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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区域传统文化品牌对实现人文价值、艺术价值乃至经济价值具备的巨大潜能，探讨区

域传统文化如何应用可持续理念发展自身品牌建设。方法 通过对区域传统文化在市场杠杆驱动下以及

可持续理念驱动下的品牌建设路径的优势及不足进行分析，获得“可持续理念驱动区域传统文化品牌”

的建设思路。运用当代设计理论及部分营销学、社会学的知识，阐述如何将传统文化载体进行再设计，

将区域地方文化传统特色进行升华，以及如何将基于需求的新理念、民艺的可持续实践应用于传统文化

的品牌建设中。结论 注重“天人合一”精神的传统文化具有可持续的特性。融入当代审美、消费、精

神、使用需求的可持续设计理念可通过文化品牌的精准定位、基于需求的活动策划、古法技艺可持续内

核的适度营销，来完成区域文化品牌的创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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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Brands in Sustainable Concept Driven Regions 

LI Yang, DING Wen-fei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ap the huge potential of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al brands to achieve human values, ar-

tistic values and even economic value, and explore how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pplies sustainable concepts to de-

velop its own brand build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rand building path of the re-

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driven by the market leverage and sustainable concept, the building idea of "sustainable con-

cept-driven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al brand" was obtained. With contemporary design theory and partial marketing and 

sociological knowledge, how to re-design traditional cultural carrier, sublimate regional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ap-

ply new concepts based on demand and sustainable practices of folk art in the buil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brands were 

expound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endogenous nature that emphasizes the spirit of "Heaven and Man" has a sustainable 

philosophy. The sustainable design concept that incorporates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consumption, spirit and use needs 

can achieve the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brands through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of cultural brands, the 

planning of activities based on demand, and the appropriate marketing of the sustainable core of ancient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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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各个行业都在积极

推崇可持续理念，增加产业的附加价值。区域传统文

化品牌作为一个浓缩了地区历史文化的载体，在品牌

建设中融入可持续理念将能有效传承该地区本土的

传统文化，带动区域的人文传播以及经济发展，使区

域传统文化品牌在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进程中

具有立足之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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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传统文化品牌的城市名片效能 

区域地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有

许多已被列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包含其独特

的悠久的人文价值、艺术价值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

高，人们的商品意识增强，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区域地方的传统文化也开始具备深厚的产业价值。建

立传统文化的相关产业，树立区域地方品牌形象，是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开发传统文化

资源的有效途径[2]。 

区域传统文化品牌，代表一个城市的人文特征和

文化品格，其特有的传统文化元素确立起来的品牌形

象，能全面把握该区域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的文化要

素，体现了民众的集体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记忆

和区域文化精神，承载了区域民众的情感，具有广泛

的消费群体。 

2  区域传统文化品牌建设的路径解析 

2.1  市场杠杆驱动的建设路径 

地方传统文化品牌依靠特定地区的地理优势与

自然资源来发展，因此对于该地生产经营者而言，成

本付出较少，导致区域内特定产业的数量较多，批量

化生产下会产生偷工减料的现象。再加上技术的缺乏

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使产业组织呈现出散乱的特

点，一些企业甚至做出损害市场并破坏整个地区的传

统文化品牌的行为。 

大多数传统手工艺的制作流程较为复杂，对手工

艺人的技艺要求很高，如今年轻人受外来文化影响，

很少愿意学习传统技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

文化的利润空间降低，从事传统文化的手工艺人急剧

减少。传统手工艺多以家庭或师徒传承，几乎不对外

传，使得传统文化难以推广，有许多手工艺人在生产

的过程当中为了盈利，开始忽视产品质量，大大降低

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艺术性。而且手工艺人本身的文

化程度使得其不具有品牌建设意识，缺乏“活态化”

