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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创业者上头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总有人抱怨年味儿越来越淡，有没有

可能是你的打开方式不对？谁能想到，中国

国家博物馆除了操心文物，还操心年夜饭。

近日，国博和老字号全聚德联手，上架了一

款 全 家 福 金 汤 佛 跳 墙 礼 盒 ，内 含 鲍 鱼、海

参、瑶柱、猪蹄筋、花胶⋯⋯

从那卷“朕知道了”胶带开始掀起的博

物馆文创风潮，如今几乎成为各家博物馆

的标配，春节市场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春

节吃什么、用什么、玩什么，博物馆提供“从

文物来、到生活去”的解决方案。

吃是一件大事，博物馆也
这么认为

“每逢佳节胖三斤”，尤其是春节这个

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博物馆文创也看中

了这个好时机。

“饮食文创和其他文创的不同之处在

于，好看和好吃必须同时满足，对设计创意

有 更 多 要 求 。”国 博 饮 食 文 创 负 责 人 廖 飞

说，“进到国博的观众，可以喝到嫦娥奔月

拉花的咖啡、吃到大盂鼎模样的雪糕，设计

成便于携带和物流配送的新春礼盒，希望

让没进博物馆的人也能享用。”

廖飞介绍，金汤佛跳墙的外包装取材

元素为国博馆藏《宪宗元宵行乐图卷》，描

绘了明成化年间宫中过节时热闹的气氛。

佛跳墙又名“福寿全”，寓意美好，相传源于

清道光年间，有近两百年历史。

春 节 期 间 ，“ 中 国 古 代 饮 食 文 化 展 ”

将在国博展出，吃这件小事，反映了中国

人千百年来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除了佛

跳墙，国博还推出了一款“元宵行乐图新

春茶点”礼盒。灵感依然来自 《宪宗元宵

行 乐 图 卷》， 画 中 一 个 货 郎 担 最 引 人 瞩

目 ， 南 北 通 货 ， 琳 琅 满 目 ， 小 孩 相 拥 而

上，正是最喜乐的一幕。

良渚博物院最近也推出一款“良渚定

胜”礼盒，把良渚元素和杭州的中华老字号

“知味观”的传统小吃定胜糕相结合，用的、

吃的，一套配齐。器皿设计来自良渚文化的

黑陶豆，釉色采用了良渚嵌玉漆杯的红色，

金色贴花则来自良渚陶器纹饰。

良渚文创负责人熊磊说：“红色有过年

的气氛，也呼应‘定胜’主题。良渚文创产品

在年礼礼盒的加持下，更容易引起消费者

的兴趣，进一步将良渚文化带入更多人的

视野。”

源于古代艺术，走入现代生活

长期致力于博物馆研究的上海大学教

授潘守永，最近也被各家博物馆的春节文

创看花了眼。他发现，博物馆文创进军的

新领域越来越多，连电动牙刷都在其中。

上海博物馆近年来每到春节，都会推

出当年相应的生肖展，并从展品中挑选文

物作为灵感来源，创作系列文创产品。虎

年将至，这次挑选的文物之一是河南磁州

窑的虎纹瓷枕。陶瓷虎枕是金代流行的一

种特色生活用具，还有着吉祥、辟邪的寓

意。晋代葛洪 《肘后备急方》 中就主张，

虎头枕可以治疗睡眠相关的疾病。上博提

取了陶瓷虎枕的图案元素创作了居家毯，

试图传达出磁州窑的野逸画风和虎纹中的

民俗趣味。上博文创中心副主任冯炜说：

“我们想传递一个家的感觉。瓷枕是冰冷

的，但是毯子柔软、温暖，可以做挂毯、

做桌毯，或者干脆围身上当披肩。”

