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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文创产品设计中文化传递的机制与基于文化传递的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方法 根据文

化、产品、用户之间的关系，从最关键的产品对文化的承载层次与用户对文化的认知深度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以 G20 国礼文创产品设计为例进行验证。结论 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文化的传递依赖于文化元素

在产品“象态层”与“意态层”的存储以及用户的感知。通过对文创产品设计中文化传递模型的应用，

能有效帮助设计师理解文创产品设计的本质，提升文创产品设计的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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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it in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 product and consumer, the culture storage hierarchy of 

products and the culture cognitive level of consumer are analyzed from two important aspects, and the case of gift design 

for G20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verify the model. The culture transmission in the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depends on the 

cultural elements' storage in the product's appearance level and meaning level, and the 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nsumer.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transfer model in the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can help designers understand the na-

ture of the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and improve the desig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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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产品逐渐失去了其独

有的特点与风格 [1]，因此利用文化元素使产品凸显

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化设计，这成为了产品创新

设计中的重要手段与内容 [2]，文化元素日渐成为产

品的重要特征与核心竞争力。在如今这个设计本土

化的时代，通过创新设计在产品中融入文化因素将

是所有设计师和设计机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了

更好地促进文化与创意产品设计的融合，利用文化

提升创意产品的内涵与质量，笔者提出了一种文创

产品设计中的文化传递模型，阐明了文化元素通过

产品传递到用户的过程，探索了文化在文创设计中

的应用路径与方法，为设计师提供了文创产品设计

的有效参考。 

1  文化与产品设计 

文化是特定区域内的人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4]，是特定区

域内人类生活方式的合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

综合实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且

独一无二，其具有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是其他任何文化

都无可比拟的，这是历史为中国留下的丰厚遗产，也

是现阶段设计的肥沃土壤与不竭的源泉。 

产品设计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物的文化设计[5]，

是文化传统与创新设计相结合的成果，它继承与发展

了传统文化，也承载了对现代生活的探索与思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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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复苏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传播与输出

的重要途径。众多学者对产品设计中的文化应用进行

了探索与研究，例如通过挖掘数字化遗产的方法来提

升文化产品的设计质量[6]，以文化意象为基础，探索

地域意象文化的研究模式[7]，以及消费者区域文化意

象的认知匹配模型与产品设计方法[8]。同时，从设计

符号学的角度建立了文化元素再造的流程、技术与方

法[9]，以及从文化分层理论出发，提出了多个文化在

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层次理论模型[10]。 

文化与产品的有机结合是历史的潮流，而文创产品

作为典型的文化载体，相较于其他产品更需要文化的承

托，并通过对文化的承载与展示，向用户传递出文化的

内涵，体现出产品自身的文化特质与核心价值。 

2  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文化传递 

文创产品设计的本质就是通过创新设计手法将

文化元素融入产品，用户通过对产品的观察与体验获

取其中的文化元素，从而实现文化的传递。在这个过

程中，产品对文化元素的承载与用户对产品的承载是

实现文化传递的关键，也是文创产品设计成功与否的

核心。因此笔者提出 le 一个基于文创产品设计的文

化传递模型，阐述了文化通过产品的存储并最终传递

给用户的过程和阶段，以及其中涉及的因素，见图 1。 

 

图 1  文创产品设计中文化传递模型 
Fig.1 Cultural transfer model in the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2.1  产品对文化的存储与承载 

如果将产品看作一种复杂的符号[11]，那么产品就

是其外在的形象和包裹在形象内的意义所组成的统

一体，用户通过对产品外在形象的观察与体验进而获

得对其内在意义的感知。在文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

产品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义都是存储与承载文化元

素的重要通道与途径，设计师可以针对产品的不同层

次融入相应的文化元素，实现产品与文化之间的映射

关系。笔者将产品对文化的储存与承载分为外在的

“象态”和内在的“意态”两个层次，产品的“象态层”就

是产品中人们可以观察、体验的部分，它是产品外在

的具体表象，是产品的外壳。产品的“象态层”还可以

进一步分成“物象层”和“非物象层”，其中“物象层”指

是产品有形的存在部分，包括了产品的形态、色彩、

材质等内容，其承载的往往是文化中的有形元素，包

括具有代表性的纹样、器型、服饰、建筑、风景等内

容，以及文化习俗中的器具、工艺中的工具设备、传

说中的人物形象等内容。这些文化中的有形元素是文

创产品设计中设计元素的直接来源，也是现阶段文创

产品设计的主要方向，例如某基于服饰的计时器设计

就是通过在产品的外形上应用清朝服饰的形制、色

彩、纹样等元素体现产品的中国风格与清朝文化，见

图 2。 

 

图 2  基于服饰的计时器设计 
Fig.2 Timer design based on the dress of Qing Dynasty 

“非物象层”则是指产品依托于有形物质并能体

验到的非物质部分，包括了产品的具体功能、操作方

式、使用流程等内容，其承载的是文化中能被观察、

体验的部分，包括工艺、技术、风俗、行为、制度等

内容。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是文创产品设计中设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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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间接来源，它虽无法直接应用到产品设计中，但

