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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方法进行研究。方法 基于国务院公布的两批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名录，对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属性进行分析，并按照纪念主题进行分类。通

过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深入解析，归纳出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具有纪念载体普遍性、历史价值独特性、

纪念意义特殊性等特点，按照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及意识层面对其所蕴含的文化进行挖掘与整理，并筛

选典型的文化素材，提出系统、有针对性的文化创意发想方法及原则、文化符号的提取与应用方法。结

论 形成系统的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方法，通过文创产品设计实践，验证了方法的

有效性，对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能起到指导性作用，进一步促进抗战文化的有效

传播及抗战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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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GAO Chong, LIU Ji-wei, BU Li-yan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method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or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ased on the list of two batches of state-level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for 
Anti-Japanese War announced by the State Council, the properties of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ere analyzed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commemorative theme.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t concluded that the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ad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commemorative carrier's universality, unique historical 
value and special commemorative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material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consciousness level, the 
culture contained therein was excavated and sorted out, and the typical cultural materials were selected to put forward the 
systematic and pertinent methods and principles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and the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for cultural symbols. The systemat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methods of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re formed. Through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practice, the effec-
tiveness of the methods is verified. This will play a gui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the culture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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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卷  第 18 期 高崇等：基于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113 

 

纪念设施与遗址，即具有纪念性的设施与遗址。

“纪念性”（memorial）在英语中与“记忆”（memory）

为同源词，来自拉丁文“记忆、纪念”（memoria）[1]。

抗日纪念设施与遗址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存放和展示

抗战时期记忆而设立的各种设施以及具有突出价值

的遗存区域。党中央、国务院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公布了 2 批共计 1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名录，并号召各地区及有关部门加强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广泛开展群众性拜谒、参观和纪

念活动[2-3]。进行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创产品设

计方法的研究，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与纪念意义的发

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属性与分类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依据其时代与属性，被划分

为近现代革命文物[4]。它是抗战时期斗争最生动、最

忠实的记录，是抗战历史的见证，是对广大群众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通过对两批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名录的归纳与统计，根据

纪念对象的主题对其进行了分类，见表 1。 

 

表 1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属性与分类 
Tab.1  Properti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memo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时代 近现代 
属性 革命文物 

分类 以人物为主题的纪念设施与遗址 抗日战争及相关地点 
重大政治 

军事性事件 
日军罪证 

具体 
名目 

抗日英烈陵

园、公墓、

殉难处。 

抗日英雄故居、

纪念馆及英雄

团队纪念场所。 

各惨案中

遇难同胞

纪念场所。

战争遗址

及设施。

革命

旧址。

地域性抗

战综合纪

念场所。

侵华日军投降旧

址、日本战犯审判

法庭、抗战胜利 
纪念堂。 

细菌战、毒气实

验场、731 部队、

战俘营旧址。

数量 59 19 12 23 34 12 10 11 
小计 90 69 10 11 
总计 180 

 
2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特点 

2.1  纪念载体的普遍性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中原有的建筑、现存的藏品

及地理风貌等客观存在的文化遗存均为纪念载体，外

观大部分具有普遍性。例如原有的建筑，在当地甚至

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是常见的；现存的文物大多为抗战

时期使用的武器、装备，穿戴的服装、衣帽，使用过

的日常用品等；遗址中的地理风貌大多为经过战争洗

礼的残垣断壁以及成堆的露野白骨。只有极少数原有

的建筑、现存的文物及地理风貌典型性与独特性并

存。此外，部分纪念设施与遗址（如场馆、纪念碑及

相关设施）在后期建设中从外观形态与情感表达方面

体现了较为鲜明的特色。 

2.2  历史价值的独特性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历史价值是由抗战的性

质所决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

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

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纪念设施与遗址所蕴含的

故事，真实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抵御侵

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的罪

行，因此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具有独特性的历史价值[5]。 

2.3  纪念意义的特殊性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及相关文物与其他类博物

馆及藏品的意义截然不同，特殊性体现在其纪念意义

方面。它的纪念意义在于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牢记历

史，学习宣传抗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培育和弘扬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

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 

3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文化解析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所蕴含的文化是抗战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纪念设施、遗址以及相关文

