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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思路及

启示∗ ∗

　 ———以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为例

唐　 义　 王君洁

摘　 要　 地方图书馆是当前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重要主体。 文章结合文献分析和网站调研，对
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思路进行解析，归纳其在载体选择、内容设计、产品促销等方面的

特点，最后从资源选择、地方文化元素再消化、产品种类、开发体系、增进社区关系等方面提出对我国地

方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参考借鉴之处。 表 ３。 参考文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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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

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若干意见的通知》，强调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

化机构在创意产品开发方面的主体作用［１］ 。 图

书馆文创产品能够体现图书馆的文化内涵，传达

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经营理念和文化作用［２］ 。 地

方图书馆是以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为中心，
涵盖市、县、乡、社区等多个级别的图书馆的集合

体，是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力量。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文化部确定 ３７ 家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为

试点单位，带头推动图书馆文创事业的发展［３］ 。
在国内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研究方面，相关

成果主要介绍了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方向［４］ 、
障碍［５］ 、授权模式［６］ 、侵权风险［７］ 、营销策略［８］ 、
经营模式［９］ ，但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介绍了欧美地

区在文创产品开发方面的经验。 纪双龙和马家伟

对欧美 ７ 个图书馆的网上商店进行调研，探究其

产品开发的思路和方法［１０］ ；王毅和柯平［１１］ 、张雅

琪和柯平［１２］ 、李平和曾伟忠［１３］ 分别对美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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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进行探究。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拥有众多独

特的动植物及自然景观，地方特色明显。 此外，
土著文化作为澳大利亚人文历史的组成部分，也
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１４］ 。 作为这些地方文化资

源的重要收集者，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保持着较

高的发展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澳大利亚全国

共有 １６６６ 个公共图书馆服务点，除国家图书馆、
７ 个州立图书馆及 ２ 个领地图书馆外，大量服务

点广泛分布在各个行政辖区［１５］ 。 马力围图书馆

等多个地方图书馆在当地特色馆藏建设中做出

了许多有益尝试［１６］ ，在文化资源保护方面具有

先进性。 这都为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

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我国目前还鲜有相

关文献系统深入地分析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

创产品的开发思路。 本文选取澳大利亚这一地

方特色鲜明、图书馆建设体系较为完备的国家，
对其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的创意实践情况展开

分析。

２　 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概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澳大利亚出台了“创意国

家”（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发展战略，提出大力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力求为传统文化注入社会经济价

值。 ２００９ 年，澳大利亚政府又出台了 《推动创

意———２１ 世纪创新发展日程》，进一步强调文化

产业的创新、创意发展［１７］ 。 基于丰富充实的文化

资源，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响应政府号召，推出

了大量富有文化创意的商品。 其中，维多利亚州

立图书馆、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昆士兰州立

图书馆、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塔斯马尼亚州

立图书馆等均设立了文创产品专门商店。 商店

所经营的商品，也从最初的书籍、印刷品逐步拓

展到服饰、文具、餐具等贴近日常生活的创意

用品。
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在人口数量、经济、

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均位居澳大利亚各

州之前列，并且注重图书馆的建设。 本文将以上

述两州的州立图书馆为例，通过分析其文创产品

的类型、内容、创意来源，探讨澳大利亚地方图书

馆开发文创产品的创意思路，以期为我国地方图

书馆的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提供借鉴。

２ １　 昆士兰州立图书馆文创产品

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从昆士兰州立图

书馆官网［１８］上获知该馆的文创产品类型及内容，
详见表 １。

表 １　 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类型 文创产品内容

书籍
为好奇心强的人、逍遥物外者、家庭主夫（Ｈｏｕｓｅ Ｈｕｓｂａｎｄ）、知识分子、发明家、浪漫主

义者分别准备的书籍

海报 展出海报、复古地图、复古海报、复古建筑草图

文具
澳大利亚旅行笔记、爱书人笔记本、太空旅行笔记本、“我们的家庭传统”笔记本、爱书

人铅笔套装、土著艺术系列笔记本

日历
“书的世界”（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Ｂｏｏｋｓ）日历、贝克特日历、文学女性日历、达斯·维德家庭

