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堆博物馆的三星堆博物馆的““网红网红””秘籍秘籍

回 味

08

风 潮

责编 裴秋菊 实习编辑 郑芋
2018年11月24日 星期六
E-mail：whcfzk@163.com

电话：010-64275044 64298348
时尚潮流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经营管理（010）64293890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 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 1．00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编辑中心（010）64294608 新闻热线（010）64285598 发行热线（010）64287818

民国女生的穿搭时尚

电影与一座城市的迷人

□□ 本报实习记者 郑芋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与其

他的博物馆有所不同，它充满了神奇的

独特魅力。

11月 17日，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主办，北京华夏言国际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承办的三星堆文创大赛颁奖授

权典礼暨《蜀帝传奇》新书发布会在北

京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

“我做三星堆博物馆的馆长，一定是神

的旨意，因为我长得像大立人。”朱家可

作为中国年轻的“80后”馆长，开场白

就充满了诙谐幽默的。

这个幽默的馆长非常爱“玩”。“新时

代、新链接、就是看我们在新时代怎么好

玩，让文物走出去。我们的玩法很多，我们

是把文化产业和事业一起玩。”朱家可说。

三星堆博物馆的微博就被玩出了

383万粉丝量，成为“网红”博物馆。目

前，三星堆博物馆 28岁以下的“90后”

观众占比已经达到 45.07%，以“00后”

为代表的“互联网新生代”也逐渐成为

三星堆博物馆的新公众。

“大立人”的超能力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博物馆馆长，朱

家可在上任之初就亲自请教了他非常敬

仰的人物，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如

何当好一个博物馆馆长？”单霁翔说，“年

轻人，就记住两点，第一做好文物的守护

者，第二做好博物馆的讲解员，让我们的

文化走向世界。”

这两点对于2016年独立掌管三星堆

博物馆的朱家可来说，像是深刻在心里的

烙印，守护者——他首当其冲，因为他有

“大立人”助力，讲解员——他随处随地将

三星堆文化推广做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两

年多的布局，如今他已经将一张超大的文

化版图逐渐打开。“我们的想法是要做到‘两

全其美’。‘两全’是全球化战略、全产业化模

式。‘其美’是：美景、美食、美购等等，这是我

们未来的一个战略布局。”朱家可说。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三星堆文物是

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

文明的重要代表，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

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

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

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

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

朱家可与“大立人”的相似之处不仅

仅是在外形上，清瘦高挑的身材。三星

堆大立人是青铜馆里的宝物。“大立人”

