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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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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深化对包头市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开发模式必要性的认识，提出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建立产品设计开发模式的研究雏形。方法 尊重地方文化，注意其对文化信息的传

播。通过对背景文化的研究，将纪念性、地域性、艺术性、新奇性与时代特征等因素整体地融入产品

设计中。结论 在产品设计中，既要突出博物馆的特色，又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使产品形态符合现

代人的审美观念，真正做到让游客的游览形式从“逛”景点转换到“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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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rivatives Product Design of Baotou Museum

YANG Si-ni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model of Baotou Museum, raise the basic methods and
principles proposed museum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establish a prototype model of product design and de-
velopment. Respect local culture,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The factors such as memorial, re-
gional, artistic, novelty and time featur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design of the product.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museum
features, but also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ourists, to make the produ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dern concept of aesthetic,
show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n Baotou, keeping the visitors away from running around sightseeing and "guid-
ing" them into "appreciating" the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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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不仅仅是指根据博物馆文

化而设计出的商品，也包含具有纪念意义的产品。

这些创意衍生产品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能够

实现文化的再创造。包头市博物馆位于包头市的市

中心地带，馆藏十分丰富，兼备收藏和教育的功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博物馆的基础功能渐渐弱化，

只有不断开发相关的创意衍生产品，才能使资源得

到更好的利用，促进文化的传播。

1 包头市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方法

1.1 设计主题的确立

创意衍生产品设计主题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寻

求来源。

一是根据博物馆经典藏品形成的设计主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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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设计主题是根据博物馆中的某一个藏品而开发

的。这些藏品通常是博物馆的经典展品，也是某一

地域文化或历史时期的代表物品，或是在人类发展

历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如在包头博物馆现有

的历史文物中有代表性的、体现各个时期的文化及

历史故事的展品有：“新石器时代”的生活用品古柄

石刃刀、骨针，秦汉时期的黄釉陶尊浮雕纹饰，王

昭君出塞画像和昭明镜，隋唐时期的彩陶俑（唐三

彩），明清时期的“大威德金刚”、美岱召大殿、阿

拉坦汗家族供养人像壁画、三娘子壁画等。

二是根据藏品的艺术设计风格形成的设计主

题，这类设计主题既可以是由某个艺术家或设计师

的代表作品发展而来，又可以是由某个历史时期的

艺术风格发展而来。无论哪一类，都具有鲜明的艺

术风格，在艺术发展历程中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是根据地域文化形成的设计主题。地域文化

