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已经卖完了？怎么刚排到我就没了啊？”从浙江来的游客徐旖旎看着柜台前空荡荡的托盘无
比遗憾地说，就在十分钟前，这些托盘里还盛满了做“麻辣烫”的必备材料。

徐旖旎想买的“麻辣烫”并非前一阵火遍全国的天水麻辣烫，而是甘肃省博物馆近期推出的系列文创
产品，这款以毛绒形式呈现的“麻辣烫”，不仅在外观上引人注目，还贴心地设计了不同辣度的选择，包括
不辣、微辣、中辣和唏卟辣。一经上线，就以其独特的创意和可爱的毛绒造型迅速走红网络。

这并不是甘肃省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第一次“火出圈”。早在2022年，甘博文创产品“绿马”毛绒玩具
登上热搜，全国出现了“一马难求”的销售旺景，火爆程度直追被全国人民追捧的冬奥吉祥物“冰墩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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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圈”的文创，走进甘肃

进店选购文创的游客。

通过文化创意、线下互动等多种
方式，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成功
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目光。徐丹介
绍说，自今年 6 月艺术生活馆开业以
来 ，每 天 的 客 流 量 都 在 3000 人 至
5000 人上下，不少文创玩偶一上市
就卖到断货。

在徐丹的办公室里，还有很多没
有和大家见面的文创产品，人参果、李
广杏、百合……甚至还有兰州老砂
锅。“我们脑海里的想法可太多了，只
能一点一点和大家见面。”徐丹笑着
说，“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推出甘肃（不）
土系列的文创产品，还会有很多新想

法和新构思与大家见面。”徐丹说。
让传统文化以更加鲜活、接地气

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这种双向奔赴
的文化交流，不仅激发了年轻人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自豪感，也
为博物馆自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奔流新闻记者了解
到，截至 2023 年年底，以中国旅游标
志铜奔马为原型打造的文创玩偶成为

“网红”产品，系列文创产品销售额达
700万元。

为大家现场“煮麻辣烫”源自徐丹
的一次突发奇想，选择自己喜欢的“菜
品”，把菜放在锅里煮一煮，最后把号

码牌绑到菜上递给顾客，并引导顾客
前去收银台结账……没想到这种“一
本正经”卖“麻辣烫”的方式引来了线
上线下诸多好评。“想着直播寻个乐，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究其原因，现场煮制“麻辣烫”
的爆火在于其踩中了当下“情绪价
值”的需求，以产品创新、场景创造，
为年轻人提供深层情感陪伴，抓住
了 消 费 需 求 和 内 容 营 销 的 趋 势 。

《2023 年青年消费调研》一组数据显
示：近一半人为情绪价值多消费，在
支出明显增多的项目上，除了“使用
需求增多”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这件商品/服务能够为自己提
供情绪价值（49.3%）。它与其他消
费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人们从单纯
地“购买—使用”，变成主动参与、沉
浸其中的体验者。

甘肃省博物馆及文创产品的持续
出圈，背后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
让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陈列品，而是
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博物馆
团队对年轻消费群体的深刻洞察与精
准把握，也展现了高度的市场敏锐度
和人文关怀。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 王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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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奔马”炫酷上墙变涂鸦，“彩陶
罐”能被一口咬到嘴里，“鹰头形青铜
权杖首”摇身一变成为咖啡杯的陶瓷
手柄，国宝“莲花形玻璃托盏”正放着
甜品在橱柜里等着大家来品尝……

6月，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正
式开门迎客。这是甘肃省博物馆精心
打造的一处复合型高价值文化空间。
该馆融合了多样化的业态，包括咖啡、
烘焙、展览、艺术书店以及文创销售
等，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集文化服务、

文创售卖、饮食休闲于一体的共享空
间。在这里，文化艺术体验不再停留
于视觉层面，而是延伸至味蕾的享受。

与展陈文物的传统博物馆有所不
同，这家艺术生活馆集纳展示年轻文
创人对文化的创意想法。“我要这个莲
花的，还要一个铜奔马的曲奇。”“这个
苦水玫瑰特调咖啡真是入口难忘。”在
咖啡和烘焙区域，游客们在欣赏传统
艺术的同时，也可以品尝美味的咖啡
和烘焙食品。徜徉在甘肃省博物馆艺

术生活馆，游客们正在体验对历史文
化新的感受。

“我们结合了不同的业态，一起开
发了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希望
通过这些不同的业态向大众展现甘博
乃至甘肃的文化魅力。我们也希望大
家在参观博物馆后，能沉浸式体验与
感悟文化，一起传播我们灿烂悠久的
历史文化，”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
负责人徐丹表示。