日历、澳大利亚印象派日历、日本版画日历、日本园林日历

首饰 粉色水母耳环

圣诞精选 各类圣诞主题产品

土著文化礼品
珊瑚斜纹围巾、卡伦·泰勒画作帆布包、阿尔玛花岗岩杯子、泰迪·吉布森杯子、露丝

·斯图尔特茶托、奥托·西姆斯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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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创产品类型 文创产品内容

文学主题礼品

爱丽丝梦游仙境陶瓷杯、“流动书车” （Ｂｏｏｋｍｏｂｉｌｅ）图钉、“霍尔登·考尔菲尔德的帽

子”图钉、“书是魔法”图钉、“小王子和玫瑰”图钉、“打字机和咖啡”图钉、红宝石鞋式

样的伦敦茶具套装、福尔摩斯杯子、福尔摩斯袜

特
定
人
群
礼
品

给孩子的礼物 玩偶、童书、茶具套装、蜡笔、迷宫益智玩具

给创意者的礼物 铅笔色素包、昆士兰复古海报、１９ 世纪布里斯班地图、幻想类图书

给他的礼物
钢笔、墨水、门萨谜语牌、昆士兰建筑模型、殖民地时期建筑风格模型、昆士兰航海复古

海报、昆士兰“烟草女孩”旧海报、投资和冒险类图书、父子共读类图书

给她的礼物 考拉茶杯、金合欢树茶杯、笑翠鸟茶杯、仙人掌纸景、昆士兰女性类旧海报

给历史爱好者的礼物
布里斯班历史类图书、殖民地时期建筑风格模型、昆士兰历史人文类旧海报、澳大利亚

的第一张地图

给语言爱好者的礼物 语言类图书，包括词典、乔叟诗歌导读

昆士兰礼物 布里斯班和昆士兰全系列，包括丝巾、旧海报、书、茶杯、磁铁、帆布包

其他 给爱好不明者的礼物

　 　 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文创产品种类丰富，其

网上商店将商品分为书籍、海报、文具、日历、首

饰、圣诞精选、土著文化礼品、文学主题礼品以及

特定人群礼品等九大类，下文着重对书籍与海

报、文具与首饰及特色礼品展开介绍。

２ １ １　 书籍与海报

书籍、海报类文创产品的开发基于昆士兰州

立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凸显不同主题特点、不同

时代特征或面向特定人群。

文创商店将书籍按照建筑设计、烹饪、儿童、

历史、土著文化等类别排列。 与一般书店不同的

是，文创商店的每一类图书中都有昆士兰州的地

方印记。 烹饪书籍中，《昆士兰的味道》 （Ｆｌａｖｏｕｒｓ

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介绍昆士兰当地美食；建筑设计图

书中，《１８８０—１９２０ 年的昆士兰房屋》（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 １８８０－１９２０）以文字与图片的

形式描绘了当时的木工技术；土著文化图书的地

方特征尤为明显，迈克尔·艾尔德的《布里斯班

黑人》（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Ｂｌａｃｋｓ）一书，收录了 ５０ 多篇第一

手的采访资料和故事，使人们对布里斯班原住民

的生活有更为清晰的了解［１８］ 。

基于网站调研内容，笔者将昆士兰州立图书

馆的海报产品分为四类，第一是展出海报，指图书

馆举办过的各类活动的海报图片；第二是复古地

图，涵盖以布里斯班为代表的昆士兰州各地区，时

间以 １９ 世纪为主；第三是复古海报，包括 １９ 世纪

昆士兰州各种旧海报的复制品，主题各异，有描绘

节日、事件的，也有刻画动物、人物的；第四则是

２０ 世纪初昆士兰州部分建筑草图的复制品，包括

昆士兰国家银行、布里斯班联邦保险公司等的草

图。 这些产品依托书籍、海报等传统纸质载体，基

于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实现图书馆文化与地方人

文历史的结合。

２ １ ２　 文具与首饰

文具类产品融入了图书馆元素、地方元素或

文学作品元素，为读者提供生活、阅读、写作的工

具。 澳大利亚印象派日历基于本地印象派画家的

作品而设计，深受读者喜爱。 弗雷德里克·麦卡

宾（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ＭｃＣｕｂｂｉｎ）、阿瑟·斯特里顿（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ｒｅｅｔｏｎ）等艺术家的印象派作品曾经给澳大利亚