物、历史资料等载体，反映抗战时期具有重要意义或

作用的典型人物及相关行为，表达相应的情感意识。 

3.1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文化的挖掘与整理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所蕴含的文化可以从素材

的物质层面、行为层面、意识层面进行挖掘与整理[6]。

物质层面主要包括设施、遗址及现有文物自身的形

状、色彩、纹理、图案、材质等方面，可扩展为其功

能、结构关系、与周围事物的位置关系等因素，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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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化的外在层面。行为层面是指纪念设施、遗址及

文物背后的行为、事迹，主要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

涉及的人物、故事情节、言论等，归属于文化的中间

层面。意识层面是指行为层面所体现的人物的精神、

行为的意义与作用等，可延展为受众者的心理感受、

精神教化等，归属于纪念的核心层面，也是纪念意义

的真正所在，见图 1。 
 

 
 

图 1  文化挖掘与整理方式 
Fig.1  Cultural discovery and arrangement method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中文化素材的 3 个层面具

有密切的相关性。物质层面的存在必有与其相关的行

为可以追溯，而行为层面的存在势必引发意识层面的

形成。意识层面不能脱离行为层面而单独存在，行为

层面并不依赖于物质层面而存在。物质本身是行为构

成的载体，其历史价值取决于其行为层面，行为层面

的纪念意义表现为意识层面，意识层面的实质决定了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等级。 

3.2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中典型文化素材的筛选 

文化素材的典型性应强调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与

代表性，它体现在文化素材的物质层面与行为层面

中。其中，物质层面的典型性应强调载体自身构成因

素的特色与独有性；行为层面的典型性应重点关注其

历史意义的重要性或作用的关键性。文化素材在抗战

设施与遗址中的个性特征与代表性越突出，其典型性

越强。此外，文化素材中相关联的任意层面中具有典

型性因素，便使得整体文化素材具有了典型性，具有

典型性的因素越多，文化素材的典型性越强。 
典型文化素材的筛选可结合调查问卷的方式通

过积分统计的方法进行。具体方法如下：针对物质层

面与行为层面的文化素材进行列举，让游客按照排序

的方式选出各层面中前 10 名典型文化素材，第一名

计 10 分，第 2 名计 9 分，以此类推；然后对发放的

有效调查问卷进行积分统计得出各层面中典型文化

素材的排位，从而筛选出典型的文化素材。以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为例，通过 100 份调查问卷的

积分统计，物质层面的残历碑积分最高，为 921 分，

其次为被放倒的日军所建柳条湖事件爆破地点“纪念

碑”，积分为 905 分。行为层面中，“九·一八”事变

中日本关东军炮击北大营事件积分最高，积分为 936
分，这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9 月 18 日

也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日”；其次是作为“九·一八”

