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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research target and method of applying regional national culture in innovative design of 
product. Based on inevitability and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regional national culture into innovative design of produ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egional n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new concept of 
innovative design of national cultural products was put forw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
cation of innovative design, including the sublim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 product innovation desig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egional resources and the emphasis on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design, which should not only 
highlight the regional national cultural individuality, but also embody the commonness of the times,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oday's national 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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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对产品设计各个层次和结构都有着深

刻影响。民族特色产品设计是指将民族文化运用于产

品设计中的一种实践行为，也就是以传统造物思想为

依据，从传统民族文化里面提取元素，创造出既能契

合时代要求，又能体现民族特色的产品。 
当今，民族特色产品设计并不少见，并持续出新，

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与市场需求，以下就通过区域民族

文化融入产品创新设计的必然性、开发的现状与问

题、产品创新设计理念、产品创新设计策略 4 个不同

的角度，分析探讨区域民族文化在产品创新设计中的

运用，以加强在该领域对我国区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 

1  区域民族文化融入产品创新设计的必然性 

1.1  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需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文化的生态环

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个地区的传统文化都经受着

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因为区域民族文化所蕴含的

原始性、边缘性和多元性的特点都具有极强的商业价



第 40 卷  第 6 期 周梅婷等：区域民族文化在产品创新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29 

值潜力，所以在产品设计时，只要对民族文化进行深

入研究，从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民族文化元素，将其融

入到现代产品设计中，利用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

使用，就能够起到促进民族文化传播的作用。可见民

族文化在产品创新设计中的运用，不但起到了探求民

族产品创新发展，推动区域民族文化行业进步的作

用，同时又充分发挥了文化传承的功能，增强了民族

文化的影响力，最终实现了民族特色产品应用和传承

的双重效果[1]。 

1.2  产品个性化与民族化的需要 

民族文化元素与设计艺术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血

缘关系，设计师日益深刻地意识到现代设计的单调

性，产品的民族化将成为必然趋势，设计灵感的获取

需要寻求民间艺术的帮助。合理搭建东西方之间，传

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形成协同作用，将为产品设计

提供更深刻的美学体验。 
民族文化可以体现在产品设计的每个环节，文化

融合于产品设计，会产生独特的优势[2]。民族特色产

品的文化性提升了产品形态语言的认知度，深化了购

买者对产品的体验，增强了产品的民族文化内涵。从

民族文化对象里面提取设计元素，把它融入产品设

计，既提高了民族文化产品的附加值，还宣传了文化

本身，实现产品的个性化与民族化的统一。 

1.3  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以区域资源为基础发展民族特色产品，是民族地

区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理念。最近几年，随着返乡大

学生、务工人员数量的激增，更多的民族成员愿意通

过学习或借鉴先进市场经验与理论，在民族地区进行

现代经济运作，本民族特色开发已经变成大部分民族

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同意愿。 
区域民族文化被广泛用于民族产品的开发，为当

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特别是近年来，旅游

业受到重视，很多民族地区成为世界游客向往的地

方，民族当地特色产品也急速被开发利用，各种当地

的手工作坊等小型经济单位日益活跃起来。而相关调

查也显示，游客消费的内容也主要集中于能体现民族

区域特色的产品上，可见将民族文化融入产品创新设

计的行为，是可以起到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2  区域民族文化开发的现状与问题 

2.1  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受当今文

化融合的影响，区域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受到空前的

冲击。在很多年轻人的理解中，传统民族文化属于落

后的文化形式，对传统文化内涵不求甚解，对它的开

发拓展更是漠不关心[3]。加上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

影响，很多民族地区的发展已经抛弃了宝贵的民族特

征，忽略了对传统民族文化应有的保护。这造成了注

重记忆和口头交流的民族文化艺术，几乎丧失了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最初附属于当地族群存在的知识

和文化特征被削弱了，代表民族特色的表现元素慢慢

退出，宝贵的传统民族文化资源逐渐退化。 
面对民族文化面临的困境，当今的艺术设计行业

也从当代美学的角度出发，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合于现
代产品创新设计中，开发仍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元素，
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2.2  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建设力度不足 

