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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数字藏品上线即售罄
专家：让文物活起来，内容是核心

花9.9元抢购一份“太阳神鸟”，19.9元拥有一只“东汉陶狗”，29.9元坐享一辆“秦陵彩绘铜车马·一号车”……想足不出户就拥有
一件博物馆镇馆之宝吗？数字藏品破圈出道，少喝一杯咖啡，你就能轻松实现收藏梦。

数字藏品不同于实物文创产品，具有价格亲民、收藏便民等诸多优点。特别是通过区块链技术赋予每个数字藏品唯一的标识编码，晒在自
媒体平台十分洋盘，众多闪光点叠加，让数字藏品“上线即售罄”。

是谁在抢购数字藏品？文博类数字藏品为何如此火爆？消费者购买数字藏品之后应该如何妥善使用，从而避免侵权行为？日前，封面
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成都知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四川省版权协会首席版权专家张廷元教授。在他看来，数字藏品是对经典IP数字化运
营的结果，其数字版权是基础，藏品内容是核心，消费者购买数字藏品，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自信、内容认可和收藏荣幸”。

火爆
数字藏品上线即售罄

2021年6月，支付宝联合
敦煌美术研究院在国内首发敦
煌飞天和九色鹿付款码皮肤，
全球限量发行16000张。两款
皮肤发行当天就被抢光，热度
空前，也让数字藏品进入大众
消费视野。

随后，从音乐、动画、游戏，
再到皮肤、手办、文物，数字藏
品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丰富
多彩。特别是在文博领域，古
老的历史文化借助数字技术

“破圈”，各大博物院掀起了数
字藏品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春节，
至少有24家博物馆发行了文
创数字藏品：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特别推出虎年限定款“欢
庆虎年”系列藏品，石虎、铜虎、
铜鸟三件套像镶嵌着千载遗珍
的摆件；四川博物院的东汉陶
狗呆萌有趣，跨越千年上演忠
犬追随的故事；保利艺术博物
馆的虎首铜像，让你知道圆明
园的大王究竟是谁……各大博
物馆使用数字技术发布源自

“虎文物”、“十二生肖文物”及
“镇馆之宝”的3D数字藏品，吸
引更多年轻人了解传统文化，
加入收藏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哪
个平台发行，这些文博类数字
藏品刚一上线就立刻售罄，火
爆程度不输冰墩墩。以金沙遗
址博物馆为例，首次试水数字
文创，基于太阳神鸟等文物衍
生的4款数字藏品上线50秒一
扫而空；春节期间上线“欢庆虎
年”系列藏品，售罄时间更是压
缩至30秒，是真正的“秒杀”。

文博类数字藏品为何如此
火爆？张廷元认为，首先消费
者从不拒绝创新，何况这是疫
情防控常态化之后文博行业、
文创产业在数字时代的创新。
相对于市场的火热，消费和生
产都需理性，消费者“剁手”之
前应该了解数字藏品的实际用
途，而生产者则应该知晓，数字
藏品的核心卖点是有影响力的
IP。他举例说明，如果没有久
负盛名的《千里江山图》，舞蹈
《只此青绿》会一炮而红吗？“所
以，发展数字文创，版权是基
础，内容是核心。”

洋盘
独一无二的身份编号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
推动博物馆发展线上数字化体
验产品。在此背景之下，文博

数字藏品应运而生。
张廷元喜欢逛博物馆，遇

到感兴趣的文创产品也会顺手
购买一份，欣赏之余研究文化
IP的运营。他认为数字化是博
物馆的必经之路，而数字藏品
是其数字化之后的形态创新。

有别于实物商品，数字藏
品是区块链技术支撑下的新生
事物，是用区块链技术做唯一
标识且经过数字化的作品、艺
术品和商品。通过区块链技术
赋予了每个数字作品唯一的标
识编码，让每一份售出的产品
都独一无二。这意味着，当一
件文物或艺术品被转化为数字
藏品后，就成了区块链上独一
无二的数字资产。