事变的导火索的柳条湖事件，积分为 879 分。由此便

可筛选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两个层面的典型文化

素材。 

4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所蕴含的文化不在于它的

艺术性与科学性，其文化符号带给人们的记忆不是艺

术美与科学智慧，而是那段抗战期间的血泪史。此类

文化产品中一个典型符号简单应用，往往勾起的是人

们不愿面对却又不应忘却的记忆，致使产品本身也会

沦为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因此，只有将典型素材的

文化内涵与文化符号巧妙地融入产品的创意之中，构

建起抗战文化与人们消费心理的桥梁，才能得到消费

者的青睐。 

4.1  文化创意的发想 

4.1.1  创意发想的原则 

首先，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创产品创意发想

应以其纪念意义为宗旨，宣扬积极的价值取向及精神

意义，即使是那些“负面遗产”文化典型，也要从批判

罪恶、深刻反省、永不再犯的角度进行创意的发想。

其次，以文创产品消费市场为导向，将抗战文化与人

们的消费诉求相结合，强调文创产品的适用性、适赏

性、适赠性与适藏性，让消费者愿意将抗战文化带回家。 

4.1.2  创意发想的方法 

以文化为主题，借创意为桥梁将文化内涵有机地

融入产品设计之中，使产品成为文化传承的有效载

体，是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主要途径。因此，恰当的

创意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首先，应考虑从典型文化素材的意识层面出发，

从其反映的精神、发挥的作用及引发的情感方面进行

发想。意识层面是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化内涵本

质所在，从意识层面出发进行发想，可以使文创产品

从根源上具有反映文化内涵精准的指向性，促进文创

产品对文化内涵的有效承载。 
其次，可以考虑从典型文化素材的行为层面出发[7]，

以其相关典型元素为发想源，包括时间、地点、人物、

言论、动作及其行为场景等元素。典型的行为元素可

以有效激发消费者对文化内涵的反思，从而实现文创

产品对文化传承的作用。 
第三，从典型文化素材物质层面作为创意发想的

出发点，以其自身典型的功能及形状、纹理、色彩、

材质、结构与位置关系等因素进行发想，强调物质载

体的构成元素与产品相关因素的契合关系，避免文创

产品的设计与物质载体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偏离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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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导致文化创意流于形式，降低消费者对文创产品

的认同。 
此外，在创意发想的过程中，将典型文化素材的

多个相关因素有机结合作为创意发想源，使文化内涵

与产品形成多角度的契合关系，使文创产品能够更加

完整、深入的表达文化内涵。 

4.2  文化符号的提取与应用 

文化符号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它

来源于文化素材的不同层面，有显性有隐性，有些可

直接提取，有些需要利用设计元素进行塑造，可依据

文化创意中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进行提取或塑造，继

而进行应用。 

4.2.1  文化符号的提取 

针对典型载体的物质层面，其个性特征的体现之

处便是文化符号的提取来源，包括其功能、形状、图

案、纹理、色彩、材料的使用、结构关系等方面[8]；

针对典型载体的行为层面，特定的时间节点、鲜明的

人物特征、独到的言论均可提取出高识别度的文化符

号[9]。需要强调，由平淡无奇的人物、普遍的物质载

体、寻常的行为动作、乏善可陈的环境条件等因素，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机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典型行

为，其综合场景也是文化符号提取的重要来源。针对

意识层面中典型的精神、情感及作用，由于主题的抽

象性，无法直接提取文化符号，则需利用相关设计元

素进行塑造，从而对其文化内涵进行表达。 
根据文化符号能否被清晰地表达和有效的转移，

可将文化符号分为显性文化符号与隐性文化符号。基

于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中文化载体物质层面的功能、

结构、位置关系，行为层面中各因素的内在联系，以

及意识层面反映的精神、作用、情感等因素提取的文

化符号属隐性文化符号。隐性文化符号由于自身的隐

蔽性，需要通过反思进行传达，传达的过程具有间接

性；显性文化符号具有较高的视觉辨识度，传达的过

程具有直接性。 

4.2.2  文化符号的应用 

1）文化符号的应用形式也是多样的，既可以应

用原型符号，也可以在保留自身典型性的基础上，通

过形态构成方法进行适当的艺术处理，以增加其在产

品中的适应性与协调性。例如分割、重复、镜像、节

奏及韵律等方法。 
2）文化符号在产品形态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两种

方式，即应用于整体形态与应用于局部形态。 
3）针对典型文化素材的多个相关因素结合在一

起的产品创意，在产品形态的设计中同样可以融入多

个对应的文化符号。 
4）为了使文化符号与产品形态有机融合，在产

品形态塑造之初便应将文化符号融入产品形态的发

想，从而避免文化符号在产品中的生搬硬套，导致文

化符号与产品自身形态的“骨肉”分离。 
基于人们对抗战文化创意产品消费心理调研的

100 份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对于人们常伴左右
的抗战文化创意产品，89%的人群愿意直接联想起积
极、正面的抗战文化，例如抗战英雄事迹、战争大捷、
审判投降日军等事件；95%的人群不愿直接联想起消
极、负面的抗战文化，例如日军制造的各类惨案等事
件。因此，在此类抗战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对于消
费者喜闻乐见的抗战文化，可通过原型符号对文化内
涵进行直接表达或视觉强化；对于消费者不愿直接面
对的抗战文化，可对文化符号进行重构或弱化，突出
其美学特性，通过反思层面进行文化内涵的认知与传承。 