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

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

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

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

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上还戴着足镯，

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

象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

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

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

神坛或神山。

详细介绍方知大立人是有通天能

量的一个“神像”。朱家可作为年青一

代的博物馆掌门人，没有真功夫那也很

难胜任这一重要位置。

如今，朱家可是中共广汉市文博旅

联合委员会党委书记、广汉市三星堆遗

址管理委员会主任、四川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常务副馆长、广汉市文物管理局局

长、广汉市旅游局局长。

这些职务集于一身，朱家可不仅仅是

年轻有为，更是新一代杰出博物馆掌门人

的代表。网络工程专业毕业的他用非常

规路线规划着三星堆的事业版图。

时尚版图展开

三星堆年代久远，谜题众多，缥缈

的古蜀历史、奇特的文物造型、浓郁的

祭祀特色、待解的千古之谜，都为三星

堆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神秘

是三星堆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后世留

下了无限探索和畅想的空间。

在多数大众的印象里，博物馆属于

高冷、沉闷庄严的地方，距今4800年到

2000年的三星堆属于青铜器时代是最

鼎盛时期，那么有着如此厚重历史的三

星堆博物馆又是何种气质？

“我们的不一定高冷，它是很神秘

的博物馆。”朱家可说。作为80后的博

物馆馆长，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朱家可将他的事业版图分成了多

条线路，其中首要是和国际、国内影视

界合作，美国好莱坞邀请施瓦辛格作为

形象大使创作《三星堆来客》的电影；与

成龙合作创作《三星堆密码》。第二条

路是做动漫，微影和日本团队合作创作

动漫《三星勾云传说》，2019年 1月 1日

在日本上映，春节期间在国内上映。第

三条路是已经涉猎中国的网游。比如

与香港团队合作投入制作《三星堆之九

龙狮》动漫游戏。第四条线路是与文创

公司合作，开发文创产品，并且已经部

分国际化。比如与范思哲合作了文创

的延伸品。第五条线路是请当地作家

刘彩彩写了三部曲《蜀山云无月》《蜀帝

传奇》《馆长先生》等小说。将故事片里

代入三星堆的文化，创作出中国第一部

以博物馆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

“开发一系列文创产品，形成一个平

台、一个运营中心、一个联盟、一套班子、

开发一系列产品。我们很好地学习故

宫，将文化IP市场化、世界化。”在朱家可

的心目中故宫是中国文创的老大，值得

追随学习。如今故宫所使用的文创推广

做法，朱家可都尝试并实施，就连故宫与

稻香村合作开发月饼这样的细活，朱家

可也做了尝试和食品的开发。

无论多少条线路，最终朱家可的版

图中的落脚点还是娱乐化的。

“除了这几个玩法之外，我们就是

要建立一个产业园，这个产业园我们要

有载体，像迪士尼一样将文创产品、游

戏、动漫在线上的都落实到一个载体上

来，那将延伸出很多项目和产品。”其实

这个大型娱乐园是朱家可所认可的所

有线路图的归口。

版图清晰之后，再看细节每一个都是

当下文化领域炙手可热的时尚产业：影

视、动漫、文创、出版。还都充满了国际化

的味道。“我们现在看都是零散点，最终要

形成面，最后形成一个矩阵。”朱家可说。

“网红”的五步曲

“博物馆是文化圈，但是必须做大

自己的朋友圈。我们不能光是专家的

姿态，我们要成为观众的期待。”听到这

样一段表白，朱家可的“网红”形象似乎

已经高大起来。

不爱当“网红”的朱家可为了他的

排兵布阵不得不拿出一把手的霸气。

“三星堆有着很牛气的未来，我们需要

思进思变，敢想敢干。”

