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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世界文化遗产，即沈阳故宫为研究对象,探讨博物馆文化衍生品的创新设计策略和有效途

径。方法 采用“矩阵”式分析法，系统地梳理沈阳故宫可供研发的文化资源和创新元素，提炼文化符

号，依托适合的衍生品载体研发博物馆系列化衍生品。结论 以提高文化附加值为导向，以“文化符号+

产品载体”形成系列化产品是一种更系统的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研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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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sign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of Cultural Product in Shenyang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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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Shenyang Palace,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discusses the museum 

cultural products innovation design strategy and the effective way in this article. Using the matrix analysis method, it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ve elements available for research and design in Shenyang Palace, 

from which to extract cultural symbols, relying on the appropriate product carrier, design series products. To improve 

cultural value-oriented, "cultural symbols + product carrier" to form a series of products is a more systematic way of mu-

seum culture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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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市场逐

步分化，高端文化旅游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旅游模

式，针对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群

众艺术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其他

文博单位的旅游品鉴活动越来越多，同时也催生了海

量的文化创意产品需求。许多美术馆博物馆业已开始

着手开发馆藏资源的衍生品，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和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案例非常典型，对沈阳故宫的文创

产品研发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在博物馆文化发达的

美欧日等国，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单位大都设有专门

的主题礼品店，针对馆藏资源开发的特色衍生文创产

品琳琅满目，设计精良，参观结束后购买特色纪念品，

已经成为深度文化旅游的一个必要的收官环节。 

我国博物馆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市场潜力巨大。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倡议的《关于推

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要

求各文化单位依托馆藏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但

在观念上，大多的文化单位尚未将衍生品创新设计当

做文博事业的必要一环，缺少高品质的设计研发和高

【选题策划：地域文化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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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产业合作途径，“千馆一面”成为博物馆文创产品

的基本面貌。无个性、同质化、低端化成为制约我国

博物馆旅游纪念品乃至整个旅游产品产业发展的重

要瓶颈。 

1  沈阳故宫的旅游纪念品开发现状 

1.1  沈阳故宫旅游资源的价值 

沈阳故宫，原名盛京宫阙，后称奉天行宫。沈阳

故宫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 完整的皇宫建

筑，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

满、蒙族建筑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

值[1]，1961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 7 月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北京及沈阳的明清皇家宫殿”项目。沈阳故宫

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 富盛名的旅游景点，每天接待

大量海内外游客，若依托其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厚文化

资源开发文化衍生产品，不但可以向海内外宣传沈阳

故宫所承载的独特历史文化，还可以以衍生产品为载

体，实现不菲的商业价值。 

1.2  沈阳故宫文化衍生品开发现状 

沈阳故宫的文创产品研发启动较晚，2014 年才

成立了文创产业部，目前已开发的纪念品包括书签、

挂件、珍藏币、包袋、酒、明信片等大约 600 多个品

种。系统分析其旅游产品现状，会发现虽然这些纪念

品上附有沈阳故宫的代表性元素，但开发着眼点仍旧

处于散点式分布，现有的“八旗酒”和“永福”等产品序

列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整合理念，但系统性仍有待加

强，以形成强力有的品牌特征，充分体现沈阳故宫其

应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 

从沈阳故宫衍生品树（见图 1）可以看出，现有

的衍生品主要包括学习及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及配件、

酒类食品、装饰品摆件、首饰配件、生活用品等，而

如服饰品、家具、日用陶瓷、文房用品、玩具（包括

铠甲兵器等）、画册图书游戏等衍生产品相对较少，

而这些产品却往往构成博物馆等机构文创产品的大

宗，销售量和销售额在各大博物馆的衍生品销售中也

占比较大。另外还可以发现，沈阳故宫文化衍生品在

现代性方面仍有待加强。塑造历史悠久但却充满活力

的故宫品牌印象，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兴趣认

识沈阳故宫，并进一步了解沈阳故宫背后丰厚的历史

文化。 

从经营模式看，沈阳故宫的文化衍生品以自营为

主，少量的衍生品为合营模式。而如台北故宫博物院

则早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艺术授权体系，包括图像授权、

出版品授权、品牌授权、委托定制等，2010 年通过

 

   

图 1  沈阳故宫的衍生品树  
Fig.1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ree of Shenyang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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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授权经营收入超过 3.2 亿新台币[2]。沈阳故宫的

