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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湛江的地域文化资源，为设计开发具有显著湛江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提供有力的

参考和支持。方法 以湛江的地域文化为核心，对湛江文化资源进行分类；研究文创产品的具体属性，

对湛江文创产品进行设计梳理；构建基于湛江地域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模型，并通过具体的设计案例进

行展示。结论 通过对湛江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归纳，探析文化创意产品的属性，构建设计

模型，为湛江地域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提供思路，有利于提升湛江地域文化和文创产品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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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Yan-li1,3, HAN Wei-guo1,3, BAI Jing-fei1, CHEN Kun-jie2 
(1.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Power Engineering,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2.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3.Guangdong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s  

Innovation Design and Rapi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Center,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of Zhanjiang, and provide the formidable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design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hanjiang. Tak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Zhanjiang as the core, meanwhile it classifies and summarize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Zhanjiang; 

studying and analyzing the specific attribute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aims to conduct specific design and combing of 

the products; building a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model based on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Zhanjiang, and showing it through 

specific design cases. By excavating, sorting out, inducting and exploring the property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 concrete design model is built, which provides the design thinking for Zhanjia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help enhance the dual value of Zhanjiang's regional culture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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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形态积

淀，是进行设计创新的资源和财富。从产品的角度来

看，文创产品由地域文化的创意内容和硬件产品载体

两部分组成，因此，创意设计是文化的皮肤，是以可

看、可听和有肌理质感等可感知的外在形式存在，地

域文化则是缔造产品“文化身份”的内核与主导因素，

是创意设计的内容来源和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条

件[1—3]。湛江是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地理位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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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独厚，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位置孕育了湛江丰富多

彩、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资源。基于国家加强引导文

化创意产业及“一带一路”的重要发展战略，湛江作为

南海丝路的重要节点，其地域文化亟待挖掘、探索，

促使湛江地域更好地进行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和开

发，继而极大地提升湛江文创产品的品牌品质和独特

魅力，为推动湛江地域的文化产业、旅游业的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并能积极作用于南海丝路的文化、经济

建设。 

1  湛江地域文化设计研究思路 

1.1  湛江地域文化与创意产品现状 

湛江地处雷州半岛，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佳

誉，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丰富灿烂，广袤的海岸线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湛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

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呈现出丰富的海外文化

色彩。其中，雷州石狗、东海人龙舞、吴川飘色、陶

鼓、泥塑、遂溪醒狮、雷州傩舞、南洋风情的骑楼街

建筑等都是极具湛江地域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将多

元丰富的湛江地域文化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相结合，

不仅有利于提升文创产品的文化创意价值属性和经 
 

济价值属性，还有利于提升湛江旅游产业和城市的整

体形象[4]。 

基于湛江的特殊地理位置、丰厚旅游资源以及湛

江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资源等为湛江文化创意产品

的设计开发和市场拓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如今，湛

江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为

湛江地域文化创意产品总体文化内涵淡薄、地域特征

缺乏、产品种类单一、质量不足、创新设计乏力等[5]。

为了改变现存问题，对于湛江地域文化的创意产品设

计研究很有必要。 

1.2  湛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思路 

基于湛江地域文化和湛江文创产品市场的现状，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没有以创新设计为出发

点，针对该地域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分析；

对该地域的文创产品设计没有以该地域文化特点为

核心出发点，存在盲目性。本文将对湛江地域文化资

源进行梳理归纳，建立辅助创意设计的地域文化资源

分类模型，同时对湛江地域文创产品的设计属性进行

分析、研究，探寻产品设计与地域文化结合所呈现的

设计特征。最终，以具体设计案例进行验证，从而达

到提升湛江文创产品品质和升华其价值的目标。研究

思路见图 1。 

 
 

图 1  研究思路 
Fig.1 Research ideas 

 

2  基于湛江地域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模型 

2.1  湛江特色地域文化资源及模态分类 

湛江的地域文化多样，涉及的文化内容和形式繁
多，因此，需要针对湛江地域的文化资源、特征、内涵、
原型、符号等进行收集、梳理和分类，从而实现快速获
取地域文化特色、特征的需求，继而辅助创意设计的开展。 

