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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文创开发“一池春水”——文
博界“把脉”新时代文创发展

秦怡：干文艺是为理想，理想之源在于
人民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题：激活文创开发“一
池春水”——文博界“把脉”新时代文创发展

　　新华社记者施雨岑

　　从供不应求的故宫口红到国家图书馆的《永乐
大典》文房套装，近年来，我国文博单位种类丰富
的文创产品广受公众欢迎，一股“文创热”悄然形成。
与此同时，文创产品低质化、雷同化现象也受到诟病。
　　记者从 19 日在京召开的“2019 博物馆馆藏资源
授权峰会”上获悉，针对这些问题，国家文物局印
发《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
作指引（试行）》，开展博物馆馆藏资源授权，进
一步盘活文物资源，推动博物馆逐步开放共享文物
资源信息，切实解决制约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工作中馆藏资源授权的制度瓶颈。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罗静表示，
这意味着博物馆将馆藏资源授权给企业或其他社会
力量去开发文创产品变得“有规可依”，更多的创
新主体能够参与文创生态圈的构建。
　　据统计，我国拥有博物馆 5300 余家，不可移动
文物 76.7 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数超过 1 亿件（套），
还有巨量民间收藏文物。灿若星辰的文物资源，不
仅是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
的重要载体，也是赋能美好生活的“超级 IP”。
　　新时代的文创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峰
会上，文博界的代表们达成了共识——
　　“新时代的文创产品，应是凝聚文化意蕴、构
筑时代美学、提升生活品质的‘精品好物’。”
　　“新时代的文创产品，应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深入衣食住行，讲述生活经验，增添生活乐趣，营

造生活情境，引领生活美学，让我们更好感知美、
享受美、创造美，提高生活品质。”
　　“新时代的文创产品，应充分发挥滋养教化作
用，体现价值追求，展现精神气质，坚定文化信念，
浸润人们心田，潜移默化激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
追逐梦想的蓬勃激情，更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提升我们的道德修养。”
　　……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度全国博物馆的文创产
品开发收入超过 40 亿元，开发文创产品种类超过 4
万种。在这个潜力无限的市场中，博物馆馆藏资源
授权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认为，博物馆馆藏资源
授权有利于促进文物资源有序向社会开放，进一步
唤醒沉睡在博物馆里的万千文物，使其成为新时代
文博事业创新发展和文创产品开发的“营养源泉”。
　　“过去，文创产品开发更多依托于文博单位，
社会力量进入存在一定的制度局限。”刘玉珠解释说，
博物馆馆藏资源授权实现了为政策“松绑”，推动
海量文物资源实现开放与共享，有利于文博单位和
市场主体等各方力量，发挥各自在资源、人才、市场、
设计等方面的优势，打通资源、创意、市场全链条，
共同开发高质量产品。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认为，在文创开发工作中，
博物馆还要注意“开发什么”的问题。“不是所有
的馆藏资源都适合来授权开发文创产品，博物馆要
深入思考、仔细挑选那些最能体现展览核心价值的
资源去授权。通过授权，我们给公众的不是一个精
美的文物或漂亮的纹饰，而是传递反映人们过去和
今天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和精神力量。”

　　中国电影百多年的光影长廊里，经典角色、优
秀演员用“灿若星辰”来形容，亦不为过。在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秦怡能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代
表获得“人民艺术家”的殊荣，时间所见证的一切，
诚不我欺——跨越两个世纪风霜雨雪，她始终用生
命的长度与宽度实践着自己心怀祖国、忠诚于党和
人民的不变初心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人民艺术家”，这是 97 岁高龄的秦怡最新收
获的荣誉。
　　昨天上午，上海电影界几位后辈给她带去了振
奋人心的消息。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告诉记者：
“秦怡老师听闻一直笑呵呵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看得出，她很高兴，尤为珍视‘人民’二字。”
　　中国电影百多年的光影长廊里，经典角色、优
秀演员用“灿若星辰”来形容，亦不为过。在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秦怡能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代
表获得“人民艺术家”的殊荣，时间所见证的一切，
诚不我欺——跨越两个世纪风霜雨雪，她始终用生
命的长度与宽度实践着自己心怀祖国、忠诚于党和
人民的不变初心。
　　秦怡曾说，干文艺不是“为谋生”，是“为理想”，
这种理想需要内在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力量之源就
在人民。“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
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
自己的表演给予别人。”

　　她用漫长的艺术生涯沉淀出了“人民艺术家”
的真谛

　　2009 年，秦怡 88 岁。彼时，第 27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授予她终身成就奖。秦怡在领奖台上说：“不
管是 88 岁，还是 98 岁，我都要跟着所有的同行们
一起继续前进。”十年后，秦怡果然还牵挂着中国
电影，她总说“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
　　为观众随叫随到的秦怡，2017 年时在《妖猫传》
里客串了白头宫女，令元稹的诗句在大银幕上有了

