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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永陵二十四伎乐文创产品研发路径 

赵春昉1
 

【摘 要】音乐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成都永

陵博物馆的“二十四伎乐”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其中棺床石刻“二十四伎乐”不仅是我国古代石刻的精品，

也是研究唐五代音乐史的珍贵资料，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打造“二十四伎乐”系列文化创意产品，传

播“二十四伎乐”的音乐价值和文化价值，使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的文化，这是对博物馆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一

种有效补充。因此，应明确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位，开发“二十四伎乐”音乐产业体系，推出“二十四伎乐”

剧目，研发“二十四伎乐”系列文创产品，实施“二十四伎乐”文创产品的艺术授权，形成组合式、故事性、历史

人文精神再现性产品。 

【关键词】二十四伎乐；音乐产业；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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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博物馆界对博物馆的功能、作用、办馆理念发生着深刻变化，博物馆已从原来的收藏、研究、展示、

教育逐渐过渡到文化传播这一重要职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正在逐渐将文化教育传播的功能走向深入，发挥着巨大的

文化价值意义。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和自然文化遗产收集与保存的场所，有大量珍贵丰富的文物资源。欧美发达国家博物馆早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着手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设计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善于发掘文物藏品内涵，从文物藏品中寻找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的灵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等博物馆文创产品经济效益显著，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

走在前列的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模式和经营模式聚焦了国内文博行业更多人的目光。国内一些博物馆逐渐丰富和深化了文创

产品开发对完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提高观众参观满意度，拓宽博物馆文化教育服务功能的认识。从国家层面上看，2016 年

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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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各级各类博物馆等掌

握各种形式文化资源的单位，要依托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提出了总体工作要求。2016年 11月，文化部公布了

100 多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试点单位，其中包括 92 家博物馆试点单位，逐渐摸索适合自己的文创发展模式。文创产品开发的资

源丰富多样，其中音乐历史资源是独特的文创内容和形式开发的宝藏。成都永陵博物馆的“二十四伎乐”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

禀赋。 

音乐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世界范围内，以美国、英国、

日本、韩国、印度为代表音乐产业发展迅猛，而国内近年来伴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音乐产业增长值也不断加大。《国

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提出要释放音乐创作活力，建设现代音乐产业综合体系，推动音乐产业与其它产

业融合发展。①目前，与音乐产业相关的数字音乐、互联网企业、唱片行业、演出行业、音乐产业园区以及与音乐产业相关联相

融合的产业业态、行业等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现状与态势。2017年第四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发布的《2017中国音乐产业发展

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为 3253.22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7.79%，同比增速高于同期 GDP 增速 1.09%。这一数

据显示，中国音乐产业发展进入快速增长的新时代。②成都永陵博物馆“二十四伎乐”作为音乐文化典型代表，必将对我国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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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音乐产业的深入拓展和广2泛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 

一、“二十四伎乐”在国内外音乐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唐五代宋时期，成都是经济文化较为繁盛的大都市，当时有“扬一益二”的美称，被称为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而五代十

国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则是唐宋时期成都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历史遗存见证，被誉为“开明盛世的文化”“中国历史

上具有深刻意义的一座纪念碑”③。成都永陵博物馆作为帝王墓葬遗址类博物馆，除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外，馆内棺床石刻“二

十四伎乐”更是迄今所见唐五代音乐舞蹈资料中最全面系统和直观真实的一种，对研究唐五代宫廷乐舞留下宝贵资料。其中棺

床石刻“二十四伎乐”不仅是我国古代石刻的精品，也是研究唐五代音乐史的珍贵资料，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二

十四伎乐”全部刻于棺床南、东、西三面的壶门中，每一壶门长约 46 厘米，高约 28 厘米，伎乐石刻人物的髙度在 24—25厘米

之间。南面四人，东、西两面各十人。其中舞者两人，奏乐器者二十二人，共计二十四人，均为女伎。这一伎乐雕刻，不仅表

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平，而且是一组涵盖乐器种类之多乐队较为完整的伎乐组合，是研究唐五代宫廷乐舞的重要史料。从这部乐

器的性质看，它无疑地是属于燕乐系统的，特别是华乐化了的龟兹乐系统，但其中也有清乐系统的乐器。乐器中的琵琶、竖箜

篌、蹙篥、正鼓、和鼓、毛员鼓、齐鼓、答腊鼓、鸡娄鼓、羯鼓、鞔牢、贝等都是和唐代龟兹部中的乐器相同的。而笛、笙、

萧既是清乐部的乐器，也是龟兹乐部的乐器。筝、麂、叶属于清乐系统的乐器。从乐器的数量看，龟兹系统的乐器占了绝对多

数，清乐系统的仅占少数。④ 

成都永陵博物馆作为遗址类博物馆，本身所代表的遗址和地域文化特色均是博物馆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核心文化

价值。在全面分析与了解博物馆馆藏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挖掘出永陵独特深厚的音乐文化，从这一文物资源角度出发，经过3创