文创产品在授权经营这一领域仍有巨大的商业潜力

可挖掘。 

从沈阳故宫的藏品资源看，家具、陶瓷、服装、

游戏等产品在设计生产和商业运营上需要庞大的资

金、人力和销售网络，这些产品 适合授权给有经验

的专业公司来经营。以服饰为例，沈阳故宫现藏清宫

服饰约有二、三千件之多，它们等级规格较高，制作

精美，充分体现了清宫服饰外表奢华与等级森严的特

征[3]，可供开发的潜力巨大，若不拘于沈阳故宫现有

的文创产品经营模式，通过授权和严格的设计把控，

将研发和商业运营交给服饰企业专业运做，足可以形

成庞大的服饰产品产业，市场空间尤为广阔。 

因此，沈阳故宫的文化衍生品研发工作仍需更多

引入现代设计思维，系统地整理和挖掘馆藏资源的文

化价值和商业潜力，对具有开发价值的元素进行详尽

的梳理，探索更高效的研发途径，开展更系统的文化

衍生品研发，形成更系统更多维的文化衍生品系列，

并以品牌形象突出、现代感更强的衍生品体系，充分

宣传沈阳故宫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地域文化特色。 

2  沈阳故宫品牌资源的整合宣传与增值 

沈阳故宫是清政权入关前的政治中心,是清初几

代帝王处理政务、生活起居的地方[4]。沈阳故宫拥有

悠久的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馆藏品涵盖当时历

史时期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其馆藏资源在民用产品

及衍生品设计方面具备巨大的开发价值。因而“沈阳

故宫”可谓是一个具有无限文化价值的品牌资产，其

商业价值更是不可限量。为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相

区别，沈阳故宫更应该在品牌设计上下足功夫，通过

各种渠道和手段不断强化它的特色和差异性。在品牌

形象识别、品牌知名度、品牌产品覆盖面上都急需进

行更系统的设计和提升。沈阳故宫的企业形象识别系

统（CIS）再设计（见图 2）以及产品形象特征（PI）

设计规划更需先行实施。 

 

图 2  沈阳故宫博物院标志 
Fig.2 Shenyang Palace Museum logo 

从品牌识别的视角看，具有海量馆藏资源的沈阳

故宫，其文化衍生品设计必须统一在一个鲜明的总体

形象之下，有系统、有步骤地展开持续稳定的设计研

发，才能不断强化和巩固沈阳故宫的品牌形象，形成

具有冲击力的识别特征。从品牌经营的角度上说，沈

阳故宫的文化衍生品设计 重要的并不是其商品设

计本身的价值，而是通过鲜明且统一的衍生品识别特

征设计，以及系统的产品设计与推广，使其在被购买

之后能参与到游客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游客的长期把

玩和传播中，加深沈阳故宫在旅游者心中的印象，强

化其独一无二的品牌特征。以此，在完成传达沈阳故

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品牌形象的增值。 

3  沈阳故宫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途径 

3.1  馆藏资源中的设计素材矩阵式梳理 

沈阳故宫的馆藏品几乎涵盖了清朝时期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和艺术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清帝国前

