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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传播学的新视野探讨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思路和模型，实现对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设

计支持。方法 从传播学的 5 个基本要素出发，结合传播学和设计学的研究，探析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设

计传播模式，据此构建出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模型，并进行设计实践，通过具体案例验证设计模型的

实效性。结论 通过对设计要素、湖湘地域文化特征等进行信息传播学的系统分析与重构，探析了基于传

播学新视角的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模型，以实际案例检视了此模型的可行性，为设计师开拓新的设计

视野，并提升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品质，进而实现文化创意产品和地域文化的双重价值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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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odel of Hunan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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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e design ideas and models of Hunan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to support the design of Hunan 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five basic element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bined with studies on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it analyzes the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mode of Hunan cultural 

products, and constructs their design model. Through design practices based on this model, its effectiveness is verified 

with specific cases.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design elements and Hunan regional cultural cha-

racteristics based 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t analyzes the design model of Hunan 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nd tests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l with specific cases. As a result, it can open a new and 

creative design vision for designer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Hunan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and achieve both the dual 

value and the charm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and regional culture. 

KEY WORDS: Hunan culture; communication factors; communication mode; design model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而

丰富的湖湘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1]，对文化创

意产品的设计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当前文

创产品市场仍存在同质化、符号化、盲目性等问题，

相 关 设 计 研究 多 关 注 心理 学 、 美 学、 人 机 学 等领 

域 [2—3]，为跳出现有窠臼，响应国家加强文化产品

创作生产的战略决策，本文依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课题《基于数字化和湖湘文化特色的创意产品设计

共性关键技术》，从传播学视角对湖湘文创产品的传

播要素、模式进行探析和研究，旨在构建出更具实

效性的文化产品设计模型，使湖湘文创产品跳脱出

现阶段文化市场所存在的品质低劣、脱离需求、千

篇一律等问题，最终服务于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和

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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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播学研究视角的探析 

随着国际化、数字化的时代特征日益明显，传播

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

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

品。”可见，具备经济价值属性的文化创意产品是传

播思想、符号及生活方式等湖湘地域文化属性的载

体，可透过传播实现文化和经济价值。 

1.1  湖湘文创产品设计的传播要素 

湖湘文化产品的创意过程应从获取文化、市场及

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开始，设计师针对设计需求和目标

找出能传达语言意象的产品特征，最终将成熟的创意

产品投入市场、传递给消费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

此文化创意过程是一种以设计师为传播者、以消费者

为受传者构成的传播过程和系统，见图 1。 

 

图 1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要素 
Fig.1 The essential communication factors of Hunan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1.2  湖湘文创产品设计的传播者 

传播者的任务包括收集、加工和制作信息[4]，意

味着作为传播者的设计师需对湖湘文化原型进行筛

选和挖掘，对文化原型进行特征提炼，并透过设计手

法表达设计创意。以上传播任务的实现涉及诸多因

素，包括设计师的专业素养和经验、设计师对湖湘文

化原型的把握和提炼、当下的设计环境，以及消费人

群等因素，归纳见图 2。对设计师而言，快速、全面

地获取文化信息是设计的关键，对湖湘文化原型的选

取和有效挖掘就显得尤为重要。选取的湖湘文化原型

应具有广泛传播性，并兼具地域性与代表性，以便引

起受众共鸣，避免产品同质化。湖湘文化原型的挖掘

和采集参考项目组关于湖湘文化数字资源库的研究

成果[5]，见图 3，据此有助于设计师对湖湘文化元素

进行高效全面的设计加工。 

 

图 2  设计师的传播任务 
Fig.2 The communication missions of designers 

 

图 3  基于设计的地域文化本体语义模型 
Fig.3 Based on the 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e ontology se-

mantic model 

1.3  湖湘文创产品设计的传播内容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C·吉尔兹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

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的使

用，以象征符号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6]，该

定义强调了文化的符号性、象征性和传承性。湖湘地

域文化作为传播的讯息内容，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

体。符号是意义的载体和表现形式[7]，即湖湘文化外

在表现形式，最终以文化产品的创意表达为载体；意

义为湖湘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容，即透过文化产品表

征其背后具有象征性与传承性的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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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湖湘文创产品设计的传播媒介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作为传播媒介是文化符号的表