本文把湛江地域文化分为 3 个层次，即物态文

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将不同类型的湛江地域文

化形式和内容与之一一对应、归纳[6—7]，湛江地域文

化资源模态分类见图 2。物态文化即湛江地域在历史

长河中积淀的各种实体物质，它是以物理状态客观存

在的湛江地域物质文化的集成，是记载湛江地域文化

形成与发展的独特地域符号，为设计师提供了丰富多

样的文化元素；行为文化即湛江人民在实践、社交等

过程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包括语言文字、民风民俗、

手工技艺等，它体现了湛江地域独特的社会风尚和劳

动人民的智慧，有助于设计师深入了解地域文化，从

行为文化模式本身的形成、表达、形式等方面激发设

计灵感；心态文化即由湛江人民在社会实践、意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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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形成的独特精神心理特征和观念意识。设计师应

深入理解并以此引导设计，表达产品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此 地 域 文 化 划 分 方 式 层 次 清 晰 ， 同 时 与 唐 纳

德·A·诺曼提出的心理学认知层次相匹配，与设计思

维的规律相符合，便于设计者对地域文化信息的设计

转译。其中，在对湛江地域文化层次归纳及模态的分

布过程中，基于其文化特色分析引导出了两个设计属

性，即地域性、文化性。地域性是指设计选材的地域

性，即要选取具有鲜明地域性特色的文化元素、文化

原型、文化符号等来辅助设计创意，以此凸显产品的

独特性和地域特色，从而脱离文创产品单一、同质化

的问题，达到形成地域品牌效应的目的；文化性则指

产品负载的文化意义，即应注重文化的象征意义，对

地域文化内涵深远的文化原型进行设计提炼，在创意

设计中体现文化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更好地彰显产品

的地域特色和魅力。 
 

 
 

图 2  湛江地域文化资源模态分类 
Fig.2 Modal classif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Zhanjiang 

 

2.2  湛江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要素及其表征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和层面出发，对事物展开研

究，即研究其造型、形式、色彩、材质、肌理、情感

体验等方面[8]。根据诺曼提出的情感认知三层次，将

产品的设计属性和要素做层级归纳，形成设计与文化

相对应的设计要素表征框架体系，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属性归纳见图 3。湛江文创产品最终将主要通过功能、

结构、工艺、形态、色彩、材质、纹饰、肌理等方面

来表征。该层级划分框架与上述文化层次的结构划分 
 

能够相互对应，有利于在设计表征过程中更好地与文
化资源紧密结合，从而更好地诠释文化主题。在此过
程中，基于此设计的特点和要求导引出创新性和实用
性两个设计属性，创新性即文创产品应具备功能创
新、形式创新的生命力，设计师应妥善处理好设计、
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产品与市场需求和消费
者需求实时匹配；实用性即文创产品应在具有文化艺
术性的同时注重“以用为本”，在具有良好视觉品质的
同时注重产品本身的日常使用价值和良好的产品使
用体验感。 

 
 

图 3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属性归纳 
Fig.3 The design attributes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2.3  湛江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型 

基于以上对湛江地域文化资源的模态类型划分

及对湛江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表征划分，对湛江地域

文化模态和产品表征元素进行整理、组合、归类，构

建了针对现阶段湛江地域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开发

模型[9—10]，以此来指导湛江文创产品的设计研发，湛



第 39 卷  第 16 期 苏颜丽等：基于湛江地域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研究 139 

 

江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型见图 4。其中，地域性

原则、文化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实用性原则是贯穿

湛江地域文化创意产品产品化、地域品牌化的全过程。 

地域文化是文化创意产品的内核，而设计语言的表

达呈现是文化创意产品的外在表现，因此，创意设计手

段给产品提供了良好的视觉品质，是吸引消费者目光和

触动消费者内心的关键。地域文化内容和形象是产品的

核心价值，往往更受到消费者的重视，能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文化属性与设计规律是互相融合、作用的，在进

行具体的设计研发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应用。 
 

 
 

图 4  湛江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型 
Fig.4 Design model of Zhanjiang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3  湛江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应用实例 