实体文创产品动辄花费上
百元，随着时间流逝可能损坏、
丢失，而只存在于数字世界的数
字藏品相比之下价格更亲民、购
买更便利。消费者通过较便宜
价格及更及时便捷的通道，在线
上实现文创产品购买、观赏和收
藏。这也是让博物馆藏品走进
千家万户的另一种创新。

是谁在购买数字藏品？张
廷元研究发现，Z世代的年轻
人居多，他们在各大平台上抢
购一款数字藏品，甚至不惜花
费发行价格的数倍，在二手平
台上获得“转赠”，然后在社交

平台上洋盘一下，晒出那份独
一无二的收藏证书，获得极大
的内心满足。“消费者购买数字
藏品，是出于对新事物的好奇、
对文化艺术的欣赏、对个性的
彰显，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
通过消费认同获得心理慰藉。”

小心
商业运作会侵犯版权

以金沙遗址博物馆为例，
文博行业以文物 IP 为基础发
行数字藏品有两种形态：一种
是融入博物馆建筑及古蜀文化
的二次创作，另一种侧重还原
文物原貌，让消费者可以“突
破”展柜，不受时空限制“零距
离”欣赏。

“数字藏品是一种看得见、
摸不着的文创，购买之后应该
如何使用呢？”在一些社交平台
上，不乏秒杀成功的消费者“凡
尔赛”式留言。对此，张廷元解
读，数字藏品最大的用途就是
对文化的欣赏，对历史的品味，
以获得内心的满足。如果未来
允许流通、交易，就还具有藏品
的增值作用。

当下数字藏品市场火爆，
对于博物馆、发行方、消费者而
言，似乎是三方共赢，皆大欢
喜：博物馆获得IP授权的版权

费，品牌影响力获得极大提升；
发行方投入相对不高的设计成
本，获得的收益十分可观；而对
于消费者而言，最低9.9元就能
购买一款正版数字藏品，还有
什么藏品那么便宜、又给人感
觉有增值空间
呢？

数字藏品
价格不贵，并
不意味着消费
者购买之后可
以随意使用。
数字藏品的版
权由发行方或
原创者拥有，
消费者购买的
只 是 数 字 藏
品，并非数字
版权。张廷元
提醒消费者下
单之前要仔细
阅 读 购 买 须
知，如果发行

平台明确写道“未经许可不得
将数字藏品用于任何商业用
途，请勿对数字藏品进行炒作、
场外交易、欺诈或其他非法方
式使用”，消费者就只能自己欣
赏，不能使用数字藏品衍生开
发和商业牟利，否则会侵犯其
数字版权。

创新
文化自信是下个风口

“无论是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展示，冰
墩墩一墩难求，还是数字藏品
上架即售罄，这些文化现象都
是文化自信的外在表现。”尽管
市场热度空前，但在张廷元看
来，数字藏品总体规模不大，能
否成为博物馆开发文创的下一
个风口尚未可知，只能与实体
文创相互补充，成为让文物活
起来的创新路径。

数字藏品火爆的背后，容
易引发同质化的效仿，如果不
注重对于文物藏品的梳理，对
博物馆个性化展陈的研究，数
字藏品也会落入窠臼，毕竟诸
如敦煌、故宫等博物馆已经将
部分藏品的数字化资源免费提
供给观众。谈及如何开发数字
藏品，张廷元对文博从业者提
出了几点建议，不仅要全面梳
理馆藏文物，发掘亮点，提取文
化IP，进行版权登记，同时还要
注重二次创作，对于售卖火爆
的数字藏品，可以委托专业厂
家定制实体文创，实现两条路
径的双收益。

他对数字藏品的前景十分
看好：“文化自信是文创产业的下
一个风口，开发数字藏品，消费要
理性，法律要健全，市场要规范，
行业要自律。四川是文博大省，
要借鉴要学习，希望未来四川涌
现出更多原创的数字藏品。”

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实习生 朱翼帆图据受访者

四川博物院东汉陶狗数字藏品。

金沙遗址博物馆白藏之衣及收藏证书。

金沙遗址博物馆
数字藏品石虎。

甘肃省博物馆
数字藏品铜奔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