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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传承、管理湖湘地域文化内容，采集、存储、表现湖湘文化元素。方法 根据文化层次

分析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遗产的分类对湖湘文化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分类，基于设计和数字化标

准，筛选出代表湖湘文化特色的文化单体，并对文化单体信息进行定义。结论 数字化建设对保护文化遗产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给设计师提供了设计文化创意产品的灵感来源和素材

资源，也给其他地域性文化设计资源库的开发者提供了参考，为振兴国家创意产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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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sitory Construction of Hunan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KONG Cui-ting, XIAO Di-hu, LI Hu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inherit and manage Hunan's regional cultural content –to collect, store and express Hu-

nan's cultural elements. It will sort out the cultural knowledge of Huna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level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Hunan's cultural heritage as defined by UNESCO, screening out cultural elements that may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culture based on design and digitization principles, defining the inform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repository of prod-

uct design of Hunanculture provides inspiratio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designers as well as reference to other develop-

ers who wants to construct design repositories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sign repository has made a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nat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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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各地快速发展，正

在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战略性资产；同时，“保护

文化遗产”、“文化资源数字化”、“本土化设计”这些

话题也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面

向大众的文化数字图书馆、地方特色资源库，对传播

文化知识和传承文化精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面向设

计师建立的文化资源库却寥寥无几，然而设计师在保

护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很

重要的角色[1]，因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针对设计师需

求建设的文化资源库。 

1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简介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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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泛指湖南境内的文化形态，有时间和空间双重属

性，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特质。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资源库是基于设计师需求建立的湖湘地域特色文化

资源数据库，存储了大量具有湖湘地域特色的文化

元素和价值符号，可以让设计师快速获取湖湘文化

知识，更好地设计湖湘文化创意产品。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的关键创新点在

于面向设计需求，与面向大众认知的地方文化资源

库、面向文物收藏管理的博物馆系统及面向考古研

究的文献图书馆系统不同。 

首先，文化知识体系的分类方法与文化单体的

筛选基于湖湘文化特色与设计标准双重筛选标准；

其次，文化单体信息的定义是根据文化创意设计的

需求和设计方法研究；再者，文化单体类型比一般

的文化资源库更丰富，知识面更广，不仅包括文物、

建筑等物质文化，而且还包括表演艺术、民俗等非

物质文化。资源库的文件资源类型区别于一般的资

源库的简单图文介绍，提供了丰富的多媒体资源，

包括矢量文件、模型文件、视频音频文件等。本文

主要研究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建设的方法

和流程，着重研究湖湘文化知识体系梳理和文化单

体信息定义。 

2  使用人群定位与需求分析 

用户需求决定了设计资源库的功能框架，也决定

了资源库所包含的信息类型和信息的属性定义，确保

文化信息能够标准化采集，方便后续数字化操作。本

设计资源库的主要用户是设计师，目的是帮助设计师

进行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一般的产品设计有所区

别，不仅要注重产品的创意构思和市场价值，而且还

要把设计与地域性文化特色结合在一起，体现文化的

独特性和文化价值[2]。文化创意产品一般的设计流程

主要有调研分析、构思定位、概念设计、样品试制、

批量化生产和市场推广等。 

在调研分析阶段，设计师需要获取文化元素全面

的背景知识，如地域特色、历史文化背景、民俗风情、

独特的工艺和表现形式、实地考察位置的信息等。文

化创意的方法有多种，台湾文化创意学者徐启贤、林

荣泰提出了“文化产品属性—设计思考转换” [3]的设

计方法，从文化产品的 3 个层次出发，思考文化产品

的属性，用设计思维去转换运用文化元素的各个层面

属性，因此，在构思阶段设计师需要文化元素各个层

面的详细信息和素材。比如不同文化器物的形态特

征、纹样、故事寓意等，而这决定了设计资源库中

文化单体的信息属性定义。初步提出设计方案后，便

进入后期的效果图绘制及样品制作阶段，在这个阶段

中，设计师需要设计素材辅助设计，比如利用矢量化

的纹样图案进行变形、重组，或是参考模型文件的比

例线条进行重建等。最后经过一定评估调整后，进行

批量化生产和市场推广，因此，设计师用户对设计资

源库的需求贯穿于整个文化创意设计的流程，需要比

大众用户更加全面、详细、专业的素材资源和更加高

效快捷的搜索方式。 

3  基于设计研究的湖湘文化知识体系梳理 

3.1  湖湘文化知识体系研究思路 

对湖湘文化的研究是依照对文化知识体系分类

方法的一种应用和推导。一般意义的文化知识和湖

湘文化知识体系框架只是停留在一种认识的阶段，

而要对湖湘文化进行深入的设计研究，必须通过湖

湘文化特色和设计双重标准对其进行再认识，重构

体系框架。湖湘文化知识体系研究思路见图 1，可以

清晰了解基于设计研究的湖湘文化知识体系框架的

由来。 

 

图 1  湖湘文化知识体系研究思路 
Fig.1 The research structure of Hunan culture knowledge 

system 

3.2  湖湘文化知识体系梳理过程 

3.2.1  文化知识体系分类 

关于文化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不同的说法，

其中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提出文化是一种

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

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和习惯，这是影响

比较大的一种文化定义，但在界定文化的过程中也存

在一种追求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倾向[4]。文化是一个很

复杂的概念，很难对它下一个严格、精确的定义，并

做出准确清晰的分类标准。文化研究者对于文化的划

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的，常见的有两个层次

的划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有 3 个层次的划分：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4 个层次的划分：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5]。 

3.2.2  湖湘文化知识体系梳理 

为了便于对湖湘文化进行数字化和标准化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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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取形成文化创意设计素材，课题组参考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遗产的分类以及文化层次

