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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参观者的文化意象为切入点，探索江西省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设计流程，促进地域文

化的传播和当地文博产业的发展。方法 以内容分析法获取参观者对江西省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意象，利用层

次分析法构建出江西省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库，最后通过集群构成的设计方法整合典型文化元素，完成设计。

结论 通过分析参观者对江西省博物馆文化意象的认知数据，归纳出海昏侯文化、景德镇文化、红色文化、

佛教文化等公共文化意象；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出的江西省博物馆文化资源库，可以为设计师提供设计江

西省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素材和灵感来源；运用集群构成的设计方法来整合相关文化重心，可以使

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氛围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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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in Jiangxi Museum based on Cultur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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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2.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ake visitors’ cultural imag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explore the design process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of Jiangxi Museum and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
cal culture and museum industry. The visitors’ public cultural image on Jiangxi Museum was obtained b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e cultural repository of Jiangxi Museum was constructed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inally, the typical cul-
tural elements were integrated through the cluster design method to complete the design. By analyzing the visitors’ cognitive 
data of cultural image on Jiangxi Museum, the public cultural images such as Dusk culture, Jingdezhen culture, red culture and 
Buddhism culture are summarized. The cultural repository of Jiangxi Museum constructed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provide designers with cultural materials and inspiration for designing Jiangxi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The use of cluster design to integrate the relevant cultural center can make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more intense. 
KEY WORDS: cultural image; Jiangxi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我国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民族众多，各地区

文化特色明显[1]。2016 年 11 月，文化部、发改委、

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

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鼓励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后文简称“文创产品”）。

2017 年 4 月 7 日，江西省政府发布了《关于推动文

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实施意见》，提倡文

化文物单位依托自身资源，采取多种方式开发文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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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带动全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博物馆作为一

段社会历史演变、一片地域文化发展的缩影，是展现

地域文化、传承人类文明、树立区域形象的重要窗口[2]。

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当中，产品的趋同性正使产

品的识别性慢慢流失，因此把文化意象特征应用于产

品设计越来越重要[3]。 

1  研究现状 

文化内涵是一切设计作品的生命，博物馆文化产

品也不例外[4]，国内外学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探

索以文化作为驱动的产品设计模式[5]。一些学者以文

化层次分析为切入点，探讨了区域文化在现代产品设

计中的应用方法。Leong 和 Clark[6]将文化分为外有

形、中行为和内无形 3 个层级，提出了研究文创产品

的架构。林荣泰等[7]从设计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文化

产品的设计模型。梅梅等[8]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与产品设计元素之间的映射关系。陈晨[9]提出了融合

地域文化的产品设计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有较多学者开始从文化意象的角

度对文创产品的设计模式展开研究。Yair 等[10]研究了

抽取当地传统手工锡器文化意象的设计方法。朱上上

等 [11]研究了区域文化意象下的消费者与产品的认知

匹配模型。苏达[12]提炼出了水乡、历史和商业 3 个维

度的京杭大运河文化意象。 
国内对于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研究，起步较

晚，相关研究成果不多。赵得成等[1]针对博物馆文创，

提出了比例仿拟的设计方法。韩相宜 [13]通过运用隐

喻、直喻、讽喻等设计手法，将博物馆文化特性转化

为产品特色。孙敏等[14]通过运用 ASEB 分析法，提出

了基于消费者参与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活动开发

策略。 
目前，针对江西省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研究相

对较少。刘帅[15]、李杰[16]通过考察江西省博物馆海

昏侯文物展品和具体设计实例，提出了开发设想。这

些研究对江西省博物馆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

用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多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出发，面

向全视阈下的江西省博物馆创意产品设计研究仍有

待深入。 

2  江西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现状及思考 

江西省博物馆筹建于 1953 年 3 月，是首批国家

一级博物馆，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试点单位。目

前馆内设有两个文创商店，店内所售文创产品主要包

括数码、文具、工艺品等类别。经现场调研，发现其

存在如下问题。 

2.1  文创产品缺乏地域文化特色 

江西省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对于

当地文化元素的运用过于简单直白，缺乏对本土地域

文化的深度挖掘，文化识别度低，地域特色不明显。 

2.2  对消费者的文化意象认知不明确 

江西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在研发初期，缺乏对参观

者文化意象认知的调查，研发出的产品所具备的文化

意象与参观者的文化意象认知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导

致产品与参观者之间不能形成有效的文化互动，参观

者对目前所售的文创产品的认可度普遍较低。 

2.3  文创产品缺乏品牌效应 

对馆内单个文物进行延伸开发，是江西省博物馆

文创产品的主要研发模式。由于缺乏对馆内文化资源

的有效整合，博物馆研发出的文创产品，文化符号繁

多，设计风格杂乱，没有形成较强品牌效应。产品与

产品之间没有太大关联，无法吸引消费者重复购买。 

3  江西省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流程 

要让文创产品体现出江西省博物馆的特色，产品

所传达的文化意象尤为重要。本文以参观者对江西省

博物馆的文化意象为切入点，通过层次分析、集群构

成等方法，优化文创产品的设计流程，见图 1。 

3.1  参观者文化意象调查 

设计师、产品与用户之间存在着信息传导的过

程。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及所具有的知识，借助以前

接触过的或者想象的产品形式,以联想的方式与设计

师交互[17]。博物馆文创产品只有使产品形态所表达的

文化意象与用户的文化意象相匹配，才能达到向用户

传达其深层次文化内涵的目的。深入掌握用户的文化

意象是设计师设计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基础。 
文化意象是一种有着相对固定的含义，并带有深