冯炜坦言，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创，创

新并不容易，何况还有“春节”这样一个

节 庆 的 限 制 ，“ 在 不 违 背 传 播 博 物 馆 文

化、讲好博物馆故事的基础上，最重要的

是，文创产品要与现代人的生活相结合，

源于古代艺术，走入现代生活”。

博物馆文创的客群主要是年轻人，所

以，年轻人日常用什么，上博文创会特别

关注。这次与居家毯同时上新的还有虎纹

车载颈枕、香薰礼盒、围巾、保温杯、口

罩、贴纸⋯⋯

从上一个羊年开始，上博逢年制作生

肖颈枕已成传统，进入第八年，观众已经产

生了一种期待感。虎年文创还没上新前，就

有朋友跟冯炜打听，今年你们做什么款式

呀？还有不少粉丝等着集齐一轮 12 款。

国博经营开发部副主任朱晓云说，尽

管新春产品适合售卖的时间段并不长，但

要付出很大心力，基本上需要提前将近一

年去筹备、策划，“希望突破传统‘模板

式’的设计思路，力求新颖外观的同时，

把国博独特的文化资源融入产品中，赋予

产品更强的文化张力”。

今年已经是国博日历诞生的第 4 个年

头 ，“ 坚 持 必 须 坚 持 的 ， 创 新 可 以 创 新

的。”朱晓云说，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了人

们的脚步，但国博的展览并没有停止，如

何让这些展览被更多无法来到现场的观众

看到，除了厚重的图录，日历是一个更轻

盈的方式，“国博日历每年以 365 件馆藏

文 物 为 基 本 内 容 ， 2022 年 我 们 将 国 博

2020-2021 年最值得回味的 12 个专题展览

融入其中”。

除了日历这样的长销品，国博今年也

上新了一些新玩意儿，比如，源自西方的

八音盒，第一次与元宵场景结合。国博馆

藏 《宪宗元宵行乐图卷》 描绘的是明宪宗

元宵节当日，仿效民间习惯，在内廷张灯

结 彩 ， 搭 鳌 山 灯 棚 ， 放 烟 火 花 炮 ， 舞 狮

子，上演杂技百戏⋯⋯八音盒选取了图卷

中的杂技表演、鳌山灯会、花灯爆竹、货

郎车担等场景，同时加入欢快的音乐，文

物真的“活”了。

博物馆文创的下一站驶向何方

潘守永说：“春节文创，有点像我们

说的‘快消’，过了这个时令，顾客就失

去了消费动机。但有的产品具有一定持续

性 ， 比 如 日 历 ， 可 以 用 一 年 ， 比 如 冰 箱

贴、靠枕、雨伞，就更是长期用品。”

潘守永坦言，文创本不是博物馆的主

业，这些年才陆续投入人力物力，成为博

物馆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大家强调博

物 馆 不 仅 要 用 眼 睛 看 ， 还 要 能 体 验 、 能

把 博 物 馆 带 回 家 ， 这 是 博 物 馆 新 的 使

命 。 但 博 物 馆 文 创 的 市 场 ， 不 是 社 会 的

增 量 ， 而 是 在 市 场 已 经 饱 和 的 情 况 下 杀

入 的 。 比 如 ， 同 样 是 一 个 红 包 、 一 把

伞 ， 为 什 么 要 买 博 物 馆 的呢？这是我们

最该思索的问题”。

“ 博 物 馆 文 创 的 优 势 在 于 有 大 量 藏

品，这是最好的创意基础，但一个问题依

然是创意不足，或者说跟风，比如一时间

所有博物馆都在做雪糕、做手机壳，不但

品种重、缺乏创意，而且知识产权意识也

比较淡薄。”潘守永说，“另一个问题是政

策的边界，博物馆文创尽管有博物馆的事

业属性，但依然是面向市场的商品。经营

就有投入、有产出，那么，赔了怎么办，

赚了虽然不能分红，但能不能设立一定比

例作为奖金，甚至作为一定比例的绩效，

是不是应该给创作者奖励⋯⋯这些问题都

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指导。”