具象呈现。为电影随叫随到的秦怡，在 2015 年捧
出自编自演自筹的《青海湖畔》，影片背后她亲赴
高原拍摄的细节也由此引为佳话。人们开始追问，
她的身体里究竟蕴藏了怎样的力量，让这位 16 岁
便开启演艺生涯的艺术家，用近乎一生的时间不懈
创作？
　　还是交给时间来给出答案。秦怡 1922 年出生
于上海。少女时代正值日寇铁蹄踏破山河时，她参
加过学校的红十字会，也向往着为民族救亡图存做
些什么。16 岁那年，她为参加革命离家出走。但那
些情绪像是懵懂的天性，并不够清晰。直到有一天，
她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席话。
　　19 岁那年，秦怡去朋友家吃饭，席间坐着位不
相识的客人。那人问她是在工作还是在学习，秦怡
答，“我在做实习演员，有时唱唱歌，没什么大意思，
就是混混。”对方接着问唱什么歌，她答“抗战歌曲”。
话音刚落，那位客人马上提高了声音，“那还混混啊，
你想想，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的歌声鼓舞下走上
前线，这工作多重要啊！”秦怡听了觉得有道理。
回家后再琢磨，是什么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她跑
去问朋友，才知原来是周恩来同志。
　　秦怡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做文艺工作，是
为了谋生，还是为了理想。当年，19 岁的她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剧艺社。
　　1951 年，导演瞿白音邀请头顶“四大名旦”光
环的秦怡，在工农兵电影《两家春》中饰演一个北
方农村媳妇。有人开始嘀咕，她能演工农兵？秦怡
二话不说，背上铺盖卷，跟着剧组去莱阳农村下生
活。在老乡一间堆满牛粪的破房子里，她一住就是
大半个月。《两家春》后来被文化部评为“1949-1955
优秀影片”三等奖，秦怡本人也因出色的表演被授
予优秀女演员奖。
　　离生活近些再近些，扎进人民的根深点再深点。
正因为抱着这样的表演信念，秦怡为观众带来了接
连不断的经典形象：《马兰花开》里能顶半边天的
拖拉机手马兰，《青春之歌》中慷慨就义的共产党
员林红，《女篮 5 号》里敢爱敢恨的篮球手林洁，
《铁道游击队》里与敌人周旋的芳林嫂，《林则徐》
中抗击侵略者的女英杰阿宽嫂，《海外赤子》里最
终同意女儿回来报效祖国的母亲，《青海湖畔》为
高原铁路梦而奋斗的女科学家……
　　她说：“我就是希望作品里有一些精神可以得
到弘扬，给人心灵以启迪。所以，我愿意一辈子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她用母亲一般的宽阔胸怀，向社会投去了深情
大爱

　　上世纪 90 年代，秦怡曾因一场大病住院动手术。
一度，她觉得自己的艺术生涯可能就此结束。“那天，
我在病房里看电视，正在播《焦裕禄》，我看着看
着就入了神，这样一部电影给了我新的力量。”2017
年，秦怡在电影党课的启动仪式上回顾《焦裕禄》
与她艺术生命间的种种关联。她说：“生动的党员
形象和真实的历史画面在大银幕上还原出来，这对
观众的影响润物无声。”一部作品、一名演员能为
社会做些什么，能为人民做些什么？秦怡从她的感
同身受里，找到了答案，并不断诠释出新的意义。
　　1993 年，秦怡主演电影《梦非梦》。该片讲述
了一个歌剧女演员与医护人员共同用真爱拯救女儿
的故事。外界评价，故事里不乏秦怡现实生活的影
子。那会儿，秦怡是儿子“小弟”的守护神，镜头
内外，她用母亲的坚韧，传递人间真善美。这份母
爱在 2007 年遭受重创，儿子金捷过世。但秦怡没
有垮，她很快收拾心情，把这份大爱，投向社会更
宽广的地带。汶川地震，她先后捐款 20 余万元；
玉树受灾，她又掏出三万元。旁人很清楚，这几乎
是秦怡的大半身家。2012 年，她又友情出演影片《三
个未婚妈妈》，关爱缺少母亲的孩子，呼吁社会关
注弱势群体。目睹人民艺术家的付出，年轻的上海
电影人们深受震动：“现在有许多人踏入这个行业，
他们只看到光鲜的一面，想当明星。但秦怡老师一
生所追求的理想，不止于在镜头前塑造角色，她更
在镜头外用自己的影响力，示范了‘做一个什么样
的人’。那是一种成功之后并不急于走向市场，而
是无数次回归朴实的艺术工作者的心态，回归社会
责任的人民艺术家的风范。”
　　“人家老说我，自己老说累累累，你自己要去
做，你活该。我觉得，人活着要有所追求，多做一
些有益于大家和社会的事情。”这是秦怡的价值观。
她也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做了示范：如何能成为观
众心底永恒的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