是以自然环境、城市景观、风俗人情为标志所形成

的特色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彰显着人们独特的生活

方式、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成为本土化的特色标

志。包头是北方的重工业城市、历史上的水旱码头

和货运集散地，是具有鲜明西北特征的城市，如赵

长城、秦长城、水旱码头、五当召等历史标志都可

以成为产品设计的元素。

1.2 设计步骤

博物馆的创意衍生产品设计虽然强调设计上的

艺术性，但是更多的是对文化的要求。由于博物馆

创意衍生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博物馆的文化内

涵，因此在设计中要注意其对文化信息的传播。在

产品的设计上，既要尊重地方文化，又要尊重当地

民族文化，将文化贯穿于设计的始末。

创意衍生产品设计可以分为以下 4 个步骤。

一是对背景文化的研究。通过研究现有的历史

资料和文化古迹，了解地域文化的特色，掌握文化

的表现形式，以便于更好地将文化渗透到产品中。

这里通过深入了解包头市历史文化发展沿革、草原

文化演进过程及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等方面，探寻

包头市博物馆衍生产品的设计思路及设计灵感。例

如，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包头凭借其得天独厚的

水陆交通便利的独特条件，成为内地通向新疆、蒙

古、俄罗斯等地区的畜产、皮毛、粮食的集散地，

号称塞上水旱码头。这样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成为

了众多设计灵感的源泉。

二是设计构思。将纪念性、地域性、艺术性、

新奇性与时代特征等因素整体地融入产品设计当

中。设计构思就是设计概念产生和发展的阶段，随

着各种设计方案、草图描绘、效果图表现等的不断

完善，设计师原创的构思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将有

利于产品设计更加趋近于设计主题。设计构思是阶

段性成果的体现，仅代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能否

实现还需要后续步骤的证实。

三是产品设计。按照设计构思制定设计方案，

确定制作工艺，完善产品的细节。这个阶段设计师

会应用各种技术手段、科学仪器、行为科学等理论，

推断出未来产品所具有的性能和技术指标。例如，

基于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当

地现有的旅游资源而进行的公园景观缩微模型设

计，模型中主要由漂浮式蒙古包建筑构成，配合蒙

古族特色图案形状的码头，充分展现了包头市东河

区特色的历史文化，展现了昔日水旱码头的繁荣景

象，成为了包头市文化宣传展品中的一件艺术作品。

水旱码头缩微景观设计见图 1。

图 1 水旱码头缩微景观设计

Fig.1 Miniature landscape design of nomadic pier

四是交流与评估。通过系统的设计检查来确保设

计项目最终达到设计目标，及时排除设计中存在的问

题，确保设计质量，最大程度降低产品开发风险，以

专业的角度审视产品，在保证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

一步对产品进行优化，使产品既满足文化上的创新，

也满足审美上的要求。其中需求评估阶段是最重要的

环节，因为这一阶段需要确保设计定位的正确性，明

确体现产品特点的重要需求要素。例如，水旱码头缩

微景观产品设计中，消费者对它们的需求重点是要鲜

明体现出包头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同时它的纪念

性和良好的外观展示性也非常重要。

2 包头市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原则

2.1 突出包头市地域文化特色原则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很多地区都推出了博物

馆衍生设计产品，但这些产品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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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具备应用价值，也失去了产品的文化价值，

因此，在进行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时，首先

要对博物馆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认真分析博物馆的

特色，将这些特点融入到产品设计中去。游客在旅

游时都希望能够买到具有特色的产品，如果产品没

有突出地域的特点，很容易让游客失去购买的欲望。

包头市历史文化悠久，博物馆的馆藏也十分丰富，

为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产品的

设计中，要挑选博物馆中具有文化特色的产品进行衍

生设计。如根据包头市博物馆中陈列的阴山岩画，设

计出满足现代人生活需要的产品。在包头市博物馆中

阴山岩画藏品数量丰富，形态各异，具有很大的观赏

性。岩画见图 2，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住、行等各

方面的生活，在阴山岩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岩

画也被称为艺术的画卷，因此这些岩画作为博物馆中

的特色展品之一，曾被评为文物精品。在创意衍生产

品的设计中，可以从这些古老的岩石中寻找灵感，设

计出符合现代生活需要的产品。这种设计不仅能够体

现包头市的文化特色，为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

也能展现产品的使用价值，赋予其文化价值。岩画元

素的 U 盘设计见图 3，主要特点为引用了岩画的元素，

表面为凹凸触感，边框为金属材质，背面刻有包头市

博物馆馆名及标识。

图 2 岩画

Fig.2 Rock painting

图 3 岩画元素的 U盘设计

Fig.3 Removable disk design

根据包头市博物馆的历史古钱币为原型，赋予

钱币古铜质感，突出了博物馆的历史印记。挂饰设

计见图 4，以小型配饰作为依托，宣扬民族特色文化。

采用八卦行图、甲骨图文等元素，既可以丰富配饰

的美好寓意，又能够代表包头特有的青铜币文化的

特殊历史时段，表达了包头原有的商品贸易经济和

晋商文化与本地文化的交融的深远意义。

图 4 挂饰设计

Fig.4 Strap design

2.2 消费者需求细分设计原则

由于游客年龄和爱好上存在差异，对文化的需

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中，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以满足不同个体的需要。

