在教练的指导下练功，精神气十足。

据了解，“坡陈大马五形桩”是屯
昌县新兴镇沙田村委会所辖坡陈村
自创武术，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至今已经传承了160余年。
该夏令营时间为7月15日至8月20
日，每两天开设一期，每期报名达10
人以上开班。

记者还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海
岛夏令营研学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省旅文厅推出12条精品研学旅游
路线，其中一条即为“寻迹琼州”非遗
民俗之旅，路线途经海口骑楼老街、儋
州东坡书院、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槟榔
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三亚崖州古城。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条
路线亮点在于以探索海南民俗文化研
学为主线，串联非遗民俗、黎族苗族风
情、东坡文化等，突出地域文化特色，
进行本土民俗科普教育，寓教于游。

身着戏服，长长的水袖一甩，黄
艺盈用稚嫩的声音唱起琼剧来，有模
有样。“在学校参加琼剧社团时，我就
已经对琼剧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次来
到琼剧研学夏令营，经过专业老师的
指导，我学会了如何让自己的身段更
优美、脚步更轻盈。”黄艺盈说。

黄艺盈提到的琼剧研学夏令营，
由海南省琼剧院主办。在活动中，学
生们不仅能面对面与琼剧名家展开
交流，学习琼剧，还能陆续前往琼海、
保亭、万宁等地感受红色文化、黎苗
文化、热带雨林文化、华侨文化。

“研学夏令营自发布招募信息以
来，就受到了大小戏迷的关注，吸引
全省各市县学生积极报名，最终从
200名考生中选拔出30名学员。”省
琼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报名的火
热程度可以看出学生家长对琼剧的
喜爱和对活动的认可。

在国家二级编剧、定安县琼剧团
骨干演员徐姝璟看来，研学夏令营为
少年儿童学习琼剧艺术搭建了一个平
台，通过研学与非遗的“双向奔赴”，展
现了非遗传承的另一种可能，她在这些
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琼剧的未来。

融入非遗的研学项目，因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有趣的体验形式以及丰
富的教育价值，受到市场青睐。海口
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张景告诉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早在今年5月，暑假
还未开启，就有不少家长咨询相关研
学产品，提前预订，其中包括不少外
地游客。

“从咨询情况上看，大家更偏向
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非遗研学产品，
例如骑楼老街、琼剧、海南公仔戏、椰
雕等。我们在开发旅游路线时，会考
虑将多个非遗项目串联在一起，不断
丰富研学内涵。”张景说。

研学与非遗的“双向奔赴”

精品线路遍布全岛

“游与学”的兼收并蓄

大型舞剧《金陵十三钗》
首度亮相香港

大型舞剧《金陵十三钗》近日在香港文
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这也是该舞剧首度亮相
香港。此次演出是“国风国韵飘香江”系列
演出项目之一。

这部舞剧由郎昆执导、冯双白编剧，汇
聚多位来自国家院团的优秀舞者，在内地巡
演好评如潮。舞剧《金陵十三钗》改编自同
名小说，讲述了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后，发
生在一群女学生与秦淮歌女之间的感人故
事，铭记历史，致敬女性之花。

当晚演出现场，演员表演精湛，角色立
体丰满，引领观众深深感受剧中人物的情感
和内心世界。演出结束后，全场响起持久的
掌声，演员数次谢幕。

“震撼心灵，整个演出让我三次流泪。”
香港市民陈小姐说，舞剧更具情感张力，舞
台上的飞转矩阵和场景穿梭，让观众更有代
入感。“即使没有一句台词，也能感受到女性
的力量。”

舞剧总导演郎昆表示，此次大型舞剧
《金陵十三钗》赴香港公演，为了更好地适应
香港舞台，主创团队在舞台调度上进行了更
加细致的打磨和调整。“我们的目的是想让
香港同胞，特别是年轻人熟悉这些故事，记
住这段历史。”

“国风国韵飘香江”大型舞剧《金陵十三
钗》由北京中演环球艺术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和香港艺术发展局联合主办。 （据新华社）

布达拉宫精美文物
亮相天津美术馆

“布达拉宫——来自雪域的世界文化遗
产”特展7月20日在天津美术馆启幕，149件
布达拉宫的精美文物在展览中亮相，吸引众
多观众前来参观，领略这座文化艺术宝库的
独特魅力。

布达拉宫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红
山之巅，以其辉煌的雄姿和浩瀚的珍宝被誉
为“世界屋脊的文化艺术宝库”。

2024年是布达拉宫申遗成功30周年，
在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与西藏自治区布达拉
宫管理处的支持和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的帮助下，天津美术馆将“布达拉宫——来
自雪域的世界文化遗产”展览引入津城。

展览分为“千年巍峨”“万象其中”“天路
神工”三个板块，共计展出87套149件精美
文物，不乏“五佛冠”“银质嵌松石璎珞纹尊
胜瓶”“黄色地龙纹俗官服”“莲花生八名号
像”等重磅特色文物，全面展示了布达拉宫
建筑、唐卡、造像、法器、服饰等方面的艺术
成就，以及在布达拉宫修缮保护工作中持续
做出的积极探索。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日。其间，
天津美术馆将举办“雪域奇珍”系列公共教
育活动，涉及非遗酥油花、八吉祥纹样、藏戏
面具等。 （据新华社）

文博圈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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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舞剧《金陵十三钗》舞台照。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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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老师带着学员练功。省琼剧院供图

“小琼花”
明信片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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