人民以强烈的国家归属感，且在当地文化中至今

仍然最具代表性和最受欢迎［１８］ 。 文具类文创产

品以此为基点，将艺术家的印象派画作设计为日

历、笔记本，既迎合了广大民众的需求，又较好地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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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了地方艺术。 昆士兰州立图书馆官网上仅

展示了一种首饰类文创产品，是以澳大利亚箱型

水母为原型设计的耳环，充满着奇异瑰丽的地方

特色。
２ １ ３　 特色礼品

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特色礼品，大致可分为

土著文化主题、文学主题和特定人群主题三大

类。 土著文化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视觉艺术是

昆士兰的一大特色，于是昆士兰州立图书馆融入

相关元素设计了围巾、帆布包和茶具；文学主题

产品则立足于读者喜爱的作者和作品，从中挖掘

出经典元素以开发茶杯、袜子等实用性产品；另
外，昆士兰州立图书馆还将读者按性别和爱好等

划分为不同群体，根据他们的需求提供各具特色

的文化创意产品。

２ ２　 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文创产品

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新南威尔士州

立图书馆官网［１９］ 查询到该馆文创产品的类型与

内容，详见表 ２。

表 ２　 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类型 文创产品内容

书籍 小说、历史探索、休闲旅游、摄影、传记、自然、军事、土著文化等主题图书

档案照片
殖民地时期的艺术（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ｒｔ）、历史地图、悉尼海港大桥、悉尼旧地图、
郊区地图、展览图片、威廉逊剧院海报

礼

品

Ｔｒｉｍ Ｃａｔ 主题 玩偶、明信片、铜制雕塑、书籍、钥匙扣

首饰 澳洲鸵鸟耳环系列；与本土品牌 Ｐｏｌｋａ Ｌｕｋａ 及 Ｐｏｌｌｉ 的合作系列

围巾 袋鼠故事围巾、土著艺术围巾、花卉植物围巾

领带 水波纹领带

陶瓷制品 本土艺术家作品陶瓷杯

明信片 书巢、天堂图书馆、口袋花园等主题的明信片，图书封面或书脊式样明信片

其他日用品
悉尼海港大桥系列和馆藏艺术作品系列的抱枕、帆布包、眼镜布、装饰画、
隔热垫、平板电脑保护套、冰箱磁贴、练习本（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ｏｏｋ）

　 　 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文创产品数量不

及昆士兰州立图书馆，但同样具有特色，而且载

体种类更丰富。 例如，印有馆藏艺术品或悉尼风

景的抱枕、眼镜布、平板电脑保护套等，十分契合

公众的日常生活需求。
此外，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十分注重动物

形象的运用，如“Ｔｒｉｍ Ｃａｔ”主题的玩偶、雕塑、书
籍等一系列产品。 Ｔｒｉｍ Ｃａｔ 作为航海家马修·
弗林德斯的宠物［１９］ ，伴随着他围绕澳大利亚进

行多次探险航行，澳洲的第一张地图也由此诞

生。 因此，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将它作为澳洲

的象征，开发出极具创意和历史内涵的系列

产品。

３　 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

创意思路

３ １　 载体选择原则

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的载体可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茶具、钥匙扣、抱枕等生活日用

品；第二类是日历、书籍、文具、海报等文化产品；
第三类则是穿戴型产品。 三类载体分别体现了实

用性、知识性和传播性的选择原则。
３ １ １　 实用性原则

两所地方图书馆的文创产品载体选择均较

注重实用性。 茶具、钥匙扣、抱枕、图钉等在读者

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能够激发读

者的购买欲。 与时俱进、满足生活新需求的实用

载体也予以重点开发，如平板电脑保护套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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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配套用品，为图书馆吸引着年轻的顾客。
３ １ ２　 知识性原则