在朱家可的心里，除了单霁翔给他

当好博物馆馆长的忠告外，他给自己又

增加了一项任务——做好经纪人。

“经纪人的思维，就是怎么让一个

世界级的资源变成世界级的明星，一般

来说经济人有五步曲：第一步叫微整

形，第二步叫拿文凭、拿点奖，第三步扩

大朋友圈，第四步扩大知名度，四五步

是价值最大化。去年我们将博物馆已

装修；今年我们和金沙一起申请世界文

化遗产，得到了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我

们跨界融合做大圈子；知名度我们做营

销，并与国际的大品牌合作。最终产业

园落地增加我们当地一个旅游目的地，

然后通过这个目的地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形成爆炸效应。”朱家可的时尚版图

看似散打，其实套路颇深。

在朱家可看来，三星堆是世界级的博

物馆，可以媲美埃及、玛雅、巴比伦文明。

虽然目前三星堆博物馆还有人才缺乏、资

金短缺、地理位置局限等因素的制约，但

朱家可依然对三星堆走向世界充满信心，

“我们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他说。

□□ 舒欣

这是一场家庭葬礼。“死去”的老

妇人穿着修女的衣服，孙女按下老式

磁带录音机，带子上播放的是一首名

叫《宁静》的曲子。这时，老妇人的儿

子拿着一根长长的毛衣针，捅向妈妈

的“遗体”，“死去”的老人突然大叫起

来“哎呀，你把我捅得太疼啦！”葬礼的

肃穆瞬间变成了一堂欢笑。

影院里此时也笑声一片。这是西班

牙纪录片《很多孩子，一只猴子和一座城

堡 》的 放 映 现 场 。 西 班 牙 男 演 员

Gustavo Salmerón的母亲胡丽娅是个

充满奇思妙想的老太太，她不仅想象了自

己葬礼的每个细节，要求全家人配合她排

演，还特意预备一根毛衣针，要求儿子到

时候务必要捅捅自己，以防自己“万一没

死呢”。Gustavo Salmerón拿着摄像机

跟拍了母亲六年，并用两年时间将这个

“家庭录像”剪辑成一部出色的长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是本周举办的西班牙

电影展十部西班牙电影佳作中的一

部，这些电影将在北京和广州的卢米

埃影城集中展映。

在《很多孩子，一只猴子和一座城

堡》放映后，本届西班牙电影展的策展

人——西班牙电影历史学家路易斯.