的分类方式，把湖湘文化分为 3 个层次：精神文化、

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 [6]。为方便研究，宏观上对精

神文化要素从 3 个大层面和 6 个文化子系统进行梳

理概括，实际上这 3 个层面 6 个文化子系统之间并

不是绝对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的 [7]。而对于行为文

化和物质文化则是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单

体进行研究，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划分也不

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根据其特征属性的偏向进行分

类。 

湖湘精神文化是湖湘人民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

社会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具有湖湘特色的精神特质、

哲学思想 [8]。湖湘精神文化已经内化为湖湘人民的

性格特征和思想观念，设计师应从中吸取养分，引

导整个设计过程，表现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湖湘行为文化是湖南各族人民在社会实践以及

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各个方面的行为模式，包括民

风民俗、手工技艺等，它体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风

尚和劳动人民的智慧。设计师应深入了解并提取文

化素材，学习传承有文化价值并且能为今所用的手

工技艺，不仅研究文化载体的表现形式，而且也能

从事物本身的形成原理和构成方式激发设计灵感。 

湖湘物质文化主要是湖南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

中创造的各种实体物质，它是历史留下的痕迹，记

载了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为设计师提供了丰富

而又宝贵的文化素材资源。 

根据这 3 个层次，对湖湘文化知识体系进行梳

理，湖湘文化知识体系见图 2。 

3.2.3  基于设计研究的湖湘文化知识分类 

对湖湘文化知识体系框架进行设计研究，应该

基于设计的筛选标准，采取另一种角度对其进行重

构，以便于专家、设计师进行资料搜集、信息整理、

数据对比和数据复用等操作处理。 

对整个湖湘文化而言，其系统是庞大的，针对

设计而言，需要从庞大的文化体系中提取出最能够

代表湖湘文化特色，并且能够进行数字化和标准化

建设的文化素材，因此需要依据设计的标准对所有

的湖湘文化单体进行筛选。课题组通过阅读大量与

湖湘文化设计相关的文献和书籍，通过列表方法，

从 100 余篇文献及书籍中摘录出与设计相关的、最

能代表湖湘特色的文化元素，统计元素出现的频率，

对之前的框架进一步整理和筛选。基于设计资源库

扁平化层级、方便搜索的原则删减合并一些内容，

为符合用户认知、更直观理解设计资源库内容，对

层级的命名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基于设计的湖

湘文化设计资源库框架见图 3。 

 
图 2  湖湘文化知识体系 

Fig.2 Hunan culture knowledge system 

 
图 3  基于设计的湖湘文化设计资源库框架 

Fig.3 The frame of Hunan culture design library based 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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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设计研究的湖湘文化单体信息定义 

4.1  文化单体属性层次分析 

前文叙述的“文化产品属性—设计思考转换”的

设计方法提出了从文化产品的 3 个文化层次出发到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思考模式，这正是文化单体属性

定义的依据。文化单体的属性有 3 个层次：外层、中

层和内层。外层主要是文化单体在实体外观的表现，

包括形态、纹饰和色彩；中层是文化单体在行为层面

的表现，包括功用和技术；内层是文化单体在精神层

面的表现，包括文化单体的文化特质、相关的典故传

说和表达的精神情感[9]。基于设计的文化单体属性层

次见图 4。 

 

图 4  基于设计的文化单体属性层次 
Fig.4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ulture elements based on 

design 

4.2  设计资源库中文化单体信息定义 

根据文化单体属性层次分析，在设计资源库中对文

化单体进行单体信息定义，便于规范地采集、录入文化

素材。文化单体的信息包括分类信息、基本信息、潜在

信息、造型表征、功用表征、技术表征和其他信息[10]。

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单体，其信息定义会有不同的内

容，这里只提出文化单体数字化信息框架，见图 5。 

 

图 5  文化单体数字化信息框架 
Fig.5 The structur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5  资源库应用实例 

上文叙述了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构建

的理论研究，这里将展示基于该理论研究框架构建

的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设计资源库首页

展示湖湘文化的分类信息，明确的分类和扁平化的

层级关系给用户提供清晰的搜索路径和全面的信息

认知。概述内容展示整个湖湘文化的宏观信息，也

包括宏观精神文化的内容，其他 6 个子栏目列举了

其中的文化单体，通过点击可直接进入每个单体的

设计资源库。 

设计资源库首页展示单体素材库和概况。概况

从外观、行为、精神 3 个层面介绍文化单体整体的

情况，并提供背景图库；素材库提供给用户筛选的

条件，根据不同的属性条件筛选出对应的素材，进

入详细页面后，用户可了解每个物体详细的信息，

并且下载素材。 

以 长 沙 窑 库 为 例 展 示 搜 索 过 程 和 界 面 ， 见 图

6—8。 

 

图 6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首页 
Fig.6 Hunan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repository hom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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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长沙窑设计资源库首页 
Fig.7 Changsha Kiln design repository homepage 

 

图 8  长沙窑设计资源库详细页面 
Fig.8 Changsha Kiln design repository detail page 

6  结语 

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资

源，是设计师灵感的源泉。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本土

化则显得更为重要，设计师应该深入挖掘本土化设计

元素，并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不断发

扬传承中华文化。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的构建基于设计

研究和数字化技术，根据用户需求分析设定其功能框

架，为设计师设计湖湘文化创意产品提供了全面、快

捷、专业的文化资源。同时，课题组在研究湖湘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资源库构建的过程中，通过文献研究梳

理了湖湘文化知识系统并筛选和定义了文化单体信

息，给区域性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和建设提供了参考方

案和可行思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了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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