图书馆设计文创产品不能脱离其知识传递

机构的属性，要抓住其馆藏资源与博物馆和美术

馆藏品的不同之处，凸显与图书馆息息相关的载

体形态。 因此，除日用品、穿戴品或娱乐产品以

外，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仍然保留了具有知识载

体特性，且易与馆藏资源相结合的物品，如书籍、
档案地图与海报，确保文创产品具有浓厚的图书

馆气息。
３ １ ３　 传播性原则

调查的两所图书馆所选择的载体都具有易

于承载文化特质并进行传播的特点。 澳洲鸵鸟

耳环、袋鼠故事围巾、印有馆藏艺术作品的帆布

包都能够在公开场合使用，本身即具有极强的信

息交流功能。 融合地方元素、彰显个性的穿戴型

文创产品不仅是读者自身文化和地方归属感的

体现，也是人际活动中人文信息传递的形式，能
够较好地实现文创产品传播文化的初衷。

３ ２　 内容设计思路

３ ２ １　 地方特色

与其他类型图书馆相比，地方图书馆开发文

创产品的特殊立足点是地方文化。 澳大利亚地

方特色鲜明，两个图书馆基于各自情况，分别从

地方历史、地方建筑、地方动植物和土著文明方

面凸显地方特色。
第一，地方历史。 图书馆自身保存着大量本

州历史地图、档案图片和海报，可以作为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的基点，由此开发的文创产品既能反

映地方历史，又能与馆藏资源直接融合，在推广

地方历史和宣传图书馆自身文化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昆士兰州立图书馆制作了

１９ 世纪布里斯班地图、澳大利亚第一张地图的复

制艺术品。 两馆还对反映当地人民生活状态的

２０ 世纪的宣传海报进行重设计，如给男性读者的

“烟草女孩”旧海报、给女性读者的昆士兰女性类

旧海报，实现了读者爱好、怀旧情感与地方历史

的结合。

第二，地方建筑。 建筑是地方人文的一部分，
也是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意

来源。 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以地标性建筑海港

大桥作为设计元素，开发了抱枕、帆布包、眼镜布、
装饰画、平板电脑保护套、冰箱磁贴等产品；昆士

兰州立图书馆则着眼于历史建筑，设计了昆士兰

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建筑拼接模型，兼娱乐性与人

文性于一体。
第三，当地动植物。 动植物是地方自然景观

的表现，将当地动植物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
一方面增强了地方形象的辨识度，吸引顾客的喜

爱，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填补人文特

色空缺，从自然环境角度挖掘创意内容来源。 澳

大利亚的特色动物种类极多，其国徽的左侧是一

只袋鼠，右边是一只鸸鹋。 两种动物都出现在了

州立图书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元素之中：新南威尔

士州立图书馆制作了展示袋鼠成长故事的围巾，
昆士兰州立图书馆则设计了鸸鹋陶瓷杯。 植物也

是地方特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植物资源丰富，约
有 １５００ 个属、１２，０４９ 个种［２０］ 。 昆士兰州立图书

馆以生长在当地的金合欢花为原形设计了茶杯。
第四，土著文明。 地方特色还可以历史上某

一突出的文明为代表。 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长

期以来专注于土著文化资源的保存和记录，该馆

不仅与土著社区合作，记录土著文化资深经历者

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还注重对雕刻、绘
画等土著人各个时段的非文字资料的收集［１４］ 。
这些优质的馆藏资源成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

基础，土著艺术围巾、土著文化书籍都为文化遗产

的传承提供了契机，也为读者了解地方特色文明

提供了窗口。
３ ２ ２　 与图书或图书馆有关

图书馆的文创产品设计必然不能脱离图书

或图书馆，因此，澳大利亚两个州立图书馆的另一

个文创开发思路便与书籍和图书馆有关。
“Ｗｈｅｎ ｉｎ ｄｏｕｂｔ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疑惑时就

去图书馆吧）被印制在帆布包上。 图书馆传统的

借阅卡片也被作为设计元素，分别制成围巾、茶
杯、拉链包和袜子，成为爱书人的自我宣言。 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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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立图书馆还开发了一套铅笔，每一支上写有

与书相关的不同短语，例如“Ｉ Ｌｉｋｅ Ｂｉｇ Ｂｏｏｋｓ”（我
喜欢大部头书）、“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ｕｌｅ ｏｆ Ｂｏｏｋ Ｃｌｕｂ”（读
书俱乐部的第一条规则）。 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

