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寸间浓缩华夏历史
把“博物馆”贴到冰箱上

【文/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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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白陶鬶，元代的影青釉里红高足瓷杯，清代的金瓯永固杯……当

这些重量级文物以精巧冰箱贴的形式占据了家里一整面墙时，谁能不被华夏宝藏

“硬控”？

最近，博物馆文物冰箱贴轻松“拿捏”了很多年轻人，不仅收集，还会按朝代排

列在冰箱贴展示板上，并用液体粉笔标注出文物名字和朝代，仿佛将“微缩博物馆”

搬进了家门。

这里浓缩了华夏一万年的历史

“只要一块板子，就能让我爱上博物馆！”“这简直

是冰箱贴文创封神榜！”让众人如此赞叹的是网友

Konoe发在社交平台上的冰箱贴展示板。她按照新

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等29个古代中国较为有名的

朝代，将博物馆文物冰箱贴分门别类，加上展示板上

的太阳人石刻冰箱贴来自公元前6500年的城背溪文

化，她算了算，这块展示板展示了华夏一万年的文明。

整块展示板是磁吸黑板，每个冰箱贴旁，Konoe

都用液体粉笔标注了文物名称和具体朝代。有红山

文化的玉龙，有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剑，有西汉的马

王堆偶人，也有北宋的瑞鹤图……这些冰箱贴来自

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省博、云南省博等全国各大博

物馆，也有来自闵行区博物馆海昏侯特展等，更有一

些手作达人定制款。很多网友不仅想复刻收集这些

冰箱贴，还想带着冰箱贴去相应博物馆，一睹文物的

真容。

这条“终于集齐了所有朝代的华夏一万年”帖子

在社交平台上点赞量达到了9.6万，博物馆冰箱贴等

相关话题的阅读量也有近1500万，大家都努力把“博

物馆”搬回家。

徐女士在家里的玄关处，用四块磁吸黑板拼成了

一整面墙的文物冰箱贴展示区。她整理这面墙花了

三四天时间，整理归类出400多个冰箱贴。

徐女士介绍，基本一半以上都是自己带着孩子出

游时，参观博物馆时就顺手买了，官方博物馆出的冰

箱贴中，有些比较难买。她的展板上有精巧的影青釉

里红高足瓷杯冰箱贴，它是今年夏天杭州博物馆的顶

流。作为杭州博物馆镇馆之宝，元代影青釉里红高足

杯拥有粉色的杯身，青色的杯足，还有几抹裂纹，体现

了元代的瓷器烧造技艺。而冰箱贴还原了文物裂纹

和“粉面腮红”的晕染效果，精美且“出圈”。“还有些不

在常规旅行规划内，比如西夏的《金银经扉画集》冰箱

贴出自张掖大佛寺，如果不去的话连代购都很难买

到。”实在买不到的，徐女士还自己动手制作。展示板

上的隋朝萧后的钿钗礼冠冰箱贴就是她第一次手工

作品，第一次做金属手工有点难度，一颗颗黏小珍珠

比较费劲，“制作完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好几年的积累，徐女士家里的博物馆冰箱贴

库存相当多，以前买回家就随手贴在冰箱门上，但随着

数量越来越多，不仅很难全部展示，而且开关冰箱门

时，冰箱贴很容易掉落，“现在冰箱贴都移到了磁吸展

看!

杭博的釉里红冰箱贴。

国博的凤冠冰箱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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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加上详细的标注，让冰箱贴更有意义。”她还想，将

来像博物馆一样，定期在家换展，“如今按朝代分的冰箱

贴相当于中国通史，接下来可以按青铜器等主题来分。”

抢精致博物馆冰箱贴需要拼手速

博物馆冰箱贴凭借还原度高、设计精巧逐渐“硬

控”了当代年轻人。最近两年，越来越多博物馆将镇馆

之宝变为了精巧的冰箱贴。

比如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推出的天宫藻井解构冰

箱贴，成为北京冰箱贴界的招牌断货王。冰箱贴的灵

感来源于馆藏文物“万善正觉殿天宫藻井”，其按照藻

井真实结构分五层绘制设计，最后一片星空顶采用了

夜光材质，可以立体拆分，或堆叠摆放，完美复刻了星

空藻井，将中国古代工匠超凡的技艺浓缩还原。这款

冰箱贴一旦补货，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口都是大清

早出门排队的人群。就在10月23日，博物馆推出了

冰箱贴线上预约，成功领取预约号才能在相应时段前

往购买。但一天限量400个的名额，让不少人感叹：

“又要拼手速了。”