意设计，开发系列文化创意产品，为文化历史资源寻找传播载体，使文化创意产品既具有经济属性，又有文化属性、教育属性

与交流传播属性。由于“二十四伎乐”音乐价值的独特性，可以为文化创意音乐产业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提供持续源源不断的

创作灵感来源。文化创意产品不仅是博物馆可感可触的文化商品，还包括经过文化创意转化，借以传达文化理念与文化生活方

式的各种精神消费品，所以从一件件有趣可爱实用的文创商品到一款款融知识、趣味、学习为一体的 APP，再到可以开发的各类

出版读物以及演出剧目，都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播找到现代表达方式与传播载体。 

二、“二十四伎乐”原创演出作品助力音乐产业发展 

音乐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音乐产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居于重要的位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5年 11

月出台《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①助推中国音乐产业发展进入规范、良性持续发展的快车道。意见中提

出在“十三五”期间，打通音乐创作、录制、出版、复制、发行、进出口、版权交易、演出、教育培训、音乐衍生产品等纵向

产业链，连接音乐与广播、影视、动漫、游戏、网络、硬件播放设备、乐器生产等横向产业链，基本形成上下游相互呼应、各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 B寸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新华社北京2017年5月7日电，http://www. 

gov.cn/zhengce/2017-05/07/content_5191604.htm 

② 孙 海 悦 ：《 2016 年 中 国 音 乐 产 业 总 规 模 达 3253 亿 兀 》，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报 ， 2017 年 11 月 7 日 ，

http://ex.cssn.cn/xwcbx/xwcbx_ rdjj/201711/t20171107_3724786.shtml 

③李峥：《借音乐解读历史，打造成都休闲音乐文化——由《金沙》音乐剧到打造“二十四伎乐”》，《商业文化》（学术版）2007

年。 

④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 2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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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要素相互支撑的音乐产业综合体系。其中，要把民族音乐产品的开发创作放在突出位置，着力提高内容生产水平和创意含

量。实施精品战略，推动原创和现实音乐题材创作，努力创作出版更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作品。 

2016 年 8 月 8 曰，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音乐产业发展的意见》，制定出具体的产业扶持实施

细则，提出努力建设中国音乐之都和国际音乐名城。其中提到要繁荣音乐创作、发展数字音乐、打造音乐品牌等工作任务。2017

年起，并将音乐发展资金列入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保障政府主导的品牌性音乐产业展览和公益性音乐演出活动。 

2015年以来，无论国家还是成都市政府都出台了具体可行的音乐产业支持政策，为成都建设国际音乐名城提供了发展契机，

在善于运用本地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多的原创音乐作品与演出剧目，运用现代的传播方式与制作方式，多多

参与国内外交流巡演，推动本地文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从国家发展音乐产业的战略角度来审视“二十四伎乐”，能发现“二十四伎乐”这一产生于五代前蜀祖国西南地区的伎乐

石刻，其独特性与唯一性为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内容资源。“二十四伎乐”石刻不仅吸取了中原文化营养，同时兼融西北和

南方特色，加以唐朝两个皇帝（玄宗、僖宗）先后逃难到成都，随身带去了唐代宫庭乐舞，使本来就“丝管日纷纷”的锦城，

更具有集南北音乐精萃于一体的条件。王建墓棺床石刻伎乐形象地说明了我国南北民族音乐的大荟萃，也进一步揭示了我国民

族文化大交融的史实。②4 

音乐产业，可分为以音乐创意为主的核心层、乐器制造相关的关联层和与音乐延伸服务相关的拓展层。“二十四伎乐”作

为音乐历史文化资源，可以融入到音乐产业发展体系中。通过参与创作原创音乐、剧目、出版、器乐教育培训、乐器复原生产、

音乐衍生品等，为音乐产业的发展注入“二十四伎乐”元素。同时，通过引入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

开发具有沉浸式音乐体验的产品，满足人们个性化消费需求及对现实生活和虚拟情景的体验。成都永陵博物馆通过借助发展音

乐产业的契机，打造“二十四伎乐”系列文化创意产品，传播“二十四伎乐”的音乐价值和文化价值，使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

馆的文化，愿意走进博物馆，这也是对博物馆传播传统文化方式的一种有效补充。同时，借助“二十四伎乐”文化创意产品，

增添博物馆对社会和百姓生活的影响力，以有效塑造博物馆的品牌。 

三、利用“二十四伎乐”文化资源发展音乐产业和研发文博创意产品的举措 

举措之一，明确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位。现在博物馆从业者中有人担心由于馆内游客和观众量的不足，会制约博物馆

文创产品的销售，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定位与文创产业的性质，属于公共教育功能的延伸。回到“二

十四伎乐”上来，博物馆利用自己的馆藏特色资源搞文创，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使社会大众都来知晓参与利用博物馆资源，

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博物馆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是博物馆的价值所在。 