馆则设计了异形明信片，以图书封面或并排的书

脊作为描绘对象，具有新意。
３ ２ ３　 与著名作家或作品有关

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也是地方图书馆设计文

创产品的创意来源之一，其特点包括：
第一，注重细节。 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并不

将著作名称、作者等信息印制于产品上，而是采

取再创作的方法，通过挖掘英语文学作品中的细

节，设计一系列产品（见表 ３）。 （１）关注书籍人

物，如福尔摩斯元素的茶杯、袜子；（２）关注书中

的道具物品，昆士兰州立图书馆就以《麦田里的

守望者》主人公的帽子作为图钉图案，以《绿野仙

踪》主人公的红宝石鞋作为茶具灵感来源；（３）着
眼于书中的著名片段，例如《小王子》中小王子与

玫瑰对话的片段成为图钉图案的设计原型；（４）
利用著名的意象概念，“ Ｂｏｏｋｓ ｔｕｒｎ ｍｕｇｇｌｅｓ ｉｎｔｏ
ｗｉｚａｒｄｓ”（书籍让不会魔法的人也拥有魔法）图钉

就是利用《哈利波特》中的短语表达对书籍魅力

的赞叹［１８－１９］ 。 无论是着眼于人物、道具、片段还

是意象，这种设计思路都使文创产品成为激发读

者阅读兴趣、进行阅读推广的一种途径。

表 ３　 文学类文创产品及创意来源

文创产品名称 涉及作家或作品

贝克特日历 塞缪尔·贝克特

文学女性日历 从简·奥斯汀到毕翠克丝·波特的 １２ 位女性作家

“爱丽丝梦游仙境”陶瓷杯 《爱丽丝梦游仙境》

“霍尔登·考尔菲尔德的帽子”图钉 《麦田里的守望者》

“小王子和玫瑰”图钉 《小王子》

“书是魔法”图钉 《哈利波特》

红宝石鞋式样的伦敦茶具套装 《绿野仙踪》

福尔摩斯杯子、福尔摩斯袜子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第二，注重名著作品的民众普及度。 图书馆

产品设计所取材的作品都在英语国家有较高的

普及度，且以儿童和青少年文学为主。 这样的方

式易于普通大众理解文创产品的设计内涵，发挥

书籍作为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之间文化纽带的

作用。

３ ２ ４　 利用特殊节日

特殊节日是生活仪式感的凝结，集中反映各

地迥异的民风民俗。 昆士兰州立图书馆会在圣

诞节推出节日文创产品，融入圣诞元素，为当地

读者在特殊节日的人文往来和交流提供契机，增

强地方图书馆的影响力。

３ ２ ５　 与本土艺术家和本土优秀品牌合作

与当地艺术家加强合作，选择反映当地民

俗、历史的画作为文创元素，提高公众对本土艺术

的认知度。 如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卡伦·泰勒画

作帆布包、泰迪·吉布森杯子，融入了当地艺术家

的设计，拓宽了图书馆的文创开发视野。

与本土优秀品牌进行合作，利用品牌的战略

优势、技术优势助力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的开发。

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就与品牌 Ｐｏｌｋａ Ｌｕｋａ 及

Ｐｏｌｌｉ 合作，推出系列首饰产品，既助推了当地文

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又确保产品具有较高的质量

和民众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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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文创产品营销思路

３ ３ １　 明确目标对象

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对读者、消费者对象做

了详细的划分。 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网上商店

中，有专为孩子、男性、女性、语言爱好者、历史爱

好者等不同特征读者群体设计的专栏，为各类人

群推荐不同的文创产品。 如针对历史爱好者提

供澳大利亚的第一张地图、布里斯班历史类图书

等，向男性读者推荐建筑模型、航海海报等，向女

性读者推荐纸景、茶具等。 基于细分目标群体确

定的产品设计定位和产品推广策略，不但是文创

开发者从事设计活动的出发点和总纲，避免创作

的盲目性，而且是用户消费的指引，使得顾客能

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获得贴合自身需求的

产品信息。
３ ３ ２　 注重儿童及家庭需求

地方图书馆在当地社群中具有纽带联结作

用，而儿童及家庭作为当地的重要读者和社群，成
为地方图书馆开发文创产品面向的重点对象。 在

所调查的两所图书馆的多个产品类型中，都有专

为孩子设计的文创产品，如昆士兰州立图书馆设

计的玩偶、蜡笔、“达斯·维德家庭”日历；在亲子

产品方面，“我们的家庭传统” （Ｏｕ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ｓ）笔记本提供了充足的记录空间，可以记录家