传承的可持续发展的远见，因此，不能建设一个全面

的、可识别的区域地方传统文化品牌[3]。被誉为“丽

江后花园”的鹤庆县银都水乡新华村，其传统银器技

艺面临失传，原负有“鹤川匠人”盛名的几百户人家，

如今只剩下几十户，只因为追求经济价值，缩短原本

手工打造银器所需最少三天的时长，利用模具或机器

批量制作，仅仅 20 分钟就加工完成，丢失了本土文

化的品牌优势[4]。 

2.2  可持续理念驱动的建设路径 

为了建设区域地方传统文化品牌，实施区域整体

的展示与推广，可运用基于区域形象的广告来宣传。

通过区域传统文化的品牌形象广告，不仅可以促进当

地的传统文化，还可以扩大其知名度，增加品牌效应，

促进可持续发展[5]。例如已有 180 多年历史的天津“泥

人张”，是著名的工艺彩塑作品品牌。身为第六代泥

人张的张宇认为，泥人张产于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

的天津，天津文化才是泥人张彩塑的创作源泉，采用

老作坊新宣传的方式进行创新，从 2014 年开始做品

牌推广，推出个性化广告，将“泥人张”3 个字虚化

掉，只突出张宇本人以及作品。张宇认为技术或艺术

离开了人就不再有价值，必须是这个人拥有的某些东

西，代表着企业的灵魂。在销售作品时更多地去做市

场拓展和营销推广，让社会了解作品价值，营销方式

除了广告宣传外还会着手办展览、策划品牌出版物

等，让民众听到老字号中新生代的声音，让天津本地

民众也有更强的文化认同感。 

由于区域传统文化品牌根深蒂固的区域性，所以

可以根据其地域特征进行宣传，探索该区域传统文化

品牌相关的历史根源与文化内涵，展现该地区传统文

化的价值，以节日、竞赛、论坛等形式推广区域传统

文化品牌，这有利于品牌的长远发展。 

3  可持续理念驱动区域传统文化品牌建设

的思路 

3.1  传统文化载体的再设计 

区域地方传统文化品牌的形成，代表该区域的特

有形象，已拥有广泛的市场，以及一批具备一定稳定

性和忠诚度的消费群体。传统文化载体的再设计，是

有效定位当前市场需求的必要手段。通过传统文化载

体的再设计工作，把原有传统的文化观点和审美内

涵，转接到当代社会民众所能接受和认知范围中来，

有利于形成大众化的产品，被大众所接受，并能广为

流传，以此形成良好的区域地方传统文化品牌，因此，

要使传统文化载体具有时代感，就要在保留传统文化

的前提下，对产品进行再设计，以提髙对消费者的吸

引力，这有助于开拓传统文化产品的销售市场。 

3.1.1  区域地方文化传统特色升华 

区域本土文化有其自身的传统特色，它是在特定

的历史背景，地域和文化氛围中产生的，也符合特定

的市场需求。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传统、

独特的风土人情可以使某个地区形成一些与其他区

域不同的独特特征。如今，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文化

和历史发挥着长久性的作用，这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

卖点。区域品牌的形成依赖于该区域悠久的生产历史

和独特的生产工艺。经过长期文化传播和积淀，以升

华该地区文化传统特色，从而具有更高的声誉。 

此外，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产业形式来升华区域地

方文化传统。例如韩国通过博物馆陈列和表演等形

式，来升华当地传统文化的主体特色，其中的于勒博

物馆突出展现了韩国传统艺术伽倻琴的历史和人文

特色。在政府的资助下，当地原住居民以较接近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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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状态继续在民宅居住，传承和保护了区域传统

文化。 

3.1.2  基于需求的新理念应用 

传统文化作为物化的精神要素，要渗入时代元素

才能促进其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

的发展，消费者需求由使用价值的满足变向使用价值

与精神价值并重，在各种产品的使用价值差别不大的

情况下，附加值成为消费者的主要需求。用品牌赋予

产品附加价值，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精神联

系，改进用户的使用感，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6]。

区域传统文化品牌也是如此，其赋予该地区人文、历

史、传统、风俗等附加值，使消费者对区域品牌产   

生强烈的需求，以此促进区域传统文化品牌的可持续

发展。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呈现出全新

的发展趋势。借助高科技通信技术与互联网平台，推

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文化产业融

合，不仅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还能适应当

前的社会需求，建设传统文化品牌[7]。 

3.2  民艺的可持续实践理论 

3.2.1  文化品牌的精准定位 

只有注重品牌信息的传播和精准的市场定位，才

能让区域地方传统文化实现良好的品牌效应。区域传

统文化品牌的定位首先要具有地方典型性、稀缺性和

代表性，反该区域独有的文化特色，还应带有可开发

价值，可持续发展。例如陕西的凤翔彩绘泥塑，小巧

可爱、色彩鲜艳，而且作品形象已经包括了诸多迎合

大众消费的动物造型和人物形象，已经拥有上百个品

种。目前，在全国市场上具有良好的市场影响力和广

泛的销售群体。其良好的艺术形象品牌，主要原因是

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和详尽的传播规划，采用先进的营

销模式并且根据市场销售与客户定制的具体款式和

数量相结合，从而确定生产。这些特色体现了陕西凤

翔彩绘泥塑的商业性的同时，也拓宽了品牌信息的传

播途径，使这一产品走上创新之路，成功进行了区域

地方传统文化品牌的艺术形象塑造，提升了产品的影

响力量，促进了品牌形象的建立。 

3.2.2  基于需求的活动策划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想要保护和传承地方传统文