举措之二，开发“二十四伎乐”音乐产业体系。按照音乐产业的行业类别进行划分，可分为核心层、关联层和拓展层。作

为核心层的音乐图书与音像产业、音乐演出产业，也是“二十四伎乐”发展的主要产业类型。重点围绕“二十四伎乐”编写系

列图书、儿童读本，创作“二十四伎乐”音像动漫作品、“二十四伎乐”数字音乐作品、《伎乐·24》国乐剧场的巡回演出等。

同时，做好产业关联层的乐器产业和音乐教育项目。以复原“二十四伎乐”古乐器为抓手，作为音乐装备制造业产品营销推广。

发挥博物馆公共教育的功能，开发系列音乐教育课程。另外，可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二十四伎乐”影视剧、动漫作品创作。 

                                                                 

①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5年 11 月 17日。 

②秦方瑜：《千年唐音鼓乐民族文化和融——王建墓石刻伎乐群鼓源释》，《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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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之三，推出“二十四伎乐”剧目。从国家和成都市委市政府发展音乐产业的层面，可以将“二十四伎乐”音乐产业和

文博产品开发，纳入成都市音乐产业发展基金。通过打造永陵“二十四伎乐”跨界国乐观念剧《伎乐·24》，提升永陵音乐文

化的影响力，找准文创产品的发展方向与定位，设计开发出与自身文化特色相匹配的文创产品。《伎乐·24》可以参与国家艺

术基金申报，同时加强交流与合作，借力推动《伎乐•24》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巡回演出，形成资源互通、渠道共享的态势。 

举措之四，研发“二十四伎乐”系列文创产品。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是借用博物馆丰富的馆藏历史文化资源，通过运用创

意设计再现博物馆文化的一种表达与展现方式。“二十四伎乐”文创产品在充分理解与把握乐器特点的基础上，应抓住乐器的

最大价值，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人文故事历程，而这种乐器背后的文化正是博物馆人要展示给观众的。因为“二十

四伎乐”当中涉及的 20 种 23 件乐器许多是从国外流传过来的，所以乐器的收藏保护不能脱离原生环境，乐器制作的材质应本

土化。复原出来的古乐器作为一种物质遗存，最终的目的还是进行文化交流。乐器的制作者和演奏者都是“人”，通过复原乐

器，要试图恢复当时演奏者的感情。乐器的复原过程、乐器演奏技法、工法的展示等都是吸引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何通过影像

记录的方式保存下来，讲好记述好这段故事都将为“二十四伎乐”后续展览提供丰富观感。在文博产品的开发上，加大音乐产

品与科技的融合，开发以手机、移动终端、数据库等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态音乐出版发行体验模式，通过整体创意着眼“乐

器”与“人”的关系，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实现“二十四伎乐”集趣味性、科技性、互动性于一体的多媒体交互式人文历

史传播价值。事实上，文创产品的表达方式、造型艺术、实用功能、审美功能、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都要充分挖掘，

这样文创产品才不局限于书签、文具、围巾、包包等缺乏深度创意的产品，从而形成组合式、故事性、历史人文精神再现性产

品。 

举措之五，实施“二十四伎乐”文创产品的艺术授权。目前，博物馆艺术授权在许多国家博物馆行业当中得以应用，且有

不少成功的范例。博物馆将自己所拥有知识产权的与馆藏品或本馆相关的图像或者商标等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授权者使用；被

授权者按合同规定从事经营活动（通常是生产、复制、销售某种产品或者提供某种服务），并向授权者支付相应的费用——权

利金，同时博物馆给予相应的指导与协助。①5考察国外包括英国、美国、台湾、韩国艺术授权，知识产权、授权是建立在知识产

权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版权产业、知识产业是内容产业，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牢牢把握住知识产权核心的东西。

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要求，通过博物馆授权合作开发，形成设计、制作、图片、出版物、品牌授权几种方式，加以价值应

用。法律层面上，博物馆在授权之前要制定完善、合理的合作契约条款，授权时哪些需要核心保护，授权范围、细分授权、授

权的比例以及授权的具体收费标准等内容都要囊括其中。例如二十四伎乐当中的造型艺术、表演艺术、形象艺术，可以将其分

解成若干种细目，卡通、绘画、服装、头饰、舞台剧等分别授权，交于不同的公司设计生产，这样表面看来，所有内容全部授

权，但彼此之间是相互制约，不能侵犯相应公司的知识产权，要将知识产权的主动权掌握在博物馆自己手中。 

举措之六，博物馆文创人才团队的培养。博物馆文创开发的初期存在人才优势不足的问题，博物馆缺少开发文创产品的系

列专业人才。如果通过异业结盟、策略联盟的方式，可以寻求产业发展合作的最大化。建议由博物馆、高校、科研团队、文化

企业组建“成都二十四伎乐文创产品研发院”。寻求二十四伎乐资源研发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如与省内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

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成都大学艺术学院等联合，既充分利用高校研发团队的资源，又可为乐舞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 

                                                                 

①李乘：《博物馆艺术授权策略研究——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例》，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