基于对湛江地域文化资源的清晰调研分析和层

级模态归纳，以湛江傩舞、海洋文化，陶瓷文化等具

体湛江特色地域文化原型为内容，进行设计案例展示

和应用分析。 

设计小组以湛江傩舞为文化原型设计的红土傩

舞陶器，见图 5。湛江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祭祀仪式 
 

和人们敬天崇雷的行为活动形成了独特的雷傩舞，后

变为驱邪、祈福、喜庆的舞蹈，这都表明傩舞是湛江

地域文化原型的典型代表。其中，设计者提取傩舞面

具的形态、图案、纹饰、颜色等形态进行具体设计元

素的归纳设计，继而展现产品的地域文化特色。从行

为、形态文化角度分析，以文化性原则为指导，傩舞

背后的人文情怀和精神信仰也能够表现出湛江的独

特文化习俗和精神风貌。 

 
 

图 5  红土傩舞陶器 
Fig.5 Clay potteries with Luowu 

 

在此产品的深化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时下设计

风尚和流行趋势，在设计形式上大胆创新，将地域文

化元素与更具夸张表现力的近现代设计风格相结合，

使产品表征上带给消费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时尚

感，吸引消费者的购买力；产品的功用技术方面，以

花器、陶器的功能形式来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考虑



140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8 月 

 

到要更好地烘托湛江的地域特色和契合傩舞民俗文

化特征，在陶器材质呈现上也进行了独特的表达，通

过精准地测量和配比，将湛江独有的红土结合其中，

烧制出表面肌理效果明显的红土瓷，更好地展现了产

品的民俗性和质朴感，最终呈现出更具湛江地方特色

的红土瓷系列傩舞陶器。 

又例如碧波游鱼茶具的设计，见图 6。湛江海岸

线曲折绵长，滩涂众多，这里蕴藏着富饶的海洋资源，

诞生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于此同时，湛江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始发港，其海洋文明、陶瓷文化等都具有一

定的历史积淀和时代变化，这给湛江的旅游观光游客

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设计小组将湛江海洋文化为

原型，这能够引起消费者对湛江地域文化的共鸣，也

能使文化产品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性和地域性。 

设计小组从物态文化层面入手，以游鱼、海洋、

碧波为提炼文化元素的来源，从中抽取、归纳出游鱼

形态、海洋色彩、水波线条等具体造型特征，凭借这

些特征契合、凸显湛江的海洋文化特色。同时，在产

品的整体组合形态和造型表征上加强海洋游鱼的形

态特色和文化主题，从而使产品的造型语言更强烈、

深刻地表达文化内容和文化韵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港口，湛江的陶瓷文化同样深远绵长，而湛江

地域的亚热带高香型生态茗茶品质极好，广受大众喜

欢，因此考虑其地域文化、产业特点和优势，将产品

的功能承载形式定位为茶具，茶具本身蕴含中国传统

文化特色，同时作为生活用品，其使用性较强，能够

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求。鉴于海上外来文化和现代产

品特色的影响，设计小组充分考量现代人的审美特点

和功能需求，在贴合地域特点的条件下，使碧波游鱼

茶具能够表现出地域文化和时代风尚的双重魅力。 
 

 
 

图 6  碧波游鱼茶具 
Fig.6 The tea set with fish in bluewaves 

  
这两组文创产品能够恰当地把握产品和文化的

匹配度和契合感，使傩舞文化和海洋文化在产品表现

上有更准确的体现。可见，红土傩舞陶器、碧波游鱼

茶具的设计和实践能够准确、有效地表现湛江的地域

文化特色，凸显文化产品的特点、提升文化产品的品质。 

4  结语 

文化旅游产业是湛江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文

化旅游产业的消费也将成为湛江的经济增长热点。以

湛江地域文化为核心进行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开发

不仅是提升产品文化创意附加值的有效方法，也是传

播优秀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有助于树立城市文

化旅游形象，形成地域品牌效应[11]。本文通过对湛江

地域文化及文创产品进行系统地分析、归纳、整合，

提出了相应的设计原则，建立了与之对应的设计模

型，并以具体的设计实例进行了展示和验证，旨在辅

助设计师设计、开发出更多具有湛江地域文化特色和

设计创新性、实用性的文化创意产品，从而为湛江文

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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