化，建设传统文化品牌，就要充分满足市场需求，不

断地创新艺术表现形式，借鉴其他艺术种类的市场经

营活动的成功经验，并着力于开发传统文化自身的艺

术特色，使民间艺术融入到现代生活中。例如将传统

文化产品融入到广告宣传中，以传统文化符号作为装

饰图案，是当前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有效途径。将

传统文化符号运用在建筑装饰中，不仅能体现区域地

方特色，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还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 

对传统文化传承开展各种经营性活动，可以采用

分散创作、统一经营的方式，不仅节省了劳动力和时

间成本，而且还可以将传统文化产品中所蕴含的历史

文化通过经营活动进行传播[8]。从产品包装的设计层

面着手，逐步提高传统文化产品的文化层次，进而提

升消费群体的审美情趣，使消费者在使用和欣赏传统

文化产品的同时，培养自身的文化自觉性，并提高投

资传统文化产品的积极性。此外，还要通过各种传媒、

座谈会、展览、宜传画册等对传统文化产品做宜传，

以宣传带动销售[9]。 

3.2.3  古法技艺可持续内核的适度营销 

古法技艺具有极其精细的制作过程，虽然不能像

批量生产一样高产、高效，但工艺过程本身就具有文

化品牌的推广效应。古法技艺的返璞归真可为当代人

在嘈杂环境中寻得一处净土，使其静下心来，满足该

人群在审美及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 

古法技艺的可持续理念源自中国古人“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点。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冯海

涛复原绘制的《千里江山图》所用颜料由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国画颜料的传承人仇庆年先生从宝石或药

材里提取完成，例如青绿色来自绿松石、孔雀石，白

色来自千年贝壳。在古法绘画中，用宝石的青绿象征

天之色，还会使用到牛皮、鹿皮制成的明胶。从材料

采集到加工生产均为自然取材及纯手工工艺。经过凿

石、筛粉、分层等复杂工序最终制出无杂质的颜料，

其制作工艺的繁琐以及原材料的珍贵都凸显了极高

的艺术价值。 

大漆作为一种可持续使用的材料，具有很强的可

塑性，能层层覆盖、叠加、磨显，由此得以加入金银、

铝箔、蛋壳、螺钿等材料应用或镶嵌其中，这是漆艺

创作的乐趣与魅力之一[10]。漆艺本身作为一种能综合

运用不同质感的材料的艺术创作，在继承其传统文化

底蕴、精神和技法时，面对新材料，理应进行创新，

以此丰富消费人群的使用感受，让漆艺更能适应社会

文化的需求。 

手工艺可以让追求生活品质的人群了解到古法

技艺的可持续内核，让这群人在使用应用古法技艺制

作的产品时产生基于心理暗示的使用感受。很多人走

过千年以上年头的老城门洞时，会感觉特别阴冷，摸

着城墙会有种年代的厚重感。这种“体会”很大一部

分因素源自后天习得的知识、读到的故事和听到的传

说，而对千年古城产生某种“隐晦引导下的心理反

应”。古法技艺可持续的内核，可藉由此进行拓展、

策划和创意。 

适度营销立足于“可持续内核”，在古法技艺的

手工艺“过程”中寻找营销亮点，将古法技艺的“年

代魅力、神秘内涵、汲取自然的纯粹”与当代人寻求

的“灵魂归宿、净化心灵、缓解压力”等精神需求准

确契合，并适度规避或按照需求点改良古法技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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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难度、低效率、长耗时、精专业”的程度，使

不同的古法技艺营销更加适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与

价值观。例如大漆工艺虽已有精专人才研习，但若为

了拓展其在大众层面的认知，更好地推广这门技艺，

则需要以大众审美和较低的专业门槛标准对大漆工

艺进行推广营销。可将“采漆、制漆及漆器制作”分

别作为单独事件，对过程进行营销策划。将技艺结合

当代艺术设计、虚拟现实技术并围绕当代用户的精神

需求完成策划创新。 

4  结语 

如今，我国文化产业高速发展，传统文化作为历

史民众共同创造的艺术，能有效增强社会和经济效

益。解决传统文化资源现存的滥开发的问题，找准市

场定位，在传承的同时兼具创新，顺应时代需求运用

多媒体信息化技术，为传统文化品牌的建设开辟可持

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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