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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面向地域文化进行系列化产品创意设计的方法。方法方法 对产品系统设计的层次及内

涵进行剖析，结合该方法的特点分析在系列化产品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的方法，强调地域文化符号的

提取、抽象、移植与变异，并进行系列化产品创意设计的实践。结果结果 从横向和纵向两条途径提出了面

向地域文化进行系列化产品创意设计的方法。结论结论 文化特色的表达是提升产品附加价值的重要手

段，而面向地域文化进行产品创新设计是发展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及提升创意产品设计水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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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s of products serie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Method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t levels and contents of product systematic design，and analyzes the essential design procedure reflecting reg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with emphasis on the extracting，abstracting，trans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 the typically cultural
symbols，and finally carries out product innovative design practices.Result We conclude the systematic design methods of in⁃
novative product from horizontal and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s.Conclusion Conveying of cultural semantic serves as an im⁃
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product′s additional value，and systematic design of innovative products based on regional cul⁃
ture can be an efficient way for improving both creative industry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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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快速发展，已成为很多

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虽起步较

晚，但发展迅速快，并受到来自政府、企业、学界等多方

面的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主张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强

调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设

计也是第一生产力”，这表明产品创新设计已经从企业

行为上升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地位。在此背

景下，创意产品（特别是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设计就

愈显重要，彰显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产品创新设计成

为设计师与设计理论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1 地域文化与创意产品设计

德克霍夫认为由于设计是文化意义上的人造物

的可看、可听和有肌理质感的外在形式，所以设计是

“文化的肌肤”[1]。文化是孕育优秀设计的土壤，而产

品又总是以一定的文化面孔呈现在世人面前，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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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及传播本土文化的功用，这就是设计的文化属

性。IKEA产品设计的雅致根植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深厚的手工业传统，同时也源自对现代设计的学习；

SONY产品设计的精细来自对国家资源的思考和对于

“小、巧、空”等东方哲学的崇尚——这些优秀的设计

皆源自于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于平实的产品设计

之中凸显出本土文化的气息。相反，如果产品设计一

味从技术出发，缺乏对文化特性的考虑，就很容易沦

为简单的形式主义，甚至陷入模仿与抄袭的泥潭。

克鲁伯认为文化是一整套行为的、和有关行为的

模式，该模式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流行于某一群体[2]。

确切地说，文化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

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

方式、价值观念等。而所谓“地域文化”则是指在一定

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不同地

域内人们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便导致了地域

文化的差异性。由此可见，地域文化与文化在概念上

没有太多差异，不同的是地域文化重点研究在一定空

间范围内，特定人群文化的起源、发展、功能，研究其

行为、信仰、习惯、社会组织，以及通过这些所反映出

的“地方性”[3]。因此，在研究文化与创意产品设计的

关系时，人们往往会以地域文化为抓手，以某地区或

民族（人群）的特定文化为出发点，研究其在创意产品

设计中的应用。

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愈加明显，在

城市规划、建筑景观、创意产品等设计领域，“形式雷

同、千篇一律”的现象更加严重。当前，人们已认识到

基于地域文化进行创新设计的重要性，并在城市规划[4]、

建筑设计[5]、景观小品设计[6]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设计实践。在创意产品设计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多

集中在旅游纪念品[7-9]及产品包装平面设计[10]方面。由

于与地域文化的直接联系，旅游产品设计是该领域研

究的第一个热点，当前的研究侧重面向地域文化的旅

游纪念品设计原则、开发模式及设计实践等方面；同

时，产品包装、标识设计等平面设计工作也是研究的

热点，地域文化往往外显为具有特定区域特色的造型

符号，包括建筑、服饰、刺绣、印染、陶艺等物质文化符

号，从中提取的体块、图案、线条、色彩等符号很适合

应用在平面设计中，并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而，产

品创意设计远远超过旅游纪念品及包装设计的范畴，

某些成功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证明了这一

点。常州的“中华恐龙园”主题公园通过创意设计突

破了资源的限制，不断放大的恐龙文化效应进一步拉

长了产业链，开发了卡通衍生品及其他千余款自主研

发玩具，逐渐形成集主题公园、休闲旅游、动漫投拍、

衍生产品开发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成为当地文化创意

产业开发的典范。

可见，面向地域文化的产品创新设计并不局限于

某一款或某一类产品的开发，而应该是通过衍生品的

设计扩大特色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

创意文化产业。其中的关键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特色

性和系统性，强调地域文化的特色性是为了塑造鲜明

的品牌形象，而强调系统性则是为了扩大产品范围，

为强化品牌形象服务。面向地域文化的系列化产品

创意设计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的。

2 面向地域文化的系列化产品创意设计方法

作为现代产品设计的重要方法之一，产品系统设

计是系统论、信息科学与设计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将设计的概念从实物水平上升到复杂的系统水平，