庭 的 第 一 个 电 话 号 码 （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ｍｅ 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家谱图、生活故事，保存当地家庭的独

特记忆。
３ ３ ３　 语言幽默风趣

结合读者选购礼物的心情，澳大利亚地方图

书馆推出极具幽默、调侃意味的导购标语。 在所

调查的两所图书馆网上商店的 “ Ｇｉｆｔｓ ｆｏｒ ｗｏｒｄ⁃
ｓｍｉｔｈｓ”（给语言爱好者的礼物）菜单下面，提供词

典等严谨的英语语言类书籍礼品，宣传语“每个

家庭都有一个喜欢咬文嚼字的挑刺家伙”让读者

感受到图书馆的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拉近了地

方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同时对图书馆自身

品牌的塑造也具有积极意义。

４　 对我国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

启示

４ １　 化泛在文化为地方特色

当前我国地方图书馆的部分文创作品，往往

立足于泛在文化的宣扬，寻求单纯的书卷元素和

复古气息，而缺少地方特质的呈现。 这导致我国

图书馆文创产品的相似度高、创新性不足，各地区

之间、各馆之间的文创产品难以区分。 我国地域

辽阔，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风俗习惯

具有较大差异，这正是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

工作焕发活力的关键所在。
４ １ １　 立足馆藏资源

以馆藏为突破点，挖掘地方图书馆的特色文

创元素，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地方图书馆往

往收藏有大量地方文献、名人著作，依托此类馆藏

进行文创设计，一方面反映当地著名人物、历史进

程、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体现图书馆与其他社会文

化机构的不同之处。 如我国台湾地区图书馆的

“采风”系列书签，其图案均出自馆藏《采风图合

卷》，既有针对台湾物产的描述记录，也有民俗风

情图案［２１］ ；四川省图书馆的“杜甫与熊猫” ［２２］ ，同
样是馆藏特点与地域特色相结合的良好典范。 在

地方历史方面，湖北省图书馆可以使用荆楚作品

元素，南京图书馆可以结合六朝著作、《红楼梦》
相关元素。 各地图书馆可继续拓宽思路，形成历

史的纵向角度和自然、地理、建筑、人文等横向角

度相结合的文创产品设计思维。
４ １ ２　 融入非遗、民俗色彩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群体认同感的文化

载体，是地方文明的宝藏。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应

符合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概念，实现非遗保护与

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 因此，图书馆可以与

本地非遗传承人资源以及本地艺术家联合进行

文创产品设计。 如郑州图书馆就曾经邀请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开封朱仙镇年画）的

传承人任鹤林先生做讲座，并基于木版年画开发

了挂饰类文创产品［２３］ 。
各地方言、民歌、曲艺作为传统民俗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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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依

托，如郑州图书馆的河南方言明信片、老家歌谣

系列手抄本［２３］ 。 同时，地方图书馆可以着眼于

传统节日，在春节、端午节或当地民族节日推出

融入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增强产品的时效性。

４ ２　 地方文化元素再消化

任继愈先生提到：“古籍图书兼具文物与文

献两种价值，文献价值体现在让读者读、看、用，如
果只有文物价值，没有文献价值，其总体价值就

减少了一半以上。” ［２４］ 作为图书收藏和利用机构

的图书馆，同样应注意开发文创产品的“文献价

值”，也即被阅读、被思索的价值。 这就要求文创

设计者在发掘、吸收地方元素后，对其进行再消

化、再产出，避免单一、重复的简单印刷。 澳大利

亚两所图书馆在处理英语文学作品时即采取了

这一手法，通过对文学作品细节的再产出，赢得

读者欢迎。 我国绍兴地区的文创产品与之相似，
并不将著作名称、作者等直观的信息印制于产品

上，而是采取再创作的方法，以文献中独特的意

象和广为人知的标语为最终元素。 用《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手稿的图案作为笔记本封面［２２］ 、将
鲁迅作品中的著名短语设计为钥匙扣，促使顾客