现形式，应发挥符号的基本功能，即表述理解、传达与

思考的功能。表述和理解主要指设计师用设计语言对湖

湘文化进行设计转译，让消费者能够通过可感知的物质

产品读取和理解其中的文化元素；传达则是通过产品的

物质形式让消费者接触到深层次的文化含义；思考则是

以存在于消费者脑中文化产品的形象、表象及设计概念

等符号形式，引发人们对文化的思考和传播[7]。基于以

上 3 个方面的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媒介负载关系

分析，见图 4。由此看来，湖湘文化创意产品主要是通

过功能、结构、工艺、形态、色彩、材质、纹饰、肌理

等物质方面来表征[8]，这些产品元素是文化符号的形式

和载体，需以此展现湖湘文化特色。 

 

图 4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媒介负载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edia of Hunan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1.5  湖湘文创产品设计的受传者 

多数消费者是通过文化市场接触到湖湘文创产

品，首先接触的多是产品的外部视觉特征，然后才是

文化内涵。消费者是传播过程中的受众，也是产品信

息的重建者和反馈者[9]。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讲，受

众在使用传播媒介的过程中受到社会和个人因素的

影响，即消费者购买湖湘文创产品是为了满足自己某

种特定的需求，这些需求涉及社会和个人因素[4]，影

响和制约消费者的因素见图 5。从日本学者渡边一央提

出的视听觉信息处理模式和产品设计的感官研究[10]中

获得启示，消费者需求的满足程度涉及许多因素，通

过关联上述产品媒介整合为 3 个方面，即产品的感官

印象、使用体验和情感满足，感官印象是消费者对文

化产品的直接感受，即是否具有文化特征和视觉吸引

力；使用体验指产品的功用体验以及产品包含的故事

性；情感满足则是来源于文化内涵[11]。 

 

图 5  影响和制约消费者的因素 
Fig.5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nd restrict the consumers 

1.6  湖湘文创产品设计的传播效果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传播效果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主要包括：人的因素，即传播双方即设计师和消费者

的信息交流空间内容是否更交融、对称；物的因素，

即文创产品本身的物理和功能因素。这两个因素与其

他传播要素紧密相关，有效考量人的和物的因素能更

好把握传播效果，进而加强设计师与消费者间的理解

和沟通，有利于设计师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改进和完

善，创造出消费者青睐的文化创意产品，充分发挥传

播媒介的作用，拓展文化产品市场。 

2  湖湘文创产品的设计模型探讨 

设计师与消费者在传播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

为两者连接桥梁的传播媒介（文创产品）同为关键因

素。下文将整合上述要素的关系和重要性，构建出相

应的传播模式，最终基于传播要素和传播模式构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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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模型。 

2.1  湖湘文创产品设计的传播模式 

马莱兹克的传播模式体现了传播过程中有形的

物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也表现出无形的心理因素间

的互动。而文创产品的创意设计过程既涉及客观物质

表征因素又体现人的因素，故参考马莱兹克模式，将

相互联系、作用的各要素搭建出一个系统且全面的传

播模式，见图 6，其中每个传播要素和环节都存在需

要考虑与把握的设计因素及要点，可转化为设计师创

意过程中的设计要素。 

 

图 6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模式 
Fig.6 The communication mode of Hunan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2.2  湖湘文创产品设计模型 

基于上述湖湘文创产品的传播要素、模式分析，

结合项目实施过程导引出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

型[12—14]，见图 7。此模型主要由 3 个模块组成，模块

内容分别对应传播、项目、设计过程中不同任务和需

要考究的设计要素。 

 

图 7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型 
Fig.7 The design model of Hunan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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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模型实践检视 

创意实践按照模型的 3 个模块展开，对设计模型

进行逐步实施和验证，并特别注意了模型中各任务、

方法的要点和要求，以检视此模型的运用成效。 

3.1  湖湘文创产品信息收集加工 

3.1.1  消费人群的调研 

对湖南在校大学生以及来湘游客进行问卷调查，

从而了解游客对于湖湘文化产品的偏好程度和认知

程度，以便确立设计目标。课题组针对调查对象共发

放 20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6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5%。对有效问卷进行归纳得出：可将受众人群定