认为产品设计是一个过程系统，而且，从属于更大的

系统[11]；同时将系统论的思想运用到产品设计中，从

人－机－环境系统的角度，在与社会生产、生活形态、

生活方式及生产制造技术、审美及时尚、产品生产－

使用－废弃的过程等方面的联系中展开设计[12]。

一方面，产品系统设计不仅将设计过程视为一个

系统工程，而且将产品也视为一个系统，这体现在三

个层次上：（1）产品本身是为实现某一功能而由不同

零部件组成的系统；（2）产品与产品、产品与人之间构

成一个系统，工业设计中经常研究的人机系统即为此

例；（3）在产品生产、使用、报废、再利用的整个生命周

期中，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始终可以理解为一个系

统。另一方面，对应产品系统的不同层次，产品系统

设计的方法也有所侧重，见表1。（1）为了提高零部件

的互换性、通用性，经常采用标准化设计、模块化设计

的方法；（2）从产品之间及其与用户的关系入手，经常

采用情感化、趣味性设计的方法，并采用系列化设计

的方法，突出产品族的共同特点，使同一品牌的产品

具有统一的识别特征。这是产品系统设计的主要方

法，也是本文所采用的方法；（3）为了使产品在整个生

命周期中尽可能的减少对环境的损害，经常采用绿色

设计、生态设计的方法，使用绿色材料并考虑其在报

废后的再利用问题。

面向地域文化进行产品创新设计，主要目的是开

发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新产品，同时能适当拓展产品

范围，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使产品成为传播地域文

化的名片。为了达到此目的，关键工作表现在两方

杨玲等：面向地域文化的系列化产品创意设计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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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创意产品应恰当地反映地域文化的特色性，