5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5.1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
1997 年扩建，1999 年 9 月 18 日开始对外开放，2014
年 8 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博物馆中典型的纪念设施包括残历碑、“勿忘国
耻”警钟等；相关典型遗址包括“九·一八”事变的
开端柳条湖事件中铁路爆破点、日本关东军炮击北大
营弹坑及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馆藏历史文物 7000 余
件，22 件二级文物，125 件三级文物。博物馆通过这
些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及相关文物全面、真实的反映
“九·一八”事变的全过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
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东北人民遭受了长达 14 年之
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因此，9 月 18 日也被中国民
众视为“国耻日”。 

针对意识层面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开端”及“国
耻”，行为层面的时间节点“9.18”及“东北人民遭受的
奴役和殖民统治”等因素进行发想，同时融入了多个
文化符号进行了腰围尺设计，见图 2。设计中结合了
正常人的腰围标准，91.8 cm 可视为腰围进入身体健
康警戒的开端，918 刻度之后采用黑色作为背景色预
示身体健康正式进入警戒状态，此腰围尺命名为“国
‘尺’”，与“国耻”读音相契合，并配以“勿忘国耻，警
钟长鸣”的文字，让人在使用之时不由自主的联想到
“九·一八”的相关历史文化。 

 
 

图 2  腰围尺设计 
Fig.2  Waist rul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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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文创产品设计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于 2007 年 5 月建成，2014
年 8 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以东北抗联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战役
为线索，全面、真实、准确、系统地反映了东北抗日
联军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馆藏大量抗联文物，
其中包括杨靖宇、周保中等将领使用过的珍贵物品。
建筑古朴别致，庄严肃穆，乳白色石材与橙黄色木板
相间的外墙装饰给人以置身深山林海的自然感受，象
征着众志成城的东北抗日队伍。 

针对物质层面中的典型建筑及意识层面中抗日
联军不断与日军抗争永不言败的精神进行发想，进行
了不倒翁装饰花瓶设计，见图 3，并巧妙融入了陈列
馆中的建筑符号。该设计不仅具有装饰功能，同时增
加了一定的趣味性，花瓶的底部拆开后还具有储物功
能。在观赏、使用之余，让人产生对东北抗联历史的
追忆。 

 

 
 

图 3  不倒翁装饰花瓶设计 
Fig.3  Tumbler ornamental vase design 

 

5.3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文创产品设计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恢复原貌后
于 2014 年 5 月 18 日正式对外开放，同年 8 月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陈列馆通过
复原陈列和史实陈列有机结合，运用文字、照片、文
物、史料、图表、音像、审判场景等丰富的展览形式，
全面展示了 1956 年 6 月 9 日至 7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审 36 名日
本战犯的历史以及日本战犯在沈阳接受审判前后的
历史经过。沈阳审判是真正反映中国人民意志和愿望
的审判，也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其中受审的 36 名
日本战犯全部认罪服法，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的奇迹。 

针对行为层面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场景及认罪
姿态进行发想，进行了名片架、杂物盒、书档与缠线
器等系列桌面文化创意产品系列化设计，见图 4，以
增强文创产品在使用环境中的协调性[10]。其中人偶形
象运用低头的日本士兵的抽象形态，再现了当年对日
本战犯的审判情形，寓意向人民、向历史低头认罪。 

 
 

图 4  桌面文化创意产品系列化设计 
Fig.4  Serial design of deskt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6  结语 

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有利

于深入挖掘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

义；有利于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

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

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

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有利于学习宣传抗

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培育和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

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基于抗战

纪念设施与遗址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方法的研究，将

对此类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起到指导性作用，促进抗

战纪念设施与遗址作用的有效发挥，促进抗战文化的

有效传播及抗战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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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占优势，这就需要社会能够给他们提供舒适安全

且便利的公共空间环境，为老年人建设无障碍环境，

将有效地减缓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稀缺和浪费

等问题。 

5  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老龄化社会问题下无障碍设施设

计研究的理念针对性强、特点突出、涵盖范围广。在

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当下，老龄化社会问题下的无

障碍设施的设计研究触及到每个需要帮助和关怀的

人们，它是社会建设的一座桥梁，给老年群体打造了

一个和谐、安全、美好的社会环境和解决老龄化的社

会问题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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