无论是民族特色产品的设计，还是民族产业的发
展，民族文化的传承延续在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关系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区域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建设[4]。 

从区域民族资源视角来看，民族地区独一无二的
原真文化才是民族区域的核心竞争力，但是有些民族
地区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知不足，关注不够，不重视
民族文化资源的发展、保护和利用，不能有效继承和
发展区域传统文化。由于区域民族文化资源得不到正
确的对待，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受到了冲击。很多地
方因为民族文化资源缺少长期规划，缺乏科学性、可
持续性发展策略的研究，精神文化方面投入重视不足，
单纯顾及短期利益，资源随意开发，致使原生资源受
到破坏，区域民族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逐渐被减弱。 

2.3  民族文化产品设计开发观念和能力有待提高 

区域民族文化反映在历史、自然、习俗、价值观、
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但是现有的民族文化特色产品
的设计，主要集中在传统器物形态的效仿和复制使用
上，没有结合地方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缺乏民族文
化的内涵、体验性和互动性。设计缺乏新意，其经济
价值和文化品位就难以达到新的高度，简单的复制品
充斥市场，使得民族特色和差异渐渐消失，加剧了传
统民族文化艺术衰落的速度。而另一方面，民族文化
产品的无序开发对区域民族文化的传播，包括人们对
很多民族原生态形式的认知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少数
民族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内涵，如果不能把它
和产品设计有效结合，不但不能起到文化传承的作
用，反而将破坏民族文化在受众心中原有的形象，这
更加让人堪忧[5]。 

3  民族文化产品创新设计理念 

民族产品设计的第一要点是转变思路，摒弃落后
的表现形式，提倡新理念的介入，保护传承和弘扬开
发并行，紧随当今潮流，才能设计出与人们生活相适
应的民族文化产品。 

3.1  形神共筑的设计理念，对民族文化元素的深层
次挖掘 

从装饰图案、颜色、形状、选材等民族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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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研究各类民族产品的设计细节，从中反射出民

族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价值内涵等，是民族特色产

品设计时所运用的主要方式，但是少数民族元素的组

成除了这些基本形态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它所具备的

精神内涵，只有在两者的合力下，才能真正体现出民

族文化独有的神韵，而这种神韵正是民族文化在产品

设计中期望达到的最优效果。 
可见民族特色产品的创新设计，不是简单地对民

族造型元素原形态的复制节选，而是利用当代美学视

角来提取传统视觉形象中的那些“意味深远”的元素，

然后将提取的元素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与现代设计

进行整合，将其有机嫁接于现代产品中的同时，仍然

能绽放出民族文化原有的神韵与魅力[6]。 

3.2  民族文化产品实质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 

人们将对生活的体悟和美好期许融入到了民族

文化艺术之中，因此民族文化元素可以充分体现出民

族特有的风俗习惯、精神内涵和文化传统。现代产品

设计将这些民族元素再次开发利用，将传统民族文化

与现代生活有效结合，精神理念借助功能、形式创新

加以推广，创造出既能体现文化品位又具有时代吸引

力的产品形式。 
民族文化产品里面渗透着人们最朴素的对美的

认识和感悟，透过产品设计，能够感知此民族地区的

居民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生命的态度。可见，民族特色

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也是对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