远联想的文化符号[18]，是一个群体建构在意识中的共

有认知。人们从以往经历的各类环境中获取文化意

象，以对文化意象的共同认知来交流思想，文创产品

一旦被赋予某种特定的文化意象，就可以与拥有这一

文化意象的用户产生文化共鸣和互动。美国学者凯

文·林奇指出：“似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一个由

多个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或者说是一系列的

公共意象，其中每一个都反映了相当一些人的意象。”

江西省博物馆也存在着一个或一系列的公共文化意

象，这一公共文化意象由多个相似或相同的个人意象

复合而成。 
从文创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意象，可以将

文化意象看作是“意”和“象”的结合。“象”是表

象、物象，是可以利用感觉器官感知到的具体事物，

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是能够通过语言、文字描述的文

化元素。通过现场访谈和网络信息检索等方法，收集

参观者对江西省博物馆的印象和评价，进而运用内容 



320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2 月 

 
 

图 1  江西省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流程图 
Fig.1  Design flow chart of Jiangxi Museum’s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分析法，归纳出若干的公共意象组。“意”是意境、

内涵和寓意，是人的联想和整体感受，具有较强的主

观性，往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获取参观者的“意”，

需要结合区域文化，因为文化意象总是产生自一定的

文化，产生自一定文化的景观、心态、文化规范和

价值系统[19]。江西省博物馆是江西文化输出与传播

的重要窗口，是整个江西省文化的缩影，因此，参

观者在游览江西省博物馆时产生的文化意象产生自

江西文化，通过结合江西文化，可以获取参观者的

“意”。 
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取参观者的公共意象，进而推

导出引发参观者产生这些意象的区域文化，获得蕴含

着区域文化特质的参观者文化意象组优先级排序，即

一系列公共文化意象。 

3.2  博物馆文化资源库构建 

文化是一个复杂总体，人之所以可以区分不同的

文化，是因为文化特质不同。文化特质是文化的成分，

文化层次是对文化成分的分类。林荣泰[7]将文化分为

外有形、中行为和内无形 3 层次，每个层次都是一组

文化特质。每组文化特质都有其特殊的地方。这种特

殊的地方，也许是外表，也许是内容，也许是方法；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特殊的地方，是构成这些特质的

要点[20]，是文化层次分类的依据。每个文化层次都是

这些特殊地方的集合。 
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一个文化重心，文化重心是

文化的内容上的一个概念，也可以说是文化的成分概

念[20]。将一种文化依据文化特质的特殊性原理划分为

3 个层次，其中一个层次是整个文化的重心。例如景

德镇的陶瓷文化可以分成瓷器的形状图案（外有形

层）、制瓷的工艺（中行为层）和制瓷精神（内无形

层），但整个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文化重心是其行为层

的制瓷工艺。 
文化意象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可以利用层

次分析法将文化意象及其蕴含的区域文化特质进行

分层，进而抽取出该文化意象的文化重心，构建出江

西省博物馆文化资源库，服务于博物馆文创设计。 

3.3  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 

江西省博物馆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时，采用集群构

成的设计方法。集群构成是在一个设计中多次使用有

相同或相近语义指向的文化元素的设计方法。多次重

复使用含有类似语义的文化元素，能使该语义所指向

的文化氛围更加强烈[21]。运用集群构成的设计方法，

根据所设计产品的特性，选取江西省博物馆文化资源

库中各文化的文化重心进行排列组合，设计出具有浓

厚的江西省博物馆文化特色和内涵的文创产品。 

4  江西省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案例 

基于上述研究，以江西省博物馆文化创意茶具设

计为例，验证设计框架和流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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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江西省博物馆参观者文化意象调查 

为确保调查数据的全面性，通过现场访谈和网络

检索两种方式来采集参观者对江西省博物馆的文化

意象。现场访谈分为早、中、晚时段进行，随机选取

访谈对象，为期 1 个月，最后形成有效访谈记录 47
份。网络检索数据来自于大众点评、携程、新浪微博

13 个网站平台，选取 2015 年以来超过 200 字以上的

评论或游记。最后将重复或不具备研究价值的评论、

游记及访谈记录删除，共获得有效访谈记录 40 篇、

网络评论 84 篇、游记 24 篇。 
运用内容挖掘系统软件 ROSTCM6.0 中的词频

分析功能，去除不具备江西省博物馆文化意象的无

意义词，输出排名前 20 的高频词汇。通过查阅相

关文献，根据词汇蕴含的文化特征进行意象分组，

见表 1。  

4.2  江西省博物馆文化资源库构建 

依据文化层次分析法，将排序靠前的海昏侯文

化、景德镇文化、红色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进行文化分

层，构建出基于参观者文化意象的江西省博物馆文化

资源库，见表 2。 

4.3  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 

根据茶具的产品特性，抽取出海昏侯文化、景德 

 
表 1  参观者江西省博物馆文化意象词频分析 

Tab.1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bout visitors’ cultural  
image on Jiangxi Museum 

