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兰姑娘的重生

——非遗＋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项目策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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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一、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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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6〕36 号）等文件层出不穷，

为深入挖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文化

创意产品提供了指导方向。

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政府提出以全市各级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图

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其他

掌握各种形式文化资源的文化文物单位为实施对象和范围。以文化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文化强市建设为引领，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文

化文物单位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加大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力度，推动全

市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创造性转化和可持续发展。

二、文旅融合

2018 年，是文旅融合的元年，这是一

个新方向、新思路、新契机，“文化+旅

游”的到来不仅有利于解决文化产业内生

动力不足的问题，增加文化传播与文化活

动的创造性和趣味性，塑造区域文化认同，

激励群体文化自信，也有利于深化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的内涵发展和创新探索，通

过业态创新和功能探索，引领地区发展新

模式。



项目背景

一、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作为目标对象的原因

随着《国家宝藏》《国宝档案》《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一系列博物馆综艺节目的热播，兴起了博物馆热潮。博物馆成为城

市文化地标，也是主要旅游目的地，随之而来的文化消费需求也与日俱增。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是一座集“巴渝文化、三峡文化、大后方抗战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于一身，

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省级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 11.35 万余件套，涵盖 35 个文物门类，形成了以

“古人类标本、三峡文物、巴渝青铜器、汉代文物、西南民族文物、大后方抗战文物”等为特色的藏品系列，文物数量与质量

可观且有特色，可开发素材很多。



在全国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政策和试点工作支持的推动下，重庆地区的博物馆在文创实践中积极摸索前进。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作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之一，逐渐形成了巴渝文化、红岩文化、自然创意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系列产

品。现有文创产品涵盖图书、邮品、纪念品、文具、餐具、艺术品、服饰、办公用品等 8 个大类，共计 400 余种。其展示

销售平台除馆舍实物展示销售外，还与重庆相关博物馆共同发起成立“重庆市文博创意产业联盟”，有较好的文创开发基

础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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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西兰卡普作为目标对象的原因

非遗项目历来是创新依托的要点，也是创新

的难点。非遗既要传承也要创新，不能只靠政府

扶持，寻找自身价值和传承命脉，让非遗自己“活

下去”才是重中之重。

西兰卡普作为土家族保留最为完整的原始

工艺纺织品，是民间名锦之一。以“西兰卡普”

为核心申报的“土家织锦技艺”于 2006 年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传统

手工艺制作费时多、成本高，传统织锦在群众中

的地位迅速下降，“西兰卡普”市场空间也在逐

渐萎缩。



湖北民院向国家科技部申请的土家织锦

数字化保护项目已经落地，数字化智能织锦

实现，成本可控，这也是选择西兰卡普作为

目标对象的主要原因。该非遗项目已经拥有

市场化、商品化的基础。

2017 年，邓超予现身戛纳，以土家族的

西兰卡普裙亮相，吸引了每一位媒体摄影记

者，他们用镜头记录下每一个细节，短短的

三分钟，官方却足足放出八个镜头。邓超予

还将一条西兰卡普的织锦赠予法国影星朱丽

叶·比诺。可见，西兰卡普这一元素在国外也

有一定的被认知基础。

西兰卡普的传统手工艺在湘、鄂、渝、黔

地区均有传承，重庆地区不具有唯一性，

但也正因如此，西兰卡普拥有较好的被认

知基础，且多地区的研究可互相借鉴，以

力助力。认识到非遗＋博物馆文创的无限

可能性，抢先注册商标是重中之重。



策划方案

一、品牌建设

建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文创系列品牌，

该意义下的品牌不是指将中国三峡博物馆作为品牌标识，去囊括所

有文创产品。而是以系列产品的形式，将文创产品做产品分类，细

化产品类型，以便于在对标产品中发现、提炼、总结优点、亮点，

形成优势产品。

在此基础上，本策划案以博物馆文物元素为基础依托，西兰

卡普工艺为载体，巴文化背景为文化消费场景，策划将所有以西兰

卡普工艺（通经断纬、反面挑花）织造布料进行二次创造的作品统

一归为一类，建立品牌，整合文化资源，形成鲜明的产品特色。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创品牌