朱 晓 云 认 为 ， 博 物 馆 资 源 的 数 字 化

应 用 ， 将 成 为 未 来 文 创 的 重 要 发 力 点 。

“如果说互联网让博物馆文创走出了博物

馆 ， 那 么 数 字 文 创 就 让 博 物 馆 文 创 走 出

了物理时空。”朱晓云说，国博已经在数

字文创藏品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上线了

一些馆藏数字文创，所有产品都在 10 秒

钟内售罄”。

朱 晓 云 说 ， 文 创 归 根 结 底 是 文 化 产

业 ， 由 文 化 和 创 意 两 部 分 组 成 ， 缺 一 不

可，而设计生产并非博物馆的传统优势，

“博物馆在做好馆藏资源挖掘、整理的同

时，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

（设计、生产、营销等）。这就不仅仅要依

靠博物馆自己的 IP 影响力，更需要博物

馆有开阔的胸怀，搭建一个开放共赢的平

台，让所有有情怀、有实力的人和机构，

都来为博物馆文创贡献智慧”。

佛跳墙、定胜糕、八音盒⋯⋯

春节怎么过，博物馆提交了新方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不久前，B 站“顶流”UP 主“老师好我

叫何同学”因研发了“Airdesk”，再次出圈。

出生于中国互联网科技创新浪潮下的 00
后，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标签，了解世界的同

时也在试图去改变。

在大学校园，也有一些“何同学”们脑

洞大开：就像变形金刚一般，自行车车把向

下折叠后变成前轮车锁；在书桌前学习，把

“抖腿”的坏习惯变为洗衣机“动力”；家乡

风沙太大，那就设定程序让机器人“驮着”

树木去种植、浇水⋯⋯这些 00 后发明者试

图把隐藏在身边的“Bug”揪出来，融入创

意去打造新产品。

直击身边的“痛点”

“原型机完成后第一次测试，黑抹布竟

然洗白了，连我们自己都震惊了！”耗时 19
天，2003 年出生的慕明星和同学们第一次

把脑海中的想法一步步打磨成原型机，这

让他们兴奋不已。

去年考入清华大学后，慕明星开启了

全新的校园生活。课业繁忙，回到寝室休息

时间相同，“僧多粥少”的公用洗衣机成了

他和同学遇到的一大难题。“如果自己买一

台迷你洗衣机放在寝室，还要面临用电等

问题。我们能不能研发一台手动迷你洗衣

机，手动操作还能健身。”