期的一些特色资源更是绝无仅有，其中蕴含着的可堪

利用的设计元素几乎不可穷尽。如何从中选取和凝练

具有独特特征和商业价值的文化符号和设计元素，成

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在梳理开发元素的时候，可采用创新矩阵方法

（见图 3），对可供开发衍生品的元素进行全面系统

的梳理，以馆藏文化元素和衍生商品载体为两个维度，

开列创新“矩阵”，穷尽设计希望点，并以希望点为基

础，提炼设计元素和符号，开展系列化衍生品设计。

以此，保证资源利用的系统性、完整性，并保证设计

切入点的精准，提高纪念品开发的成功率。在这一矩

阵图中，产品的载体维度，可开列的载体产品几乎是

无穷的，而另一维度中馆藏元素也近乎无限，为方便

实施，可按产品门类有限例举，以便精准寻求到衍生

品开发的希望点。 

3.2  图形符号的凝练与转译 

博物馆类的旅游纪念品与其它旅游纪念品相比，

更具有历史文化的传递性[5]。沈阳故宫的文化衍生品

从形态、材质、色彩、图案等方面考量，都更需要突

出其文化符号意义。因而其衍生品的研发起点从文化

符号的提炼着手是必然的。 

从希望点到衍生品成品的过程见图 4，大致经过

符号提炼—拓展与转译—选择载体产品—拓展产品

系列—产业化这样一个基本过程。符号提炼遵循两个

基本的原则，一要着重考虑地域文化特点，二要突

出符号的纪念性[6]。在进一步凝练的过程中，不断深

化设计，提高产品的实用性、艺术性、便携性[7]。 

凝练出的设计元素和文化符号，可运用解构、结

构、重构、混搭的手法设计不同造型的纪念品，拓展

产品族群，形成丰富的衍生产品序列。通过系统的

创新设计，赋予新的价值，并通过旅游纪念品这个

具体物象载体将博物馆的特色和地域文化内涵表达

出来[8]。但从广义的符号意义上说，文化符号并非指

的普通意义上的图形图案，它几乎可以涵盖所有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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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沈阳故宫文化衍生品开发“矩阵” 
Fig.3 Culture deriv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matrix" figure, Shenyang Palace 

 

图 4  文化符号凝练与转译过程 
Fig.4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symbol conformity and transla-

tion 

和三维的视觉造型，同时特别的现象、事件和思想也

构成符号意义。因而，文化符号的使用就包含了表皮

式、骨架式、意蕴式[9]由表及里的表达形式。表皮式

简便易操作，可以迅速布局产品线，可以作为博物馆

文创设计的基本途径，在具体设计实施中可遵循以下

步骤。 

3.2.1  典型图案形象的提炼与设计 

沈阳故宫典型的图案形象来源建筑、建筑细部、

家具、服饰、器物以及各种装饰纹样图案等，选择其

中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清代特色物象进行提炼和

纯化，可设计成典型的系列图案纹样。尤其是馆藏的

八旗兵的铠甲服饰、文武官员服饰、满族女性的旗袍

等，有着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更容易实现图案化，

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商业开发价值巨大。 

图案形象的提炼也可以采用手绘方式，选取故宫

的典型物象进行艺术加工，形成多系列手绘作品。以

上种种均可以方便地用于纸品设计、纺织品设计，以

及文具、日用品和其它各种饰物设计。 

3.2.2  二维素材再设计 

沈阳故宫的藏品中，如绘画、书法、建筑和器物

上的吉祥图案等二维素材，经过精心地设计处理，即

可直接转印在产品上，形成丰富的产品序列。馆藏的

大量文字图片资料等，尤其是满族文字、封印等，则

只需稍加提炼，即可应用在不同的产品载体上（见图

5）。前文提及的提炼出的图案纹样，则可普适地用于

不同功能、材料、形态和色彩的旅游纪念品和文化产

品上。二维素材只要稍加设计提炼，即可用于衍生品

的包装。凡此种种，在统一的品牌识别特征控制之下，

可形成强烈的沈阳故宫产品形象特征。 

 

图 5  沈阳故宫龙袍充电宝  
Fig.5 Imperial robes charger of Shenyang Palace 

3.2.3  三维物象的微缩与复制 

沈阳故宫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建筑、家具、雕

刻和器物等三维藏品，可以通过三维仿真复制，设计

制作成实用产品和工艺品摆饰等。建筑等较大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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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可以通过缩比实现小型化，而家具、服装鞋帽、