文化意象 词汇（词频） 比例

海昏侯文化 
意象 

海昏侯（151）马蹄金（85）金饼

（73）刘贺（47）刘贺印（19） 
46.35%

景德镇文化 
意象 

陶瓷（79）景德镇（65）青花瓷

（17） 
19.90%

红色文化意象 红色（68）革命（23）老区（9） 12.36%

佛教文化意象 
佛教（56）禅宗（21）七祖（12）

慧远（8） 
11.99%

其他文化意象 
客家人（31）赣江（23）道教（16）

悬棺（13）青铜面具（11） 
11.61%

 

镇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文化重心作为江西省博物馆文

创茶具的文化要素。海昏侯文化的文化重心是其影响

最大的外有形层，景德镇文化的文化重心是其传承悠

久的制瓷工艺，佛教文化的文化重心是禅宗精神。因

此，运用集群构成的设计方法，将这 3 种文化的文化

重心按照文化层次分析理论进行组合，就构建出了江

西省博物馆文创茶具的文化层次架构，见表 3。 
 

表 2  江西省博物馆文化资源库 
Tab.2  Cultural repository of Jiangxi Museum 

文化类别 文化层次 文化/设计元素 

外有形层
海昏侯形象、马蹄金、刘贺印、编

钟、青铜雁鱼灯 

中行为层
出行方式、汉代用乐制度、金银错、

包金工艺 
海昏侯文化

内无形层
海昏侯故事、文物象征含义、汉代

文化 

外有形层
青花图案、祭红、经典瓶型、花纹、

瓷窑 

中行为层
制瓷工艺、制瓷习俗、花朝节、变

工节、人工节 
景德镇文化

内无形层 陶瓷工艺文化、陶瓷巨匠故事 

外有形层
勋章、扁担、搪瓷杯、宣传标语、

宣传画 

中行为层 红歌、编织工艺 
红色文化

内无形层 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革命故事

外有形层 佛像、法器、禅画、经文 
中行为层 礼佛手势、坐禅观定、茶禅 佛教文化

内无形层 禅意、空、即心是佛 
 

表 3  江西省博物馆文化创意茶具文化层次构架 
Tab.3  Cultural hierarchy of Jiangxi Museum’s  

cultural creative tea set 

产品名称 文化层次 文化/设计元素 

外有形层 
海昏侯形象、马蹄金、 

刘贺印、青铜雁形镇 

中行为层 景德镇制瓷工艺 
江西省博物馆

文化创意茶具

内无形层 禅意、茶禅一味 

 

 
 

图 2  江西省博物馆文创茶具 
Fig.2  Jiangxi Museum’s cultural creative te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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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内容，本文设计了一款茶具，见图 2，

茶壶手柄根据代表刘贺皇权的冕旒元素而来，壶身和

盖纽的造型是从“刘贺印”简化而来，杯子的造型设

计来自于“马蹄金”，公道杯的造型元素提取于“青

铜雁形镇”。茶具采用景德镇的制作工艺，整体蕴含

着淡雅空灵的禅意，江西本地的禅宗讲究“茶禅一

味”，意即茶道与禅道是相通的，两者是同一种兴味，

都注重个体的体悟和感觉，追求精神境界的顿悟和升

华，非深味之而不可得[22]。 
茶具外部造型（外有形层）的设计元素均来自于

海昏侯文化，文化符号具有较强的识别性。精致的外

观与温润的触感，得益于景德镇精湛的制瓷工艺（中

行为层）。“茶禅一味”的精神内涵（内无形层），能

够使用户在品茶的过程中感悟自身与禅意。运用集群

构成的设计方法，将参观者认知中的江西省博物馆最

典型文化的文化重心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得产品的文

化氛围更加强烈，产品本身所呈现的文化意象也更容

易被消费者读取和解析，产品和消费者之间产生了强

烈的文化互动。同时，针对典型文化元素进行集群开

发，可以有效整合文化符号，统一设计风格，增强文

创产品的品牌效应，提高复购率。 

5  结语 

各地省级以上大型博物馆拥有丰富而多元的文

化资源，是地域文化的缩影。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过程中，应合理整合其中的典型文化元素，灵活应用

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手段，运用恰当的设计手法进行

文创产品设计。本文提出了基于文化意象的江西省博

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流程，可为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

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参观者文化意象调查，可

以帮助设计师准确了解参观者对博物馆的文化意象

认知情况，集群构成与文化层次分析法的结合则有助

于提升相关产品的文化内涵。文创产品如果能唤起消

费者的文化共鸣，会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同，那么

以文创产品开发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道路，将越

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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