基因的传承。产品的创新要在借助商品外壳的前提

下，去承载民族文化的内核，通过物化的形式运用到

人们日常的生活中，从而影响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3.3  注重地区资源的利用 

民族特色产品设计需要具备民族文化的特征，而

民族文化的特征并非虚构杜撰而来，而是从当地真实

的生活和环境中衍生、提炼而得。民族特色产品设计

以区域民族资源为载体，不仅指重视物质材料本身的

价值，也不是指利用当地资源所独有的天然魅力，而

是在探索当地资源的基础上，融入当地文化，解放思

想，最后再实现民族文化产品的设计创新。当然，精

神民族文化价值、内涵是物质资源本身所不能完全承

载的，只有通过策略化的艺术创造、民族文化元素的

创新和精心构思设计，使当地资源中原有的特色与优

势，达到资源应用与民族文化设计交相成趣的效果。 

4  基于区域民族文化的产品创新设计策略

研究 

4.1  产品创新设计中民族文化的形态升华和神韵再现 

除了在产品设计时对民族文化加以表面形态的

创新之外，怎样使得产品可以传达民族文化的“境

界”，将民族文化的精神进行传承，延续民族情感，

是民族特色产品设计的核心内容。 
民族产品中文化意境的展示，源自设计师对民族

传统符号的挖掘、感悟和创新。民族文化艺术元素大

多是从民族服装、食品、住所等方面长期归纳提取出

来的，每种形态皆可以传递相应的文化意义。对民族

特色产品来说，民族文化性是其基本属性，每一个不

起眼的设计背后常常对应着深刻的民族情结。消费者

在购买产品时，也是因为看重产品所蕴含的文化精神，

所以在设计产品时首先应设定适当的民族主题，再借

助对应艺术形态的引用来体现自身的文化内涵[8]。 
要在产品设计中实现对民族文化形态和神韵的

传承创新，常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首先是民族文化

元素的形态重构，就是在形态元素使用到设计时，打

破原有的图案结构和造型，使图形的构图形式和规律

发生变化，重构合乎现代人喜好的表现形态。重构增

加了新鲜感，让产品设计富有新意的同时，还保持了

区域民族文化原有的精神；其次是情境应用，少数民

族形态符号是在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每种形态都对应着各自的情境，传达着特定的文化意

义，因此民族元素的再创造，应该适当借助描述语境

来传达民族元素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使其神韵在语境

中获得再现[7]。 

4.2  细化甄别民族区域资源，提升产品种类和数量 

地域特色资源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元素多种多

样，精准的资源价值认知和开发，是进行民族文化产

品设计的第一前提，也是丰富产品种类，满足多样性

消费需求的有效方法，因此进行民族特色产品的设

计，首先要对民族区域资源进行分析，探究蕴含于其

中的民族文化价值，做到仔细甄别并加以提炼。提炼

时应重点思考这些蕴含民族文化特征的特色资源在

现代社会中如何被重新定位，它所具有的材料功能和

心理功能如何有针对性地在现代产品中进行适用性

设计。 
设计师根据自身的设计经验与设计目的选择特

定元素，赋予时代新意时，要兼顾它的原始民族文化

内涵和特色能否获得激发，能否获得民族的认同，否

则即使选择的元素繁多，也表达不出设计师想传达的

思想，因此，细化甄别有特殊民族文化意义的区域资

源，合理设计，提取形态的内涵，针对不同消费需求

进行分类，将民族元素和现代设计转化为创意加值，

呈现于各类型的产品设计中，这对于提升民族文化产

品的种类与质量，确定特色品牌优势和引导市场消费

需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9]。 

4.3  既要突出区域民族文化个性，又要体现时代认

同的共性 

民族文化的传承，可以在现代民族特色产品的广

泛应用中得以实现。要想通过现代民族特色产品传达

民族文化的内涵，其珍贵的遗产就要产生新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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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民族特色产品的很多细节设计，仍然以原始的形

态和风格来呈现，但是只要它们能够契合现代人的某

种需求，就能产生自己的消费点和影响力。可见民族

特色产品的设计，需要的是基于发展视角的研究，

以实现既能把握和保留原有的本真特色与文化个性，

又能符合现代审美和功能的需要，体现出时代认同的

共性。 
产品设计中民族形式的创造想要找到传统与现

代之间的匹配点，就要逃脱单纯的物质化表象的束

缚，以精神领域的获取为核心，主动地寻求民族文化

的精髓，并将其置于当今大环境，从全球视角重新审

视民族文化，重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融合，以呈现出

契合这个时代美学观点的形式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设

计出既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又能得到现代社会认

可的精品[10]。 

5  结语 

区域民族文化体现的是生活在当地的人们的共

同特点，相同的认知、体验和代代传承的民族记忆，

基于此设计出的民族特色产品，不仅满足了人们的使

用需求，同时向使用者传递了特有的民族文化价值，

填补了精神需求。通过挖掘区域民族文化得到设计元

素，并把这些民族文化元素运用于产品开发中，创造

出代表区域民族文化的产品，是现代设计领域的发展

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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