以西兰卡普工艺为主题的产品

品牌



1.品牌名称

拟定该品牌名称为“西兰姑娘”

关于西兰卡普，民间盛传有这样的故事：西兰是土家山寨最漂亮最聪明

的姑娘，她把山里的百花都织完了，就没见着半夜开花半夜谢的白果花。为

了绣出白果花，她独自半夜爬上高高的白果树与白果花对话，不料被又丑又

坏的嫂嫂发现了，哥哥听信嫂嫂谗言，以为西兰在夜会情人，便用板斧砍断

了白果树，西兰摔死了。她织造花布的技术却被土家人传了下来，这种花布

便称为“西兰卡普”。

此类传说都是以西兰姑娘的死亡结束的。中华民族的

审美心理是求圆满的，在艺术的表达上更是求真求善求

美，这种结局也并不符合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民间传说

但在这个故事中，西兰姑娘

聪明漂亮、心灵手巧的女性

意象却已经形成。



·

·

在现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中，以歌曲、影视形式去歌颂西兰姑娘的

作品已逐渐增多。这个名称本就有较好的认知基础，对于打造品

牌来讲，是很好的切入点。

“西兰姑娘”品牌旨在打造全“西兰卡普工艺”的文创产品。现下，

应抢占注册该名称为博物馆文创系列商标，并设计 logo，明确经营

范围，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坚持版权专利维护。



“西兰姑娘”商标注册现状

“西兰姑娘”商标现有一项注册分类为第 35 类，第 35 类为广告；商业经营；商业管理；办公事务类，就

最新了解，该商标于今年二月注册成功，注册地点为湖北，注册为个人商铺名称。西兰姑娘作为一个有影响力

有塑造性的品牌名称不可失。博物馆应立即注册该商标其余类别，如果能保护性注册全 45 类会对后期推广、

授权有相当大的益处。博物馆文创除了实物产品销售，无形资产的授权将成为较轻松的盈利方式。



2. 品牌故事

品牌故事核心：爱与勇气，你总会遇见你想遇见的

主人公：

西兰姑娘、白色小老虎

人物性格设定：

西兰姑娘——勇敢、聪慧、勤劳

白色小老虎——贪玩、勇敢、好学

人物代表意象衍生和针对性：

小老虎元素，能代表自然，和谐，友爱，

可以帮助博物馆宣传标本类文物，另外白

虎形象与土家族与巴文化有深刻渊源，同

时可以代入巴文化的宣传讲解。

西兰姑娘的元素，代表着民族风情，对西

南民族文物的宣传来说是很好的切入点。



清代，生活在土家寨子里的西兰姑娘，有一个特别的伙伴，它是一只白色小老虎，能言人语。西兰从小跟着

母亲学习织锦，她手巧心细，织的又快又好，常常和小老虎一起去林间玩耍，把看到的花织进锦布中，哄得母亲

十分开心。

这一年，西兰十三岁，兵戈四起，寨子里年长于她的哥哥都去参军了。寨子东头的纳查姐姐正在送别心上人，

本有婚约的他们只好暂时搁置婚期，只是这一别不知生死，免不了心伤感叹。不久纳查姐姐就病倒在塌，西兰和

小老虎常常跑去看她，她总是病恹恹的，村里的大夫说这是相思病，治不好的。西兰想起自己织的花布能哄母亲

开心，便也把花布拿给纳查姐姐看，西兰会讲起每一块布上的每一朵花，讲花生长的环境，讲小老虎去摘花摔了

个跟头，每到这时小老虎也会反驳几句，他们吵吵闹闹，纳查姐姐的也慢慢有了精神。

故事内容



故事内容

这以后，西兰更加勤奋织布，小老虎会跑去山间叼着不同的花回来，小老虎回来时，

都能看见西兰在认认真真织布。寨子里的老奶奶看见西兰，知道她为纳查姐姐辛苦忙碌，

突然想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山那边的悬崖上有一株爱之花，传说看见这花的人，一定