摆脱产品面貌千篇一律的局面；二是要注重文化衍生

品的设计开发，扩大地域文化的影响力。与此对应，

在具体的产品设计中首先要抓住特色性的地域文化

符号，从繁多的文化符号中提取最具代表性的造型符

号，并将其应用于新产品的设计开发之中；其次要开

发多样性的文化衍生品，最合适的方法就是系列化产

品设计，并形成文化特色鲜明的产品族。

面向地域文化的系列化产品创意设计方法见图1，

首先从某地域文化中提取具有特色的典型文化符号，

该符号可以是该地区经典的建筑形式、民族服饰、手工

艺产品、宗教艺术等，然后从横向及纵向两条途径进行

产品创新设计：（1）横向的系列化产品设计思路，提取

单一的特色造型符号，围绕该符号，进行不同类别的创

意产品设计，这些产品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色及造型语

义，构成系列化产品；（2）纵向的产品族设计思路，提取

多个同一主题的特色造型符号，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同

类别的产品族创新设计，这些产品具有相同的文化诉

求，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效应。

3 设计案例

重庆市大足石刻闻名遐迩，石刻内容以佛教文化

为主，同时具有世俗化、生活化和大众化的特点，既有

中华民族自身的审美意识又有巴蜀文化的地域特色，

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杰作。同时，大足

双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五金产品生产历史长，在

国内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被誉为“五金之乡”。如何将

本土的佛教石刻文化与五金产品制造业结合，开发具

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是当地企业乃至政府部门共同关

注的问题。按照图1提出的设计方法，面向大足本土

文化进行五金产品创意设计时，首先应提取当地最具

特色的文化符号，然后围绕该符号从横向与纵向两个

方向进行产品创意设计。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最具大

足本土特色的文化符号为宝顶山的佛教文化石刻，而

其中最典型的又是近8 m高的“六道轮回”石刻，选择

其作为系列化产品创意设计所依据的本土文化符号。

“六道轮回”石刻形象地体现了佛教文化中因果

轮回的核心教义，该内涵语义反映在产品设计中，可

以很直观地对应于同一产品的不同使用状态、不同层

次定位的产品族或者寓意生命（时间）的生生不息。

按照图1中的横向设计思路，根据“六道轮回”石刻的

文化内涵，参照其六等分的结构特点、视觉形象及象

征意义，笔者分别设计了心情台历、旋转灯具及汤勺

三款产品，见图2。

心情台历的造型设计来源于石刻的形态及结构

特点，采用具象的模仿形式，直接将石刻的圆盘与六

等分排列的条形石刻移植到新产品的设计之中，甚至

保留了石刻边缘线条的本来形式，以此达到最大化保

持石刻特色的目的。六等分的圆盘区域分别代表充

实、愉快、轻松、空虚、苦恼、疲劳6种心情状态，用户可

以根据自己每天的不同心情将配套的日历棋子（由磁

石制作）吸附在相应的区域，达到记录每日心情的目

的，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旋转台灯的设计主要参考石

刻的结构特征及“轮回”的可旋转语义，在具体的设计

中没有采用移植的模仿手法，对石刻的线条、形态等

要素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例如从顶视图来看，圆盘与

分割石条的相对关系进行了调换、石刻的边缘线条也

由曲线形式变换为直线。该灯具打开后六扇灯页会

随中间轴360°旋转，以此寓意生命的生生不息。汤

勺的设计则没有直接对石刻的形态特征进行模仿，而

是根据该石刻的寓意将汤勺设计为6种不同风格的产

品系列，符合大足石刻将佛教文化与世俗生活相结合

的艺术特点。根据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手柄上

的纹饰进行了区别，每只勺子用其独特的花纹来代表

轮回的每一道，如代表三善道（天道、人道、修罗道）的

汤勺镂空花纹设计整体偏向圆润、柔和，线条更偏向

女性的柔美，展现富裕、繁荣的感觉。虽然六把汤勺

的镂空花纹不一样，但将底部统一都雕刻莲花纹，增

强系列化产品的同一感。以上分别从3个不同的层面

（直接模仿、部分修改、全新创造）围绕“六道轮回”石

刻这一文化符号，进行了创意产品设计，在设计中应

用了移植、变形、修改、创造等手法，形成了具有同一

图1 面向地域文化的系列化产品创意设计方法

Fig.1 Product series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表1 产品系统的层次与对应的设计方法

Tab.1 Product series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产品系统的层次

产品自身

产品-产品/产品-人

产品-环境

产品系统设计的方法

标准化、模块化，通用设计

系列化/产品族设计、人性化设计、情感

化设计

绿色设计、生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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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系列化创意产品。

大足石刻以佛教文化为主题，其造像以佛教故事

场景及人物雕像为主，其中有很多典型的人物姿态。

如果以这些特色鲜明的人物姿态为原型，对其造型特

征（主要是线要素）进行提取、抽象、简化与应用，则可

以设计出能够生动体现佛教文化的产品族。笔者按

照图1中的纵向设计思路，选取大足石刻中佛教人物

造型的3个典型姿态，提取其特色造型曲线，并进行进

一步的抽象与简化，设计过程见图3，最后将这些造型

特征应用于办公文具产品族的创新设计，设计圆规、

胶带分割器、裁纸刀等3个新产品。它们采用相同的

材料、色彩、表面处理等造型语言，既具有相同的文化

主题，又符合发展大足传统五金制造业的需求，是将

传统地域文化与现代设计制造相结合的实例。

4 结语

面向地域文化进行创意产品设计既是提升产品

附加值的实用方法，也是传播优秀地域文化的有效途

径。通过分析地域文化与创意产品设计的关系，得出

系列化产品设计是实现地域文化与创新设计相结合

的重要方法。在分析产品系统设计观念与方法的基

础上，提出了面向地域文化进行系列化创意产品设计

的两条途径，并通过具体的设计实例对该方法进行了

验证，希望对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水平提供

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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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六道轮回”系列创意产品

Fig.2 "Liu Dao Lun Hui" series

of innovative products

图3 文具产品族

Fig.3 Stationery produc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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