帕雷斯先生来到台上，与现场观众分

享了观影感受。

他说自己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笑

出眼泪。当他在影院角落，听到北京的

观众们不时爆发的笑声，感到电影可以

跨越文化的差异，展现共通的美好。

在一个商业影院里可以有机会参与

对艺术电影的探讨，相信对一些观众来

讲还是新鲜的体验。当他

们走出影院，置身于充满

现代艺术作品的商场厅

堂，应该可以

感 受 到 一 种

共振，这是精神生活的丰盛与环境的时

尚感恰如其分的融合。

在西班牙电影节如火如荼展开的

同时，也是在本周，中影集团旗下的中

影国际影城正在进行波兰电影周的放

映活动。一些电影史上辉煌的名字，

像《大理石人》《灰烬与钻石》等成为了

商业影院里闪动的影像。

与此同时，京城里为数不多的艺

术影院之一——百老汇电影中心也正

在举办德国电影节。

如果你是一个电影迷，尤其是艺术

电影的拥趸，在这个深秋绝对会有应接

不暇之感。艺术电影跻身商业院线，虽

然还不可能形成太大的声势，但毕竟为

电影爱好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几年前，伦敦一个机构做过一项

调查，题目是《什么使一座城市迷人？》

在得出的几个结论里，有一项是城市

的可视性。它不仅是指景观设计上的

张弛有度，也包含众多的活动让一个

城市丰盛有趣而不是荒凉平淡。

不久前，在中国时尚城市的评选

中，时尚力成为考量的首要标准。而这

里的时尚力是指“全面引领美好生活的

能力，就是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活着和

如何活好的能力”。据此，一座时尚的

城市是要有能力提供这种软实力的。

当人们揶揄北京雾霾的时候，似

乎没有留意它提供给人们精神上的选

择越来越多了。尽管这无法使人放下

对气候问题的顾虑和谋求解决之路的

努力，但它正一点一滴地展现出这个

城市的改变和善意。

北京或许算不上最时尚的城市，

但它努力为人们提高幸福力的姿态还

是很迷人的。

品 味

□□ 赵楠

民国时期，饱读诗书的新一代有识

之士笃信“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兴办

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式新学堂、新学

校。晚清以后开始兴办女学堂，到了民

国，学校和女校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

展，“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走出家庭

的呼唤，更是深深影响了有条件接触新

风的民国姑娘，她们的衣着打扮，在小

说、影视剧和渐次兴起的各种摄影工作

室中不断被复现，过去的时尚亦成为今

天“民国范儿”的复古流行。

女学堂最初兴起之时，最被看重的

竟然不是授课内容、办学理念、招考章

程，而是女学生的服装设计；由于世人对

女子抛头露面非议纷纷，不得已，女学生

装被要求“裙长过膝、衣不束腰”，但仍然

不能阻止女学生成为社会“流动的风

景”。一方面，社会革新、求开风气之先；

另一方面，女学生的构成十分复杂，适龄

就学的应届生，留学异国的海归派，不甘

寂寞的少奶奶……使得女学生的装束被

“穿着猩红裤袜，后拖尾辫”的风格大大

影响，有碍风化。我们今天最熟悉的那

种民国女生扮相，正是出自民国教育部

1911年颁布的《学校制服规程令》，它规

定女学生着装统一“着裙，裙用黑色”。

不过这种学生装并非一成不变，而

是几经改易、样式丰富。“五四”以后，女

学生装的上衣改良为腰身窄小的对襟

袄，圆弧形的摆长不过臀，袖口是七寸的

“倒大袖”，衣领、衣摆和袖口都缀上花

边，更显时尚气息。除了我们熟悉的上

衣下裙，民国女校服还有直开襟、有束腰

的连衣裙，样式类同于今天淘宝上的“复

古风”，这些连衣裙还往往带有泡泡袖、

喇叭袖的前卫设计；除此之外，文学女青

年的装束怎能少了旗袍——只不过和十

里洋场相比，校园女生的旗袍款式更加

大方，颜色也更加素雅。时至今日，在香

港、台湾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华人聚居

地区的学校（尤其是女校）里，女孩子仍

然保留着穿着旗袍为校服的传统，延续

和复制了令人赞叹与追怀的“民国范儿”。

民国女生的穿搭可不会仅限于黑裙

装和改良旗袍。耍帅炫酷的衬衫西装，

作为一种前卫而硬朗的造型形象，也十

分为民国姑娘青睐。那时候，凡是有条

件的人家，再“淑女”的姑娘，都愿意有一

张女扮男装的照片。萧红南下北京时，

就照了一张身穿西服的黑白照。为了显

示帅气与不羁，她还特地微翘起一只腿

来，将手插进裤兜里。而随着话剧等文

艺形式的流行，在文学青年的好多话剧

作品中，女生穿着男生的戏装也成为一

道风景，周总理和邓颖超就

是在南开演剧时反串搭戏、

终成革命伴侣。比西装式男

装更加追求反差与前卫的女

生装扮，恐怕要属骑马装

了。一双及膝的黑色马靴、

被马靴束住裤脚的深色阔腿

长裤，搭配一件浅色衬衫，再

在颈间系上一条围巾——英伦风十足而

英气逼人的林徽因，正是常以得意的骑

马装来主持“太太的客厅”沙龙，也给初

见时的萧乾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衣着的革新必然伴随着发型潮流的

改易。以女学生为主力的民国新女性最

为激进的发型时尚便是剪短发，它不仅

代表了审美的追求，更是代表了对女性

解放、平权的向往，短发的流行，颇多坎

坷；被鲁迅先生撰文纪念的刘和珍君，就

曾因带头剪短发被学校勒令退学。年轻

女性除部分保留传统的髻式造型外，又

在额前一绺短发，时称“前刘海儿”；女学

生的发式，则将“前刘海儿”发展为犀利

的“燕尾式”（将额发分成两绺，并修剪成

尖角，形如燕尾），以及更为犀利、也更为

流行的“满天星”（一种极短的刘海儿，远

远看去若有若无），很像今天一些另类模

特和叛逆少女的造型。后来，国外妇女

的烫发经沿海几个通商口岸传入国内，

一时间，人们的发式妆饰大多崇尚西洋、

群起仿效，染发也一时成为城市女性追

求的时髦方式，只不过并不适合女学生

的装扮。而时装表演、选美比赛，都是民

国时期就流行过的事物了。

阅读新文学、追求新思想的民国

女学生，被时人称为“自由女”，她们的

衣着自然也成为一时的风尚。张恨水

《啼笑因缘》里那个唱大鼓的凤喜“一

件蓝竹布褂，束着黑布短裙，头上也改

绾了双圆髻”，换上学生装，整个人都

精神起来。梨园名家孟小冬、电影明

星王人美等等名人，也都喜欢女学生

装，并留有相当清纯可人的胶片记忆。 时尚城市具有全面引领人们美好生活的能力民国女生的旗袍校服也很时尚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

美国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担当三星堆文化全球宣传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