会拥有美好的爱情。西兰听完后，决定和小老虎一起去寻找它。路上，风很急、雨很大，

小老虎和她时而在巨石下避雨、时而用镰刀劈开前面的荆棘，终于到达了山崖，崖边一株

火红的花在盛开，西兰想把这朵花摘下来送给纳查姐姐，往前走了几步，不料石块松动，

西兰俯身跌往崖边，千钧一发之际，小老虎叼住西兰衣摆，红花却飘下崖边。西兰很失落，

小老虎说，你已经看到这花了，你可以将它织给纳查姐姐看。

不久后，西兰将织有这朵花的锦布拿给纳查姐姐看，她很喜欢，伸手去抚摸花布，这

时，她的心上人正站在门口，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终于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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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P 衍生

从品牌故事中可以提取出很多元素，例如：西兰姑娘、代表巴文化

的小老虎等，为他们设计卡通形象，让它们担负起讲故事的责任，去传播

西兰卡普的文化内涵、博物馆文物的文化内涵、巴文化的内涵。

最优秀的销售模式不是去卖产品，而是动之以情，给产品穿上故事的

外衣，而博物馆正是故事集合中心。例如，西兰姑娘可以讲述西兰卡普的

织造工艺，以西兰姑娘和白虎的对话形式去讲述巴文化的起源，还可以让

他们一起跳摆手舞（土家族古老的传统舞蹈）……由一个意象产生联想关

联点，进一步扩大可宣传内容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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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姑娘”品牌引出的卡通形象可以传播的内容广

之又广，形成以点带面的形式，看似仅仅激活了非遗西兰

卡普，实际上可以激活重庆地区民间舞蹈、音乐、甚至是

民间文学的演绎。图书、视频、两微一网等都是传播的途

径，图书与视频还可以作为盈利点。

重要的是注意将该形象也进行注册，后期可以以形象

授权使用的方式盈利。



4.产品开发思维与类型

P.S. 本页请用 A3 纸打印。



分析西兰卡普和“西兰姑娘”品牌要素，将要素分解后，再有机组合，形成文创产品开发思维。我们能够将产品做

如下分类：

（1）以传统纹饰、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重庆市市礼

（2）以博物馆纹饰、巴文化元素和机织工艺为代表的日常产品

（3）以临时展览元素和机织工艺为主的临展产品

（4）以艺术家设计为主的限量款

一般来讲，产品构成在高中低档的占

比为高端消费品占 10%，中端消费品

占 20%，低端消费品占 70%。

（1）（4）类主要定位为高端消费品，

（2）（3）类定位为中、低端消费品。

在拥有一定产品数量和影响力后可考虑与品牌合作，推出联名款，比如文具类可与晨光品牌合作，强强联手的形

式越来越多被运用在文创开放上。



二、营销管理

简单来讲，文创从开发至销售牵扯到上游设计，中游打样、生产线生产，下游销售。博物馆是事业单位，

财政资金不能用于经营，也不具备相应企业和工商执照等市场经营资质，不能从事实际经营。博物馆在文创开

发中主要负责对设计元素的提取、故事提炼并肩负文创设计、生产的监管职责，最后为文创产品提供第一销售

平台和优质宣传平台。

文创产品的产品溢价就来自于赋予它的文化、设计上，所以赋予文创价值的博物馆要做好基础研究，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正能量。

西兰姑娘的文创产品销售可以采取定点式销售、代理销售、网络销售及展会销售四种模式。少数临时性展

览的文创产品，可采用饥饿营销模式，以限量版形式发售，最大程度避免压仓压货。



结语

博物馆＋非遗开发文创产品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本策划案立足于非遗西兰卡普的二次创

造，结合博物馆文创的实际要求，推出适合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创产品。

对于文创产品的开发，除了注重在实物上开发出适合各类对象，配合各种博物馆展览、社教活动的产

品，更加注重在无形资产上的建设，尤其对于博物馆这种非营利机构而言，品牌建设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巨

大的，不但能提升博物馆形象，传播文化内涵，无形资产授权所带来的效益也是极大的。

策划人：佛音 胡学捷

电话：139 9726 6295（佛音）、

139 9721 3506（胡学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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