于是，慕明星和其他 3 名同学组成团

队 ， 开 始 设 计 研 发 “ 宿 舍 高 效 健 身 洗 衣

机”。做产品不能凭空想象。在一次班级

讨论会上，慕明星将他们的初始方案草图

展示后，差一点儿被同学提出的各种现实

问题“摧毁”。

“初版方案设计中没有设计外桶，传动

结构也还是天马行空的构想；考虑将来的

产 品 要 在 学 生 宿 舍 和 一 些 欠 发 达 地 区 推

广，定价不能太高，这就要求原材料的选择

上要格外注意，同时还要保证衣服能够洗

干净”。怎么办？慕明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他一直记得老师说的“工程能力是锻

炼出来的”，“我们要去尝试动手做出原型

机，在过程中一步步解决问题”。

和慕明星一样，清华大学大一新生丁

恺睿想用“折叠车把”，来解决教学楼前停

车位拥堵的“疑难杂症”。最初讨论时，他在

黑板上画出了草图，同学提出的“折叠下来

能否锁住前轮”让他备受启发：两个想法叠

加，“折叠”后不仅节约了近一半空间，让相

同区域可以停放更多车辆，还带来了新的

优势。利用三角结构和锁扣设计，将折下的

两根车把改造为前轮车锁，“就像钢铁侠胸

前的反应堆，希望我们的设计能让自行车

骑起来更加炫酷”。

作为交通工具，安全性应当被摆在首

位。丁恺睿对记者说，他们已经将安全问题

在实践中进行了反复考量，“例如加入了车

把长度调节结构，但设计改装结构简单，并

不会影响刹车、调档等基本功能”。

慕明星和丁恺睿的研究都是为了解决

身边的痛点，21岁的高鸿志想得更远。

在上海的百度研发中心办公室里，高

鸿志正在参与新产品研发。去年从东北大

学秦皇岛分校保研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他觉得，实习机会和保研成绩的取得，和他

大一时决定研发沙漠植树机器人有着密切

关系。

高鸿志的家乡在甘肃省古浪县，小时

候经历过“户外一分钟、身上全是沙”的沙

尘天气，也在这些年看到了家乡的绿色越

来越多。一次和朋友聊到沙漠种树的困难，

他萌生了新的想法：“人力种树这么累，何

不让机器人去种？作为自动化专业的学生，

我们可以用专业知识去解决。”在各高校广

泛掀起的创新创业浪潮下，他和来自机械

工程、信息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专

业的同学组成了“沙漠治理机器人”项目初

创团队，开启了产品研发之路。

借助外力，在“拆”中学

基于平日的观察，打开脑洞，“我能做

些什么”之后，就是“我要怎么做”了。尽管

下定决心尝试走通研发产品的全流程，但

如何迈出第一步，依旧是慕明星和团队成

员们苦恼的。

“作为大一新生，专业课刚刚开始，知识

结构还停留在高中。我们想到的办法是，拆

解类似产品，研究其产品结构加以学习利

用。”慕明星对记者说，他们的原型机原材

料 都 是 在 网 购 平 台 和 二 手 回 收 平 台 淘 到

的，“我们回收了一个不锈钢桶作为内桶，

拆解了一个旋转式脱水拖把，将其中的主

传动转轴移植到了洗衣机上，用类似的原

理进行工作；在拆解其余部分时，还意外

发现主轴固定钢珠可起到与滚珠轴承相同

的作用，大大减小阻力，让洗衣机运行起

来不费劲儿，等等。”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产品组装和试验期间，他们经历了空载测

试时桶轴意外断裂、图纸和实际工具无法

匹配制作等窘境，最终在学校 iCenter 实

验室的不断测试中找到了解决方案，“制

图、切割、电焊等新技能都学会了”。在

他们看来，尽管大一刚入学时缺乏专业知

识，但“学会借助外力，不断试错，好的

产品值得坚持去做”。

丁恺睿和团队成员也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找到了 iCenter 的老师，希望获得帮

助。比如，车把下方的两个齿轮就是有经验

的老师建议优化的，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

补加了上去，结构上也更加稳定了”。车锁

则是从网上购入常规车锁后，通过切割重

组了新的车锁。

高鸿志也坦言，和团队成员下决心研

发 沙 漠 治 理 机 器 人 时 ，“ 专 业 知 识 还 不 太

会，需要一边学习一边推进项目”。在最初

的 设 计 中 ，考 虑 到 当 地 种 植 条 件 ，他 们 把

水、营养剂、固体营养等做成树苗保护套，

提供树苗前期生长必须的营养，机器人就

可以背着“背篓”，伸出机械臂抓取树苗进

行种植。

“从实际出发，机器人只负责种树有些

‘浪费’，如果要替代人工种植，那就要渗透

整个种植工作的全流程。比如让结束种树

的机器人进行营养剂补充，定期浇水等。”