家居用品、文玩首饰等则可以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进

行简化整理和再设计，直接转译成为时尚的富有宫廷

意蕴的系列产品。与沈阳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等则可

以通过卡通化设计，开发形成喜闻乐见的人偶形象礼

品。 

3.2.4  沈阳故宫馆藏生活用品的再生设计 

沈阳故宫的大量藏品本身即是当初的生活用品，

至今仍具有很好的使用价值，如餐饮器皿、服装鞋帽、

首饰配饰、家具陈设、文房用品等稍加改良即可为当

代人所用，而这将是沈阳故宫这一类世界文化遗产中

具商业开发潜力的设计品类。再生设计是前文所谓

骨架式和意蕴式衍生品设计的基本途径。通过再生设

计，一方面继承或改良原产品功能和造型形式，另一

方面却保留其中浸染的传统文化意蕴，如馆藏的家具

和服饰等都可以通过再生设计实现古为今用。但此种

研发途径对设计的质量和商业运作的水平要求较高，

在具体的运作中，可考虑引入外界高水平的设计力量

和产业资源，通过品牌授权合作，形成高端的衍生产

品产业。 

3.2.5  图书音像产品及其衍生品设计 

沈阳故宫作为一个时间跨度近三百年的历史舞

台，有着大量的富有故事性的历史事件可供挖掘和创

作。依托这类资源创作的小说、影视剧、动画片、连

环画、游戏等图书音像娱乐产品，具有天然的不可替

代性。这一类产品受众群体庞大，影响广泛，它能直

观地、多维地、动态地帮助人们了解沈阳故宫的厚重

历史与文化特色。同时，图书音像娱乐作品又具有极

佳的产品衍生潜力，可再次成为开发故宫主题文化衍

生品的次生源泉。 

3.3  衍生产品载体选择与产品系拓展 

3.3.1  产品载体的选择 

对应被元素植入的产品载体，既需要保持与代表

元素（符号）之间的隐性关联，又需要与代表元素（符

号）保持某种必然联系[10]。目前在大多博物馆和风景

区内销售的产品品类大同小异，产品载体也相差无几

（见表 1），冰箱贴、明信片、杯子等几乎成为衍生

产品的万能载体，若基本元素提炼程度不好，衍生品

的文化内涵自然无法充分展现。因此，合理匹配文化

元素与产品载体仍旧是博物馆衍生品开发的关键，同

时也是设计品质的一种直接体现，直接决定了衍生品

文化附加值的高低。 

3.3.2  产品系列化拓展 

产品系列化是现代企业拓展产品线常用的手法。

从设计研发的角度来说，系列化创作投入较小，见效 

表 1  不同素材与适宜的产品载体 

Tab.1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appropriate product carrier 

适宜的载体 馆藏素材 

文具类 图案、文房藏品 

印刷品 书画、摄影、古籍、印章等 

服饰类 服装、鞋帽、配饰等 

首饰文玩类 首饰、把件等 

音像制品类 电影、动画、演出视频等 

日用品类 
陶瓷、扇子、镜子、梳子、化妆洗漱用品

等 

家居陈设 家具、壁纸、灯具、建筑构件等 

装饰品类 
建筑及构件、人物、兵器、弓矢、铠甲、

车辇、马及马具等 

体验活动 导游、场景再现演出、讲座、展览等 

 
较快，是更经济更有效更实惠的一种设计方法。在系

列化设计时，主要有两种较为成熟的拓展方法（见图

6）：一种是同一符号在不同产品载体上呈现出的系列

化衍生品，形成产品“系”，另一种则是在同一产品载

体上由不同文化符号形成的系列化衍生产品[11]，即形

成产品“列”。沈阳故宫若要快速使得其文化衍生品

“树”变得枝繁叶茂，采用表 2 中的两种系列化设计方

法尤其有效。两种系列化产品都可形成具有强烈冲击

感的产品特征。而且其系列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

强烈的视觉印象，对博物馆的形象塑造就越明晰。 

 
产品 

载体 A 

产品 

载体 B 

产品 

载体 C 
…… 

产品 

载体 X 
 

符号 1 1A 1B 1C …… 1X 
产 品

“系”1 

符号 2 2A 2B 2C …… 2X 
产 品

“系”2 

符号 3 3A 3B 3C …… 3X 
产 品

“系”3 

…… …… …… …… …… …… …… 

符号 n nA nB nC …… nX 
产 品

“系”n 

 
产品 

“列”A 

产品 

“列”B 

产品 

“列”C 
…… 

产品 

“列”X 
 

图 6  产品系列的矩阵式拓展法 
Fig.6 Series product matrix expansion methods 

4  结语 

类似沈阳故宫这样的大型历史文化博物馆，其文

创产品研发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仅就衍生产品谈

文创仅仅是涉猎了很窄的一个方面，即便是只论有形

的文创，也还应当包括故宫的建筑环境维护和附属设

施的总体设计，入口门禁、无障碍设施、休息处、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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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问讯处、摊点、垃圾桶、卫生间、导示系统等服

务设施，均需以与故宫整体风格的协调为要，并尽可

能消隐于建筑环境，而如故宫的平面宣传品、影像宣

传品、媒体形象、导示与图文说明、门票、地图等印

刷品更需要统一在故宫的 CIS 系统之下，方可形成更

具厚重实力的沈阳故宫文创品牌。 

以历史文化为导向，将历史文化和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融合起来，把文化衍生产品变成一种宣传介绍沈

阳故宫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媒介，同时通过创意礼

品商业化运营筹措更多的博物馆维护资金，是实现馆

藏资源保护、历史文化宣传、商业价值开发并举的三

赢局面的有效方法。文中采用的矩阵式馆藏资源梳理

方法、产品系列化拓展方法、文创产品树型规划，都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

文博单位可参考实施的文化衍生品研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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