是可以经过产品“物象层”的物质中介进行转化，形成

文创产品中特定的功能，从而实现无形的文化元素在

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与再现，例如象棋的设计，就

是通过棋盘形制、棋子形式等有形元素的设计，传达

了象棋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游戏玩法与传统文化，见

图 3 

 

图 3  基于行为的象棋设计 
Fig.3 Chinese chess design based on the behavior  

产品的“意态层”则是依托并隐藏在产品外部的

人们可以体会到的部分，是产品中无法直接用具体形

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部分，其承载的是隐藏在各种文

化现象中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是文创产品设计中

文化传递的核心与重点。这部分文化的传递往往是间

接且隐性的，需要通过产品的物象层与非物象层，对

有形的文化元素与无形的文化元素进行承载。 

2.2  用户对文化的感知 

用户对产品承载文化的感知是实现文化传递的

最终环节，而用户对文化的感知主要来自用户对文创

产品的观察、体验与思考。 

首先是认知阶段，这是用户感知的初级阶段，是

用户对文创产品“象态层”信息的获取与了解，是对文

创产品“象态层”中蕴含的文化元素的认识、提取。这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对产品“物象层”的

观察后得到的认知，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产品“非物象

层”的体验后得到的认知，但这些认知主要停留在客

观识别阶段，是文创产品“象态层”中用户认为具有代

表性的文化元素的认知集合。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用

户对产品“象态层”中蕴含的文化元素的识别与提取，

这是文创产品实现文化传递的基础。 

其次是认同阶段，这是用户感知的高级阶段，是

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用户经过个人思考后对获得的文

化元素作出的判断与取舍，反映了用户对文创产品

“意态层”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的感知与共

鸣。这种对文化的认同主要来自于用户的主观判断，

并与用户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是产品“意态层”蕴含

的文化内涵与用户文化背景需求的结合合，是不同用

户对文创产品认同差异的根本原因。这个阶段集中体

现了用户对文创产品的最终评价与接受程度，是实现

文创产品文化传递的核心与关键。 

以品家家居的作品“瓢碗瓢盆”为例，用户通过对

产品进行观察，识别出其具有的“葫芦”元素，并通过

盛物功能的使用体验唤起对中国北方用户的回忆，实

现对产品“象态层”承载的文化元素的认知。这不仅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生

活用具，使用户对家庭生活进行回忆和思考，以及感

受到“葫芦”中所蕴含的“福禄”谐音对家庭美好的祝

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中所共有的精神内

涵与价值取向，也是用户在认知、思考后对产品“意

态层”中所含意蕴的共鸣与认同。用户文化感知案例

分析见图 4。 

 

图 4  用户文化感知案例分析 
Fig.4 A case study of user's culture cognition 

3  杭州 G20 国礼设计实践 

2016 年在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是一次国际经济

合作论坛，其主旨是通过建设性和开放性的对话，促

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因此会议国礼的设计不仅

要体现出中国与杭州的文化特色，也要凸显出 G20

对世界经济繁荣起到的重要作用。依照上述文创产品

设计中的文化传递模型，团队从中国文化元素选取、

产品文化元素承载与用户文化元素认知这 3 个方面

对国礼配偶礼进行了创新设计，见图 5。同时，也实

现了文化精神与内涵的传递，见图 6。 

 

图 5  G20 手包设计方案 
Fig.5 Handbag design proposal for 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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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20 手包设计中文化的传递 
Fig.6 Culture transmission in the handbag design for G20 

首先团队从中国文化与 G20 会议的共同目标出

发，提炼出“共荣”文化的核心价值，并紧紧围绕这个

核心价值在有形文化元素上选取了寓意“雍容富贵”

的中国国花牡丹和寓意“玉堂富贵”的中国传统纹样

海棠纹。在无形的文化元素上则选取了中国传统绘画

技艺与杭州非丝绸画缋，突出了中国文化特色与工艺

特点。其次在产品的选择上，选取了晚宴手包作为载

体，在表现传统文化功能之外，兼顾了现代生活的需

求。在具体的设计上，将国画牡丹作为面料纹样，海

棠纹作为产品侧面的形态线条，在非物象层应用丝绸

画缋工艺，从而实现了产品意态层对核心文化价值

“共荣”的承载，营造出集中国特色与现代生活气息为

一体的配偶国礼设计。最后在产品“象态层”文化元素

的设计处理上，表现得较为明显、直白，让使用对象

可以很快识别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符号，形成

基本的中国设计印象 ,并在此基础上使人们通过牡

丹、海棠、丝绸的背景了解到背后蕴含的“雍容”、“富

贵”、“精致”的意义，感受到“繁荣共享”的美好祝愿，

对产品及其表达的文化意象表示认可和接受，从而完

成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播和输出。 

5  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精神与灵魂，如今中国

文化发展与输出的机会已经到来[12]，文创产品作为文

化传播与输出的重要载体，必将发挥其重要的推动作

用。笔者提出了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文化传递模型，阐

述了产品“意态”、“象态”不同的存储层次和用户“认

知”、“认同”不同的感知阶段对文化传递的影响，为

提升文创产品的设计质量，深化相关的文创设计研究

以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在本模型

的探索过程中，对文化元素的层次结构、产品的类型、

产品的呈现方式与用户文化背景等因素对文创设计

中文化传递的影响尚未进行深入探究，这将是以后研

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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