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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在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强调设计创新的大背景下，如何从方法策略层面扎实有效地开展

产品设计工作。方法方法 文化产品不能以广告语“恒源祥——羊羊羊”强制重复的方式去影响消费者的

视觉及心理感受，简单粗俗地将文化标识以创口贴形式强加于产品势必达不到良好效果。“以文化促

创新、以创新谋策略”是相辅相成作用的。结论结论 基于文化，强调创新，以创新角度，理顺产品点、线、面

各层级关系，有待学界每一份子、业界每一位设计师的关注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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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 should we conduct solid yet effective product design in respect of it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s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much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culture innovation and design innovation.cultural products should
not be presented in a simple and crude manner as it will only result in visual and psychological displeasure of the consumers.
Heng Yuan Xiang，a famous textile company served as a bad example in this regard as it imposed its cultural identity on its
products in a bandaid manner.The concepts of "promote innovation with culture" and "seek strategies through innovation"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innovation is emphasized on the basis of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elements at each
level of production is rationalized in respect of innovation. This approach is worth the attention and efforts of each intellectu⁃
al and designer in the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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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研讨

谈及产品创新，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往往是产品技

术革新或功能突破。然而相对于看得见的实体层面，

不可见的精神层面亦可以有创新，这其中包含有文

化、情感、体验等内容。文化要嫁接于产品，不能仅以

喊口号或激进式的传递方式进行，这其中考验的是设

计人的智慧与策略。

1 文化创意产品的相关背景

中国历史久远、地域广袤。历经了千百年的积淀

与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地域文化如珍珠般闪耀，

这些都已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精神基石和情感基

因。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文化+创意=财富”的产业

类型，文化在创意产业中处于核心地位[1]。文创产业

需要有文创产品作为实体依托。从实现途径看，文化

创意产品可以是源于文化背景的产品设计，也可以是

在产品设计中引入文化作为重要考量依据。文创产

品以文化为根基，以创意为法则，汇集了设计人的知

识、智慧与感悟。在实现手法上，文化创意产品主要

透过将文化蕴含的隐性因素转译为显性的设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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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设计为文化因素寻求一种符合现代生活形态的

新语言，探求使用产品后对人精神层面的满足[2]。随

着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快速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意