在购买文创产品的同时有兴趣探索其背后的文

化渊源。
相对于作为物品的价值，地方图书馆文创产

品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文化信息的传播。 只有真

正把握地方文化元素所包含的信息，避免未经消

化吸收的字面重复，才能为读者打开了解地方文

化、探寻符号背后意义的窗口，真正实现文创产

品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价值。

４ ３　 拓宽设计空间，丰富产品种类

载体选择的一种思路是着眼日常生活，重视

产品的实用价值，另一种思路则是彰显图书馆文

化传播的功能，选择最易于传播大量信息或与读

写有关的载体。 我国地方图书馆的文创产品开

发思路往往倾向于后者，许多图书馆设计了笔记

本、书签等知识性形态的产品，较好地体现了图

书馆作为文化机构的特点，但在穿戴型、实用型

产品设计方面，我国地方图书馆显得“文气有余，
活泼不足”，思路仍有拓宽的空间。 衣帽、配饰及

生活日用品应更多地被纳入设计范畴，真正让文

化浸入百姓生活。 例如，国家图书馆以甲骨文形

态设计的肥皂，南京图书馆的《十竹斋画谱》雨

伞，都是让文化通过文创产品“活”起来的良好

典范。

４ ４　 建立地方图书馆文创开发多层次体系

文化区域并不等同于行政区划，许多省市由

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而具有相似的

文化特征。 因此，各地图书馆的文创元素既相互

重合，又有独特之处。 如何协调各个地方图书馆

之间的关系，减少重叠、凸显特色，是亟待地方图书

馆体系解决的问题。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联盟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成立［２５］，省级、副省级图书

馆可以借此进一步发挥优势作用，协同本地区市、
县、社区图书馆，逐层、深入地挖掘隐藏在基层地

区的历史文化、地方特色，从中找到有关文创产品

的创意来源；同时建立与其他同级地方图书馆的

交流机制，在参考借鉴中吸收经验并挖掘自身的

特色及优势。

４ ５　 贴合民众生活，增进社区关系

相较于国家馆、高校馆、专业馆，地方图书馆

的最大特征就是与当地民众生活结合紧密。 因

此，地方图书馆应当发挥基层社区分（支）馆的

优势，深入当地民众生活，重视生活实用类产品

的开发，增进居民日常生活与图书馆的有机联

系，培育图书馆的本地影响力；注意亲子类以及

尊老爱幼、邻里互助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以文

创产品作为增进家庭与社区和谐发展的纽带；结
合具体实践，提升产品的娱乐休闲性，使创意内

涵通俗易懂，赋予文化以乐趣。

本文通过调研分析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图

书馆和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文创产品，梳理

了澳大利亚地方图书馆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和

思路，并归纳出我国地方图书馆可参考借鉴的地

方。 地方图书馆在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方面要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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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从载体、内容、营销等多角度体现人文情怀，
凸显地方特色。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国家政

策的持续扶持，我国地方图书馆的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定会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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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数字图书馆 ２０１８ 年度报告发布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欧洲数字图书馆发布 ２０１８ 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在 ２０１８ 年：
•成员馆达到 ２２３５ 家；
•网站访问量 ４５０ 万次，数字资源总量超过 ５７５０ 万件，文献下载量 ２８５ ３５７ 件；
•全年共获得投资 ５９９ ６１ 万欧元，全年运营支出 ５６８ ８５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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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庄建．甘为学术研究“做嫁衣”———记国家图

书馆 出 版 社 ［ Ｄ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ｆｏ．ａｓｐｘ？ ｉｄ
＝ １４７８６４．

２５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

大会在国图举办［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１－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ｗｈ ／ ｗｈ ＿ ｈｄｚｌ ／ ２０１７０９ ／

ｔ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３６３７８８３．ｓｈｔｍｌ．

（唐　 义 　 讲师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

后， 王君洁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

专业 ２０１６ 级本科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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