需要拼手速的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孝端皇后凤

冠木质冰箱贴。孝端皇后凤冠的面料以丝帛制成，共

九龙九凤，金龙奔腾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翱翔在珠宝

花丛中。整个凤冠金翠交辉，绚丽夺目，用了木质和铝

箔的冰箱贴几乎复刻了明代皇后的绝美凤冠，成了不

少人心心念念的必买冰箱贴。

由于一经推出就被抢购一空，国博在9月发出公

告，每日20:00会线上限量发售200件，有网友足足拼

了一个月的手速，才抢到了这款冰箱贴。冰箱贴爱好

者夕瑶也连抢了5天，都以失败告终，“这冰箱贴到底

谁在抢啊！”她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哀叹。

夕瑶喜欢各类文创，当发现博物馆将镇馆之宝都

做成冰箱贴时，她就控制不住买买买的欲望，“这可是

把文物合法带回家的最好途径，用一面墙的冰箱贴体

验收集文物的快乐。”

9月去西安旅游时，夕瑶一直在努力抢陕西历史

博物馆的预约名额，但最后只约到了陕历博分馆，意外

之喜是，她在分馆买到了彩绘雁鱼铜灯冰箱贴。其灵

感来源于馆藏汉代文物彩绘雁鱼铜灯，雁颈修长，双足

并立，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背设计了灯盘，带柄

可转动，便于调节灯光方向。灯罩为两片弧形板，可左

右开合。而冰箱贴不仅完美还原雁鱼铜灯的古典风

貌，也设计了亮灯，“这完全还原了文物的特性，太有意

思了！”夕瑶拿着冰箱贴爱不释手。

方寸间寄托深厚的民族感情

“博物馆冰箱贴能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并非偶然，这

其实是年轻人解读、记录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就像是

一种语言的密码。”在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陈庆军看来，文物冰箱贴本身小巧精

致，饱含历史和文化，在方寸间寄托了深厚的民族感

情，又可以解读为从传统走向未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设计现象。

本周，陈庆军正在意大利米兰参加2024世界设计

之都大会（WDCC）海外联动活动，凑巧的是，他们在走

访调研时也见到了各种形式和主题的文创冰箱贴，比

如在达·芬奇创作的巨画《最后的晚餐》所展示的圣玛

利亚感恩教堂里，就有相关冰箱贴。“意大利人也会把

他们的历史文化以冰箱贴的形式展现出来，我想这可

能是全球的一个设计潮流趋势。”陈庆军说。

在设计教育学中，陈庆军经常和学生进行思维碰

撞，在讨论冰箱贴等各种文创设计时，会尝试各种可能

性和多样性，“比如说到冰箱贴的材料，不仅只有金属、

亚克力等常规使用的材料，也可以包括陶瓷、琉璃，甚

至可以去开拓材料的融合。所以，材料的创新和使用

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另外也注重形式的创新。陈庆军表示，设计时不

仅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更要面向未来，如何合理地注

入当今的时尚、科技，甚至是未来的想象，进行形象、符

号、场景的再设计，“我们能发现，各大博物馆‘出圈’的

冰箱贴，并不是简单的形式挪用，会加入镂空、夜光等

设计，还融合了很多创新元素，做成开瓶器、小花瓶，雁

鱼铜灯冰箱贴也可成为小夜灯。”

陈庆军感慨，一个小小的冰箱贴，比拼颜值、工艺

和创意的背后，能以小见大，从中看到了属于我们自己

的传统、民族、地域特色，也寄托了情感、记忆，以及对

未来的展望，“将博物馆冰箱贴带回家，是年轻人对于

中华文化的最大敬意。”

快!

懂!

◀夕瑶手中的彩绘雁鱼铜灯冰箱贴。

▼陈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彩绘雁鱼铜灯。

徐女士家里的冰箱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