识日益提高。面对日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大家

对于基于文化背景的产品需求亦将愈发强烈。相关

数据表明，我国居民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总消费在2008

年时只占GDP总额的不到4%，依长期走势看，居民消

费的绝对额虽然不断增长，但文化创意产品消费占居

民消费的比重在过去10年间仍徘徊不前[3]。上述情况

对设计人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基于文化背景的

产品设计及相关研究大有可为。

2 文化产品设计策略

2.1 以文化促创新

文化被大家所热议。而大众更热衷于相对表象

且浅显的表述——流行。流行并不是意味着肤浅，它

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流行、趋势、大趋势这

三者其实并无大的差异。当下大家的简单关注即是

流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变化它持续扩散演变

为趋势，更有甚者进一步变化为大趋势。大趋势持续

发酵，造成同一时期全世界存在且受到综合性的影

响，这种影响超越一时心血来潮并引发长期性的关

注，那即是文化[4]。由此可见，文化具有克服世代差异

的连续性，它需要时间沉淀与累积，其内涵亦会随着

社会发展日久弥新。

人们日常接触的生活用品看似平常，若不变革其

功能技术，要想取得本质上的创新与飞跃，毫无疑问

文化基因的植入尤为关键。这里所讲的“文化”，是一

个特定时空内，一群人过着的一种生活方式[5]。传统

器物与现代产品的差异是由时间和空间位移转换而

形成的，现代人回不到以前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情境

改变。故不能直接以拿来主义的方式简单粗暴地表

达人们对于文化的态度。在品牌中对于文化理念的

阐述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回溯，从记忆中延续; 另

一种是针对当下的需求，来找寻文化的感觉[6]。原本

其貌不扬的胶带纸造价低廉，因印有康熙皇帝的御批

手迹“朕知道了”，便在台北故宫热卖。2013年7月台

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文化创意产品“朕知道了”胶带，见

图1，截至2013年8月销售额已近300万台币（约61万

元人民币）[7]！“朕知道了”实际来源于大清康熙皇帝

的御批手迹。按台北故宫表述，此四个字缘起于“朕

安”与“知道了”的合成。文案中“朕知道了”，大意为

“你们所奏之事，朕知道了”。创意伊始，“安”字被减

弱，也正好是此字去掉，让整个语意悄然变化。“朕知

道了”这样的语言表述融入了当下生活的禅味，既显

得通俗易懂，又让大家对帝王高高在上的敬畏之心转

变为一种平易近人之情。“朕知道了”已成为台北故

宫销售最为火爆的纪念品，前来购买的人群络绎不

绝。如此一来，文化赋予产品的高附加值能让平庸的

胶带纸顿时焕然一新。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交融汇

织。对于外来文化，人们往往盲目推崇而忽略了对自

身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化嫁接于商品，商家通过提

供产品来满足消费者使用功能需求及高层次精神需

求。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一方面创意产业可以吸取

传统及地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文化元素可以通

过这种方式得以发扬。如此一来，中国制造可转变为

中国“智”造[8]。技术日益同质化的今天，要想在国际

品牌的竞争中拔得头筹，作为增值手段，在产品设计

中传承传统文化及地域特色显得尤为关键。对地域

及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不断挖掘正是产品设计创新源

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2.2 以创新谋策略

近些年以来，随着跨文化、跨领域、跨国界的交

往，中国的设计面貌不断在各个舞台得以呈现。为彰

显中国设计、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不少设计师在做产

品设计时会有意或无意地“捎上”文化符号或贴以标

签。然而，强扭的瓜不甜，这其实是一种不自信与不

确定的表现。“中国风”胡乱刮、“文化符号”随意用，所

谓高大上有内涵的“文化产品”比比皆是。传统元素

及符号亦逐渐成为设计的一种“修辞”表象。对于文

化元素植入产品设计，如今相当多的研究仍侧重于文

化符号引用，而且这种引用是非常直接的。文化元素

或符号不能仅作为产品设计的一种“表层皮肤”存在，

其在产品设计中需要担负起除视觉效果之外更有意

图1“朕知道了”胶带

Fig.1 " I Know " adhesivetap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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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价值及作用[9]。在产品的横向比对尚不够紧密、

纵向文化研究也欠深刻的前提背景下，对传统及地域

文化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复制+粘贴的表面功夫

上，必须反映出相应的文化内涵和特质。

2.3 基于地域和传统文化的创新手法

2.3.1 文化语言的符号化

文化命题时常困扰着设计人，它让人想触及却又

不易把握。因为这需要设计人自身知识积累、生活历

练与思想修行。文化符号及标签化的泛滥主要是源于

符号标签表意直截了当，能马上“看出效果”。时下做

产品设计不加思考盗用、滥用文化的情况常有发生。

广州美术学院张剑老师曾说过：“当你还没能力玩文化

时，最好先别碰它。”类似涂抹中国红、张贴祥云纹一

样，某些设计师的不负责任很容易导致假、大、空伪文

化不假思索的传播。基于文化涵盖的广度和深度，在

文化创作伊始设计师就需抱以敬畏之心、持审慎之态

度，量力为之，切不可粗制滥造。符号化的设计方法大

致有以下步骤：（1）细解读，尝试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将

要抓取的文化归纳总结，用设计师的语言去理解，将其

抽象为若干特定关键要素；（2）巧定格，尝试将关键要

素定格在某个代表性的片段或画面；（3）找元素，将这

种画面寻找合适的元素或符号；（4）活运用，合理地将

元素运用于恰当的产品载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

设计向大家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文化。四大发明之一的

纸由丝绸之路传播开来，人类文明亦随纸的出现得以

传播。火炬设计语言取自传统中国纸卷轴，不仅传递

给世人纸是中国人的伟大贡献，也寓意着纸对文化理

念的传播，同理转译到火炬对于运动精神的传递与价

值。作为装饰语言的祥云文化在中国历史久远，极具

艺术观赏性与文化代表性。从符号语言来看，祥云、纸

轴与载体火炬的关联是恰当的。符号带有高辨识度的

信息，其本身已有寓意，即使设计师不去诠释，大众亦

会解读。符号是精神及文化层面最浅显、最表象的外

在形式，因此文化符号化的处理手法是把双刃剑。用

好了效果得体；错用了即“失真”。

2.3.2 文化语意的转译

不同于现代人的生活环境，文化代表着时间与地

点的某一个截面或某个维度。因其表意不同，若直接

将传统文化语意融入现代生活，使其自然而然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不那么容易。透过对传统材料、加工方式