近年来，为了提供更多元的文化

产品，中国各地博物馆正在通过跨界、
融合和创新等推动文创产品的迭代升
级，因此催生了融合多种业态的复合
型 文 化 空 间 。 智 研 咨 询 发 布 的

《2024—2030年中国文创产品行业竞
争格局分析及投资发展研究报告》指
出，从传统文化保护到商业化、艺术化
再到数字化，文创产品行业正在经历
业态的转型升级，2023年中国文创产
品市场规模达到163.8亿美元，同比增
长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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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博物馆以其独特
的文化底蕴和创意无限的文创产品，
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广泛关注。从魔
性玩偶到铜奔马系列的各式衍生品，
到如今再度火爆的“麻辣烫”系列毛
绒玩具，每一件文创产品都巧妙融合
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让历史文物
以鲜活姿态走进大众生活。这些文
创产品也通过创意设计与市场需求
的精准对接，成功激发了公众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与热爱，成为文化传播的

新亮点。
“第一眼，这是什么？第二眼，好

可爱，入手一个！”“完了，这个月工资
又是甘博的。”“这钱攒不住，根本攒不
住。”在小红书#甘博文创#的相关话题
下，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甘博文创，
引得全国各地无数网友在笔记下“吃
醋”留言，“线上咋没有啊？对外地的
粉丝不‘公平’。”“可以帮忙代购吗？
真的很喜欢这个‘黄芪’。”“看来我去
兰州旅游的计划要提上日程了。”

来自河南的段林涛为了“抢”到心
心念念的甘博文创，还特意制定了“攻
略”，选择一大早就到甘肃省博物馆旁
的艺术生活馆排队，“买完再去参观博
物馆，不然有些文创就买不到了。”谈
及最喜欢的文创，段林涛表示，“在抖
音上总能刷到甘博的‘麻辣烫’，这次
来兰州必须将它‘拿下’。”除了“麻辣
烫”外，段林涛的购物筐里还有“绿马”
玩偶和其他一些文创产品。“我最喜欢
的还是‘绿马’，因为我觉得铜奔马是

最能代表甘肃的文物。”
而兰州本地的汪桐羽则充当起了

“代购”，满满一筐的文创“冰块”是她
“努力”了一个小时的成果。“我在浙江
上学，暑假回兰州就开始给同学们当
起了‘代购’。”汪桐羽告诉奔流新闻记
者，这已经是她连续第二天来这里买
文创产品了，“每个冰块上都有字母，
但实在太火爆了，昨天没买齐。”她还
总结出了一套抢购经验，“早上十点
来，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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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烫”毛绒花束有6个单品，模
拟了丸子、蟹排、年糕、香菇等菜品。
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天水麻辣烫，是

“甘肃（不）土特产”系列IP的一部分。
这款文创产品面市后，迅速受到了广
大游客的喜爱与追捧。网友们纷纷表
示，“在其他博物馆还在做文物文创的
时候，甘博的文创已经是 Next level
了。”“一边吃着麻辣烫，一边参观文
物，历史的味道更浓了！”

“这位顾客，您要什么辣度？微
辣，中辣还是唏卟辣？”艺术生活馆店
员 夏 鸢 ，正 在 为 游 客 们 煮 制“ 麻 辣
烫”。“一个西蓝花，一个年糕，一个蘑
菇……您的菜齐了，需要再加点盐和
辣椒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夏鸢就
开始了她的无实物表演。“这是我们甘
谷的辣椒，非常香，您闻闻？”

在甘肃省博物馆，购买“麻辣烫”
系列的毛绒公仔不仅仅是“挑选——
结账”的简单步骤，在挑选完毕后，还
有工作人员与顾客沟通交流、询问口

味、洒上“秘制酱料”，最后再耐心“烹
饪”这一系列互动的过程。

这几天，夏鸢每天都要为来甘博
的游客们煮制“麻辣烫”。旁人眼里可
能有点幼稚的工作夏鸢却干得非常起
劲。“这份工作超有趣的！”这个 2004
年出生的小姑娘展现出了极大的工作
热情，“我本来是个i（内向）人，但我现
在都变e（外向）了。”为了更好地进入
角色，夏鸢还戴上了餐饮口罩。游客
们也很配合，“就加两勺辣椒啊？再来
两勺！”“小姐姐，我南方人，不太能吃
辣，但能多加点盐。”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纷纷云监工，“小姐姐每次都接着锅
子撒盐，锅底都得齁了。”“这个煮麻辣
烫的锅咋买啊，我动心了。”

“没想到能获得那么多游客和朋友
们的夸赞，大家都很暖心，每个评论我
都看了，”夏鸢说，“我自己的朋友们也
发消息给我，鼓励我好好干。”说到这
里，夏鸢眼眶红了，“从小到大没有获得
过这么多夸赞，真的很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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