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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沈阳满清文化为例，探究地域文化遗产信息架构以及文化元素的提取和应用方法。方法 利

用产品设计语言对沈阳满清文化进行归类整理，建立综合信息库。根据文化信息与创意产品的关联粘度，

结合人群定位分析，确定符合消费需求的设计方向。结论 提出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新思路、新方法，

促进地域性文化的传承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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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Shenyang Manchu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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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methods of extracting 

and applying cultural elements by taking the culture of Manchu as an example. It establishes integrated information data-

base by cataloguing of Manchu culture of Shenyang with the product desig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infor-

mation between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design direction is determined by aiming at the consumer 

demand, combined with the crowd orientation analysis. It puts forward new ideas and methods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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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表现形

式，是继承和发展地域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1]。沈阳

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在满清文化发

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满清皇族文化作为沈阳的重要名

片，已经被广泛认可。从满清文化发展的历史中不难

看出，“八旗制度”在沈阳地区进入成熟期，是沈阳地

区满清文化的重要特色。围绕“八旗”这一主题，可以

从造型和色彩方面挖掘出众多的创意元素[2]。本文通

过对地域文化遗产信息架构以及文化元素的提取和

应用方法探索，对地域性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提供新的

设计思路和方法，从产品语言、信息架构、元素提炼

等角度，重新诠释具有文化底蕴信息的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 

1  八旗文化及其分类 

八旗，又称八旗制度，是旗人重要的社会生活

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清代的根本制度，是颇具代表

的满族文化之一，包括沈阳故宫、“八王”亭、八旗服

饰、旗帜、铠甲、扳指、武器、习俗、语言等文化

遗产形式。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化遗

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3]。八旗文化

也应当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构成，八旗文

化分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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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八旗文化遗产信息表 

Tab.1 The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文化遗产  项目名称 

物质文化遗产 

沈阳故宫 

八旗服饰 

八旗兵器 

八旗制度（战时为兵，闲时为农） 

八旗精神（崇尚骑射） 

非物质文化遗
产 

八旗历史（努尔哈赤建立） 

八旗人物（旗主） 

八旗军话 

 

2  文化元素分析 

2.1  物质文化元素信息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历史遗存下来的以文字为主

的记载、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有形的物质形式，以

及这种物质形态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4]。物质文化

遗产信息的元素提取，是利用产品语言对文化遗产中

的物质文化进行产品要素提取，主要从造型、色彩、

材质、肌理、工艺等几个方面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

新展示[5]，对其文化精华部分提取分析，结合现代先

进设计语言和设计手法，实现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

和发扬。 

从产品角度解读地域性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一方

面可以促进设计团队拓展思路，发散思维，另一方

面有利于物质文化信息拆分和文化创意设计元素提

取[6]。地域性物质文化信息元素提取方法的基本构架

见表 2。 

为验证地域性物质文化信息元素提取方法的基

本构架的可行性，对满族八旗物质文化的基本信息进

行验证。以“甲胄”为例，见表 3。 

表 2  物质文化信息元素提取方法 

Tab.2 Extraction methods of materials culture elements 
information 

造型元素  元素提取方法  造型元素  元素提取方法 

形态元素 

部分拆解  材质与肌
理元素 

材质肌理归纳 

轮廓线提取  材质肌理现代表达

分割比例提取 
工艺元素 

工艺元素提取 

装饰线条提取  工艺元素语意 

色彩元素 

色彩搭配方式 

装饰元素 

装饰元素特征提取

色彩要素提取  装饰元素组合方式

色彩语意  装饰元素现代表达

色块比例  装饰元素语意 

表 3  八旗甲胄基本信息 

Tab.3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Eight Banners 

 
 

项目名称  镶黄旗铠甲 

形态元素 
 

色彩元素 
 

装饰元素 

 

肌理元素 

 

色彩语意  镶黄旗，八旗之一 

材质元素  布、金属、红丝线 

工艺元素  刺绣、镶嵌 
 

2.2  非物质文化信息 

2.2.1  非物质文化元素可视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既有民俗文化又包含

民间文学，既有表演艺术又有流传百年的手工艺技

术，主要包括风土人情、剪纸、传说、刺绣等一些依

靠口传心授方式延续的文化形式，具有活态性、生态

型、传承性、变异性等特殊性质，信息元素提取难度

较大。从时间、人物、形式、地理、内涵等多角度建

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库，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数

据库的形式对人们可见。这种将非物质文化以数据库

的方式对人们“可见”的形式，被称之为非物质文化元

素的可视化过程[7]。 

非物质文化信息元素在文化创意产品中应用的

基础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确描述和科学认识。文

字、图片、数据等对信息的直观反映是人类获取信息

的主要来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元素应用到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中，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数据

库，主要包括名称、类别、分布地域、历史渊源、传

承谱系、相关人物、文献。 

2.2.2  非物质文化元素与载体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不一定有

确定的物质形态，是通过有形的文化载体表现出来

的。例如，借助自然形态、动物、植物形态、艺人、

作坊甚至是地名或者语言、符号展现。早期的满族人

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够全面，科学技术落后，对自然充

满敬畏之心。将一些动植物赋予吉祥的寓意，表达人

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动植物往往神化，被

人们赋予超自然的神奇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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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往往就存在于这些被神化的动植物之间。非物质