全新的机械结构、全新的技术，对于一群大

学本科生来说，似乎“很难快速实现”。“靠

我们当时的技术，只能让机器人傻傻地动

起来，根本达不到期望目标。了解到飞桨平

台上汇聚了很多成熟的深度学习和开源技

术，即使我们是初学者，也可以使用平台上

的开发套件，快速地把 AI 感知等技术加以

应用，让我们的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

高鸿志告诉记者，在进行沙漠植物识

别功能设置时缺少实际数据，也没办法去

沙漠收集。飞桨平台工作人员帮他们联系

到了平台上在甘肃兰州的开发者，借助他

们的数据完成了这项重要的 AI 识别功能。

“目前，这款互联网机器人已经具备种树、

养护、避障等功能，并有自己适配的控制系

统、AI 感知能力和云端数据监测系统”。他

们前后经历了很多版本的更迭，研发了跑

通各项功能的小型样机，参与各种创新创

业大赛，希望能吸纳评委的建议继续完善。

目前，团队已从最初的 4 个人发展到了几

十人，高鸿志十分感慨，“为了一件我们都

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在齐心协

力地努力”。

去年下半年，他们将小型样机等比例放

大制成实际应用的测试机，在秦皇岛的沙地

上开始了新阶段的测试和改进。他们的下一

目标是希望机器人结构更加简洁、运行更加

高效，程序上的路径规划更加合理。

“何同学们”期待产品惠及大众

高鸿志也曾考虑过成立公司进行商业

化，但因为沙漠治理具有的公益性和特定区

域性，市场需求小，很难达到盈利。借助学校

创业孵化园的扶持，他们觉得，“目前要尽最

大努力把产品打磨得更加完善，期待未来投

入使用后能够解决更多现实问题”。

慕明星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准备长

线化进行产品研发，赚取我们的第一桶金”。

目前，折叠车把自行车和宿舍高效健身

洗衣机都在进行外观专利申请。丁恺睿和团

队成员们告诉记者，虽然产品还需要继续打

磨细节，但他们还是希望探索将折叠车把应

用在共享单车上。慕明星认为，“从关注到身

边的问题，到如今推出第一代原型机，尽管

我们的产品在制造工艺上还很稚嫩，但把

‘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过程很有成就感”。第

一次系上领带，走上清华大学第十一届创意

大赛大一新生专场的决赛舞台，慕明星觉

得，这是他们的“产品发布会”，“我们正在打

造第二代产品，相信未来可以不局限于学生

宿舍使用，户外、电力缺乏等场景，甚至第三

世界国家的民众都可以使用”。

沙漠种树机器人、健身洗衣机⋯⋯

00后“何同学们”脑洞大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2022 年 第 一 天 ， 在 北 京 工 作 的 王 芳

语在朋友圈留下这样一句签名——“2022
年，挑战‘不买年’”。

新年伊始，很多年轻人纷纷在社交平

台 上 写 下 了 自 己 的 新 年 计 划 ，“ 不 买 年 ”

就 是 颇 具 人 气 的 关 键 词 之 一 。“ 不 买 年 ”

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对自己的消费行

为作出限制，不买不需要的东西，持续时

间从一周到一年不等。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联合小红书发布

的 《2022 十 大 生 活 趋 势》 调 查 报 告 显

示：年轻人看腻了大促的狂欢，消费方式

从“头脑发热的剁手”已经转变成“人间

清 醒 式 下 单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发 布 的

《2021 新青年时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 显

示，近七成新青年时尚消费者在购物时首

要考虑性价比因素，消费时更趋于理性。

与 “ 买 买 买 ” 不 同 ， 很 多 年 轻 人 早 已 靠

“不买年”这种新的规划理财方式省下了

一大笔无效花费。

“不买年”不是不买，是生
活态度的转变

“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很

多未拆封的化妆品，甚至有一些都忘记了

是什么时间买的。”23 岁的王芳语参加工

作时间不长，平时喜欢刷网络社交平台和

购物网站，每当看到美妆博主、穿搭博主

的推荐，就会立刻到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同

款 下 单 ，“ 仿 佛 只 要 我 购 买 了 同 款 商 品 ，

我就能和博主们一样漂亮。但最后发现，

拥有这些商品之后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微乎

其微。”