对于低年龄段的儿童，可以为其设计文化图册，

展现草原风情。由于儿童处于特殊的年龄段，对文

化的认知还停留在较浅的层面，过于晦涩的设计反

而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因此在设计中要结合儿童的

特点，为其设计具有观看性的图书或彩绘画册。将

草原上的美景体现在图画中，帮助儿童更加直观地

理解文化。对于艺术爱好者，可以增加设计中的艺

术元素，将艺术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元青花是包

头市博物馆中的重要展品和首要专题，不仅具有艺

术上的美感，而且也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设计刻

有元青花图案的梳子，并配以相同图案的包装盒，

这样的设计能够提高游客的购买欲望，使文化得到

更好传承。对于青年游客，可以强化现代感和时尚

性，针对其这一需求，可以设计出具有地域特色的

钥匙链。Q 版昭君钥匙链及包装设计见图 5，以包头

市博物馆藏画“昭君出塞”为原型，造型可爱乖巧，

金属材质，便于携带，适合年轻游客使用或作为具

有包头特色的小礼物馈赠给亲朋。

2.3 创新产品的设计

随着时代的发展，旅游产品也在不断进化，现

有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这就为博物馆

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保留

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产品的创新，成为创意衍生

产品设计中的重点。例如可以变换历史人物的形象

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包

头市的历史名人有很多，三国时期的吕布就是其中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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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Q 版昭君钥匙链及包装设计

Fig.5 Wang Zhao-jun key chains and packaging design

在以往的设计中，该人物往往都是一种正襟危坐

的形象。在创意设计中，可以变换这种形象，尽量体

现设计上的人性化。例如可设计吕布玩偶，将人物的

萌态展现出来，提高游客的购买欲望。也可以将文化

渗透到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上，如设计出印有“天降

单于”字样的亲子装，并配以醒目的颜色。创意挂钩

设计见图 6，结合包头历史和蒙古族文化，以蒙古战

车形态、祥云图案、蒙古族文字、昭君形象等元素，

设计成家居用品挂钩，既能够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

中，又可以使文化得以更好传播。

图 6 创意挂钩设计

Fig.6 Creative hook design

“鹿城之筷”设计见图 7，在日常生活中，筷子属于

必需品，将博物馆的文化元素融入到筷子的设计中，

图 7 “鹿城之筷”设计

Fig.7＂Lucheng chopsticks＂ design

可以有效地扩大创意文化产品的传播范围。用不锈

钢作为筷子的材质，在制作过程中，对其进行中空

防烫处理，为了避免筷子在使用过程中过滑，可以

在其底端进行花纹雕刻。最后，在筷子的顶端融入

包头市博物馆中的元青花元素，将包头市特有的文

化元素融入到筷子设计中，不仅使筷子具有美观感，

而且还能对包头市的文化特色进行有效传播。

3 包头市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意义

3.1 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功能

由于博物馆的建设规模较大，而游客的游览时

间有限。很多游客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参观，对文

化的理解也较为片面。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

能够更好地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功能。游客可以将富

有纪念意义的产品带到生活中，通过这些产品回忆

起博物馆中的相关展品，逐渐加深对文化的理解。

博物馆还可以为游客提供相关的视频资源，让游客

对地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在博物馆的参观中，很多游客都抱着逛景点的

心态进行参观，忽视了对文化的了解，这种现象不

利于当地文化的传播。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

能够使游客在游览景点的基础上了解当地的文化特

色，加深对博物馆的印象。

3.2 有利于文化的宣传

由于博物馆建设上的特殊性，导致宣传工作很难

开展，虽然相关展会的举办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但是游客往往来自于较近的地区。博物馆文化与其他

文化不同，游客只有深入到博物馆内部，才能真正感

受到其文化上的内涵。博物馆衍生品的设计改变了这

一现象，能够加大文化的传播力度。由于游客来自于

不同地区，对文化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游客将文化创

意衍生产品带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也赋予了文化新的

意义。创意衍生产品的设计，能够使静态的展品变为

动态的文化，在更多的人群中流通，并通过游客的活

动将这些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区，也使更多的人了解

博物馆的文化，对文化宣传十分有利。

3.3 带动经济的增长

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设计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经济的增长。首先，创意衍生产品本身就具有

一定的经济价值。游客通过购买产品了解相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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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通过产品的销售来提高经济收入，并通过加强

产品的创新形式，使产品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需要，

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其次，创意衍生产品的

设计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游客通过博物馆创意衍

生产品了解当地的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播出去，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为当地创造更高的经济收入。

4 结语

博物馆是展现地域文化的重要场所，博物馆创

意衍生产品的设计能够扩大文化的传播范围，更好

地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色。在博物馆创意衍生产品的

设计中，要针对游客的特点，突出博物馆的特色，

提高设计的针对性，使产品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需

求。同时，也要突出文化上的创新性，使产品符合

现代的审美观念，真正让游客的游览形式从“逛”

景点转换到“品”文化，更好地完成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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