文化是多元文化载体的自然融合，具有时间性和空间

性。从不同角度理解非物质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具备

理解传统文化地理视角，也能体会传统文化所处的社

会、政治、经济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与文化创

意产品的结合是以非物质文化元素与载体结合为基

础的，见表 4。 

表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载体 

Tab.4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carrier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 
可视化载体 

名称  相关说明 

礼仪  行为规范  人 

语言  交流语言、手势、形体语言 符号 

神话  神话传说、神话故事  人、动物、植物、符号

文字  书写语言、记录方式  人、动物、植物、符号

军话  多用于口语  符号 

舞蹈  用于节日或祭祀活动  人、动物、植物、符号

曲调  音乐的承载形式  大自然现象、动物

手工艺  手工技艺、手工艺品  动物、植物、符号

宗教信仰  萨满教等  人、动物、植物、符号
 

2.2.3  用产品语言表达 

非物质文化元素信息与载体结合的方式和组合

有很多种可能，用产品的语言验证其组合的合理性。

选择匹配度最高的组合方式，再以产品语言的方式表

达出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可视化，使得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很好的结合起来。为验

证地域性非物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元素提取方法的

基本构架的可行性，以八旗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八旗尚武”为例，见表 5。 

表 5  “八旗尚武”基本信息 

Tab.5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Eight Banners about mar-
tial spirit 

项目  文化载体  产品语言表达 

八旗尚武 

士兵  英武的旗兵 

长矛  持长矛的旗兵 

佩剑  练剑的旗兵 

战马  跨战马的旗兵 

弓箭  弯弓射箭 

兵营  排兵布阵 
 

3  八旗文化符号在文化创意产品中的应用 

3.1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意向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是基于地域文化的创意产品

设计，在设计过程中以文化为依托，以创新为手段，

利用文化遗产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将其提取转译

成设计元素，并运用产品语言打造成一个新的、更容

易接受的演绎形式。进行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之前，需

要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以及设计要素进行详细分

析[8]。不同类别、不同功能的文化创意产品需要提取

不同的设计元素。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见表 6。 

表 6  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及特征 

Tab.6 The categories and features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名称 分类  基本特征

玩具

按原料划分：金属玩具，塑料玩具，木
玩具，布绒玩具，纸玩具和民间玩具；
按状态划分：弹力玩具、惯性玩具、电
动玩具、音乐玩具、电子玩具； 
按年龄划分：早教类玩具、乳儿玩具、
婴儿玩具、幼儿玩具、少儿玩具；   
按功能划分：体育玩具、智力玩具、科
教玩具、军事玩具、装饰玩具等。 

娱乐性、
教育性、

安全性

文具

学生文具：笔、本、书包、橡皮擦、胶
水、尺规、美工刀、文件夹、画板等; 
办公文具：书写用品、桌面用品、文件
管理用品、绘图用品、办公辅助用品。

功能特性，
美感特性，
人机工程

学特性，安
全性 

饰品 头饰、胸饰、手饰、脚饰、挂饰、 
其他 

装饰性、组
合特性、个

性化 

礼品 商务礼品，家居礼品，节日礼品， 
纪念礼品 

高品质、稀
缺性、新奇
性、个性化

 

文化创意产品所具有的一般或特有的属性来自

于使用者最基本的心理诉求，与相对应的各类使用人

群的自身基本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域性文化

元素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信息库，以其自己的排布组

合方式储存着大量的信息。从建筑、饮食、娱乐、交

通、信仰、艺术等几大类文化存在形式来看，最具代

表的沈阳故宫建筑、秧歌、皮影、刺绣等各种表现形

式不一的文化载体，在完成文化传承的同时也使其形

成了特有的文化标签，见表 7。以排列组合的方式将

文化元素与文化创意产品结合，得出设计方向信息

组。再依据具体的设计要求，和人群定位分析，筛选

出一个或者几个结合方式，辅助完成最终的文化与产

品结合的设计，见表 8。 

表 7  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 

Tab.7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文化遗产 项目  特征属性 

物质文化
遗产 

沈阳故宫 地域性、传承性、整合性、
时代性、艺术性 

八旗甲胄 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艺术性

图腾  地域性、神话性、艺术性 

非物质文
化遗产

剪纸  传承性、文化性、艺术性 

民间故事 神话性、寓言性、教育性 

秧歌  地域性、艺术性、传承性 

皮影  地域性、艺术性、传承性、文化性

刺绣  地域性、艺术性、传承性、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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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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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八旗积木儿童玩具设计 
Fig.3 Children's toys design of Eight Banners building block  

4  结语 

基于地域性文化特色的纪念品设计，有助于促进地

区文化的传播和保护。以沈阳地区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为

例，从物质文化元素提取、非物质文化元素信息库建立、

消费人群分析、最具沈阳特色的产品筛选几个角度，阐

述了沈阳满清文化特色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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