让 王 芳 语 苦 恼 的 不 止 是 陷 入 “ 被 种

草”和“买买买”的冲动消费循环中，她

还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计算如何更省

钱。“有时候同款的价格很高，我就会去

各家网络购物平台找平价替代品；有时候

购物平台有大促活动，又会想尽办法去凑

‘满减’金额，甚至会精确地计算在不同

的网络购物平台每毫克化妆品的价格”。

社 交 媒 体 、 网 络 购 物 平 台 的 发 展 让

“种草”“拔草”成为这届年轻人的日常，

“边舍得花钱，边计算省钱”的复杂矛盾

行 为 也 逐 渐 成 为 95 后 的 主 流 消 费 趋 势 。

《95 后年轻人群消费趋势洞察 2020》 报告

显示，95 后喜好娱乐与社交，相比其他

年龄用户，对网红博主推荐的物品有更高

的接受度，且已经成为直播电商、短视频

带货等平台的主力用户。但有意思的是，

95 后在消费时却非常精打细算，报告显

示他们在选购商品时喜欢多方比价，在拼

购、社交电商等省钱模式下的参与度明显

高于其他年龄段用户。

“尽管花费了很多精力去计算如何买

到更实 惠 的 商 品 ， 但 看 到 自 己 的 银 行 账

单时，还是惊呆了。”“双 11”的购物清

单让 25 岁的杭州姑娘陈可下定决心进行

“ 不 买 年 ” 挑 战 ，“ 化 妆 品 、 衣 服 、 家 居

用品等等，每天取快递到‘手软’，屋子

里 面 塞 得 满 满 当 当 。 但 分 析 账 单 时 才 发

现 这 样 的 消 费 习 惯 非 常 不 理 性 ， 不 仅 造

成 了 很 大 的 经 济 压 力 ， 也浪费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

“ 我 更 希 望 把 花 在 看 东 西 、 选 东 西、

买东西上的精力和金钱都节约下来，花在

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开始“不买年”挑

战 后 ， 陈 可 每 天 都 会 在 社 交 平 台 记 录 花

销，刷购物平台和短视频的频率也大大降

低。3 个月后，她发现自己在化妆品、衣

服 鞋 帽 等 消 耗 品 方 面 的 支 出 降 低 ， 在 旅

游 、 书 籍 、 健 身 等 方 面 的 开 支 增 加 ，

“‘不买年’挑战不是不花钱，而是一种

生活态度的转变，从以往浅显的‘变美’

消费变成了更健康、更科学、更博学及去

看更大的世界”。

如何不买，年轻人有自己的规则

“参加‘不买年’挑战需要经过认真

思考，它是一种科学的购买方式。”在某

社交平台上，一个进行了 3 年“不买年”

挑战的博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我首先

会梳理出现有的物品，按照衣、食、住、

行、玩乐分成 5 个大类，每个门类再详细

地分为：必需品、调减数量品、非必需品

等，根据每天物品的购买与消耗，更新自

己的表格”。

在小红书搜索“不买年”，经验分享

类 内 容 多 达 上 千 条 ， 一 位 博 主 将 “ 不 买

年”挑战中的购买原则总结为：是否特别

喜欢，是否一定要买，是否适合自己，思

考使用率和刚需性，闲置专卖。但是，到

底不买什么，则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而定，大多数挑战者会详细列出自己的需

求清单，分门别类总结是否需要购买。

王芳语将自己的购买品类分为无压力

购买、用完再买、一入一出、坚决不买几

大类，其中化妆品和衣服作为之前消费的

开支大项，被她列入到“坚决不买”品类

下。“之前只会觉得我要买各种款式的衣

服，但限制自己买衣服的数量之后，开始

学习靠原有的衣服搭配出新意，无形中也

提高了自己的审美。”王芳语说。

“我的不买原则是：千万不要让自己

觉得不舒服，不要束缚自己。”B 站博主

王 大 丽 身 在 英 国 ， 平 时 喜 欢 购 买 家 居 用

品 ， 但 很 多 都 被 闲 置 在 角 落 。“ 我 挑 战

‘不买年’的目标是：能够正确审视自己

的消费习惯，让自己变得更加自律”。正

式开始挑战前，王大丽给了自己半年的测

试 期，“ 测 试 期 只 是 有 意 识 地 减 少 购 买 ，

并不会太严格限制自己，这样可以让自己

更好地适应”。之后，王大丽把自己的心

得体会发到视频平台上，受到越来越多的

网友关注，意外地成了生活区博主。“刚

开始会觉得挑战很难，但是我逐渐会用做

饭、读书去填充我的生活，而且看到这么

多人和我一起学习理性消费，也就有了坚

持下去的动力。目前每 3 个月都会比去年

同 期 省 下 一 万 多 元 ， 生 活 也 有 了 很 大 变

化。”对于王大丽来说，“不买年”挑战让

她找到了更好的方式去舒缓压力并且得到

快乐，从减少消费的过程中拥有了很多成

就感。

“‘不买年’并不是不买，而是高质

量的‘买买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

永安分析说，“不买年”背后不只是消费

问题，而是年轻人在面临生活压力时，对

自己生活状态、生活方式，尤其是精神状

态的反思，“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需要

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舍弃掉一些不必要

的物品，其实是为了从物质消费带来的快

乐感转移到精神世界的满足感”。

“不买年”成为新年关键词

不是不买，而是高质量“买买买”

各地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