研究与理解，文化语意可并将其与现有产品相结合，

并用当下人能感知的方式转译表述。传统杆秤用秤

星即镶在秤杆上的金属小圆点进行计量，是中国劳动

人民创造发明的[10]。相传十六两制旧秤的秤星，其中

每一颗星都代表一个星宿来标示刻度，用者依据秤砣

在秤星的位置来读取物品的质量参数。随着社会发

展，弹簧秤、电子称因其可读性和易用性，使用者愈来

愈多。如今会看秤星的人越来越少，使用杆秤则更少

之又少。杆秤虽不在，大家对刻度的认知还有，对杆

秤的情怀还在。由笔者指导设计的《中木》香座台见

图2，刻度借助传统秤杆的刻度来隐喻时间的流逝，虽

不够电子计时精准，但亦在述说“时间在走，时空在

变”，此作品获首届“中国创意”产品设计大赛金奖。

这种方式让人在细细体会生活的同时也很好地演绎

了传统禅味。

2.3.3 旧物的再设计

旧物浓缩着人的生活情感。将原有的、日常的产

品再升华、再创新，可以使其更好地融入人们的日常

起居。材质语言依托形式和造型存在。借助材质这

种特有的表情语言可反映产品的特征与情绪。由笔

者指导设计的《竹香新语》，见图3，使用竹篾作为装饰

材料，尝试浙江地区竹篾手艺人的手法将竹篾用混编

的形式包裹素白茶具。材料的结合使用向大家呈现

了设计与地区手工艺结合的可能性。在产品的功能

实现方面，竹编部分的介入让冷色调的白色陶瓷有了

纯朴的温暖感，非全包裹的风格起到了国画中留白的

意境和效果，同时竹制材料也起到了充当陶瓷缓冲保

护的作用。如此一来设计使得原有的、已保留的地域

及传统文化不仅能看，还能使日常生活中的旧物焕然

一新，真正走入百姓生活、让百姓用起来。

2.3.4 文化的共生与促进

每个区域都饱含地域文化，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特

色。设计人应当充分理解地域文化，洞察当地人们已

有生活方式，发现找寻新方向。地域的、传统的东西

（包括实体物件也包含看不见的手艺与文化传承）不

应是老旧、有地域局限的，也不应该静静地躺在博物

馆或美术馆里供人念旧欣赏。品物流形基于对制作

余杭纸伞的70多道工序进行了拆解，于地域手工艺

图2 《中木》香座台

Fig.2 Scale Hong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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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又汲取了可用于当下设计的工艺、材料和灵感。

“From余杭”，将余杭地域手工艺与余杭文化重新解

构，融入当代设计中[11]。据悉品物流形为了深入了解，

考察调研了余杭各大村落，耗时四年多时间，与余杭

十多个传统手工艺师傅展开深度学习、合作，余杭纸

的未来展览见图4，在米兰设计周闪亮登场，让人们深

感中国设计的魅力与地域文化再设计理念。Paper

Chair 从余杭纸伞传统工艺（余杭纸伞的传统工艺是

一种传统手艺，它需要将皮宣纸先抹上天然胶水，而

后将宣纸一层层用心糊在伞骨上）中来，同时回到寻

常百姓家生活中去。设计师大胆设想，尝试用纸伞工

艺做椅子，Paper Chair 既有宣纸韧性与细腻质感，产

品又具备温暖的触感。看似柔弱的宣纸由于有余杭

特有的纸伞工艺给椅凳提供完美的支撑，具备不亚于

实木的牢固度。在整个设计实施过程中，安徽泾县宣

纸作坊制作宣纸，糊纸工艺由糊伞师傅与设计师合力

完成。“From 余杭”将余杭的地域手工艺重新点燃、解

构之后，又融入当代设计创作。这种实验性的尝试，

不止限于伞、灯、家具（点）层面，亦是对相关家居产品

（线）乃至对于整个余杭地区传统文化及手工艺的发

展、地域及传统文化（面）的振兴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

促进作用。该项目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呈现了现代设

计与地域文化的共生关系。“共生”理念对余杭的文创

产业亦是一个启发。从独特的文化对象中适当地提

取设计元素并巧妙地融入到产品设计中，提高了产品

的文化附加值，伴随着产品的使用，又能在日常生活

中不断传播这些特有文化，实现了应用与传承文化的

双重效果[12]。余杭区政府多年来花了很大精力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亦通过各种展会平台，推广余杭区域

的文创产业，与企业合作尝试一种城市形象推介新模

式，建立起余杭的城市品牌。这种突破不是单一的产

品，而是从产品带动产品线，由产品线拉动产业，再由

产业带动区域文化的整体提升。

3 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其璀璨的传统文明及地

域特色值得所有设计师好好珍惜并加以利用。优秀

设计总能被赋予文化的烙印，无论是德意志的理性，

还是日本和式风格的文艺，归结起来，设计不是以单

一的某件产品存在，而因以整体的面貌彰显其本民

族、地域的文化强音。小到文化产品、产品线，大至衍

生行业、整个业态、社会层面，文化在向消费者传播这

种独特价值的过程中，既满足了消费者的物质欲望，

又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共有的生活形态，相似的

生活体验与共同的文化记忆最易感动人。对于设计

与文化的融合，一直是设计师在不断探索中应该思考

的，期盼大家能从中找到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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