位为具备一定购买力的年轻消费群体；人们更期望购

买到兼具美感、湖湘特色，且符合现代生活习惯的创

意产品；鉴于湖湘文化地域特征，人们更倾向的创意

产品类型有流行饰物、箱包手袋、中小型日常用品及

学习用品，购买倾向性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化特色、实

用功能、视觉美感等方面。据此将产品目标定位为符

合现代生活需求的湖湘文化特色系列休闲包设计。 

3.1.2  文化原型的挖掘 

文化原型的选取应充分考虑文化内容的传播价

值，即是否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象征性、传承价值、

关注度等。设计小组选取了湖湘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侗

锦文化和益阳竹编工艺为设计原型；两者作为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价值；侗锦的特色纹样多来

源于人们日常生活、民俗故事、信仰崇拜及自然环境，

是侗族人民的情感寄托和文化象征。竹编的材质和工

艺独具特色，在中国历代艺术和技术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其蕴藏着深厚的生活底蕴和朴素的成器之道，具

有无限设计的可能。 

3.1.3  文化元素的设计提炼 

抽取文化原型中侗锦的特色几何纹样蕨纹和益

阳竹编的材质工艺为设计元素，蕨纹和竹编皆来源

于湖湘地区，取材自然、便捷。根据图 3 的研究成

果对设计元素进行加工提炼，见图 8。对设计元素从

形态、色彩、功用、结构等方面进行提炼分析，蕨

纹来源于侗族人的自然居住环境，经抽象概括，由

锦线经纬编织而成，是侗族生活的写照，几何化形

态极具装饰性，颜色上保留了侗族素雅和质朴的风

格特点；益阳竹编传承了数千年，有深厚的民间基

础，竹编日常生活器具极具实用性，呈现了其工艺

美感和自然之美，以上文化信息和特征皆对后期创

意设计具有启发意义。 

 

图 8  湖湘文化原型的设计挖掘和提炼 
Fig.8 The excavation and refinement of designs of Hunan cultural prototype  

3.2  湖湘文创产品传播信息创意制作和体现 

3.2.1  设计概念的生成  

设计概念是设计师传播给消费者的一个产品认

知，以引发消费者情感上的认同和共鸣。课题组将竹

编技艺与侗锦融合，设计出使用功能符合现代习惯的

系列休闲包。该系列几何形态休闲包符合现代极简风

格，并呈现出竹编的自然材质和侗锦的纹样特色，体

现湖湘文化韵味的同时透露出自然、时尚、悠闲、舒

适的感觉，传达一种宁静质朴的生活态度。 

3.2.2  设计表达 

归纳整合上述有价值、作用的传播信息，从形态、

色彩纹饰、材料肌理、功能、结构、工艺方面做湖湘

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表达，见图 9。 

3.2.3  视觉表征 

与文创市场现有箱包产品对比，此系列休闲包充

分考虑了现代人的生活需求，符合受众的使用习惯，

形态上体现极简主义风格，色彩上保留了湖湘民族、

地域特有的自然、素雅的艺术风格，工艺上继承了传

承千年的传统技艺。最终，视觉效果上体现出了湖湘

文化特色，展现了现代产品的时代风尚，是一系列具

有吸引力的湖湘文化创意产品，见图 9。 

3.3  湖湘文创产品的传播效果 

课题组对设计成果进行了基于感官印象、使用体

验及文化内涵要求的受众评价与意见反馈，从反馈情

况来看，受众人群基本能够准确地从产品中获取设计

师所传达的设计信息和文化含义，可见该系列休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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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湖湘系列休闲包的设计表达及视觉表征 
Fig.9 The designs of a series of leisure bags of Hunan style 

充分把握了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要素，其文化特

征、产品体验、使用感受、文化底蕴等层面满足了受

众人群的需求，向消费者传递了湖湘文化与商品的双

重价值和魅力。 

4  结语 

交叉融合设计学和传播学的学科知识，从传播学

切入来构建湖湘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模型是本文研

究角度的创新，此优势在于以设计和文化的共性，即

传播来考量设计要素，可妥善处理文化地域特性与现

代设计共性的矛盾，不单考虑文化、技术、美学等属

性，而是站在一个整体且系统的角度，寻求文化与产

品各个部分的完美匹配；其次，将设计师与消费者紧

密联系，关注文创产品作为媒介能否达成传播者与受

众间的信息沟通，以受众需求为中心提升文创产品和

消费者需求的匹配度，确保建立文创产品与受众之间

更和谐、密切的感性关系；最后，用设计实例检验了

设计模型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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