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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符号融入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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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同质化、地域性文化元素识别性特征较弱以及文创产品与用户、市

场需求脱节等现状，围绕传统文化正确传承与产品设计创意创新 2 个重点，寻找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

发展的出路，激发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创新潜能。方法 以符号学为理论基础，从语义学、语构学、语

用学 3 个维度对无锡博物院馆藏文化以及现有文创产品进行分析，提取地域特色文化符号融入现代社会

生活所需的文创产品设计中。结论 总结出基于符号学理论的产品设计方法要素，提出一种符合地域性

文化应用方式的文创产品设计策略，即“提取语义—解剖语构—改善语用”，以达成博物馆文创产品内容

创新、功能创新以及设计创新。以无锡博物院泥人“阿福阿喜”为例导出产品设计，为地方性文创产品的

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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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to the Design of  
Museum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LI Juan, CHEN Xiang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For the homogenization of museum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the weak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
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disconnection among products, customers and market demands, this work aims to find a 
way ou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museums, and inspire the innovative 
potential of museum's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by highlighting the correct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
novation of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iotics, it analyzed the collection culture and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of Wuxi Museum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emantics, 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and extracted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to the design of modern necessit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lements of product design method 
based on semiotic theory, and proposes a design strategy of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that conforms to regional cultural 
application, namely “extracting semantics-analyzing language structure-improving language use”, so as to achieve content 
innovation, functional innovation and design innovation. With the elements of clay figures Axi and Afu in Wuxi Museum 
as examples to derive product design,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on product, design strategies 

随着国内外博物馆相继免费开放，失去以门票收 入为主的经费支持，开发与销售文化创意产品（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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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就成为博物馆获取经营经费的一种常见

方式[1]。博物馆文创产品作为博物馆文化的衍生品，

是具有博物馆文化元素和特点的商品。近年来，一些

资源丰富、实力雄厚的博物馆在文创产品的开发和创

新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刷新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

的存在感。如，故宫博物院在 2013—2015 年间研发

各类产品共 1273 种，并靠“朝珠”耳机等既具新奇创

意又显中国文化内涵的产品成功抢占文创产品市场，

获得近 10 亿的年均销售额[2]；上海博物馆十几年来

累计开发相关文化产品 1600 余种，并在浦东机场开

设文创分店，成功了扩大消费市场与品牌影响力[3]。

截至 2016 年，我国各类登记注册博物馆达 4690 多家
[4]，与国家级大型博物馆相比较，大部分地方博物馆

还面临着馆藏资源匮乏、参观流量较小、运营思维僵

化等现实问题，导致其开发的文创产品陷入文化元素

特征不明确、与市场脱轨、缺少文化传承和设计创意

特征等窘境。因而，地方博物馆的“弱”馆藏更需要

“强”的文创来为其发声[5]。 
本文以无锡博物院为例，选取无锡惠山泥人为元

素，提出通过语义学、语构学、语用学 3 个维度解读

文化符号，提取外在表征与隐形意象元素，以得到产

品设计的方法，并通过产品设计实例对其进行实践验

证，以此为地方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提

供一种研究思路。 

1  设计符号学方法论的应用现状 

符号是一种小部分人类创造的，被大部分人类感

知、认同并传播的事物。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在人类认

知、思维和传递信息中的作用的科学[6]。在符号学视

域下，文创产品是具有传递文化符号能力的载体，文

创设计则是有选择地将文化符号融入产品设计过程

并产出文创产品的行为。设计符号学因其符合设计师

的思维模式、设计原理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创产

品的研究与开发中。 
但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研究还存有一些待改善

的问题。首先，博物馆文物中的符号解读方法释义不

够明确。尤其对于中小型博物馆来说，因片面和不够

系统的文化符号解读方法而造成文化符号解释错位、

生搬硬套，不利于当地特色文化的发展[7]。其次，文

化符号解析与产品设计中文化符号的应用联系紧密

度不足，会降低文化传播质量，无法正确传达地域文

化真正价值[8]。再次，抽象化的开发思路及策略或落

地性不强的产品设计案例，不仅缺乏参考价值，而且

增加误导风险。最后，应用设计策略开发的文创产品

与消费者的需求缺乏贴合度[9]。文创产品是否成功最

终还需交由市场决定，随着经济发展、消费升级、消

费者不再满足于大众化纪念品，一方面融合文化符号

的产品不一定是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盲目复

制消费者青睐的产品未必有助于文化符号的正确传播。 

 
 

图 1  文化符号解读模型 
Fig.1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cultural symbols 

 

2  符号学视域下的文创产品解读 

符号学作为较热门的研究课题，也是一门综合

性的学科，因其理论多样化、侧重点各异衍生出几

种不同的解读方法。本文主要以莫里斯符号学思想

为中心，将文化符号解读模型分为语义、语构、语

用 3 个维度与博物馆文创产品相结合进行分析[10]，

见图 1。 
语义学上，研究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

所有符号都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11]，即文化符号

外在表征与隐形意象的统一。作为博物馆的文创产

品，对其文化符号的表现力、传达度则具有更加严格

的要求。符号的外在表征包括该文化元素涉及的造

型、色彩、图案等；隐形意象指外在表征所指代的内

涵意义，包括象征、审美、文化、典故等。将隐形意

象从文化符号的外在表征中拆解、提炼、凸显出来，

是重构文化符号的前提与基础。如故宫文创产品中耳

熟能详的“朝珠耳机”，将清代宫廷朝服上佩戴的、具

有身份地位象征的珠串与现代生活中常用的耳机进

行结合，既展现“朝珠”的文化魅力，又体现产品的独

特、复古与实用的特点。 
语构学上，研究符号间种种联系，包括内部结构、

整体布局和相关文化联系[12]，为文创产品设计的结构

与功能提供灵感及参考。如故宫另一项广受好评的文

创产品“顶戴花翎伞”，见图 2，它将游客在故宫里行

走游览时需要遮阳的需求与古代进宫朝圣的大臣们

所戴的“官帽”相联系。一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另一

方面使游人自动代入故宫的历史氛围中，实用又富有

趣味，对于推动博物院文化传播以及提升文创产品的

文化价值都具有参考意义。 
语用学上，研究符号起源、应用与效果[13]，包括

使用方式、使用场景、物件尺寸、社会环境等，为

文创产品的人机使用模式提供借鉴。语用学维度的

研究不仅可为博物馆文创产品提供人机尺度方面的

参考，也使产品能够较好地与现代生活、消费者需

求相吻合，从而避免文化符号的误用问题。丹麦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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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顶戴花翎伞 
Fig.2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 of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and Top Daisy Umbrella 
 

 
 

图 3  汉斯·瓦格纳设计的中国椅、Y 型椅 
Fig.3  Chinese chair and Y-shaped chair  

designed by Hans Wagner 
 

 
 

图 4  无锡惠山泥人——“阿福阿喜” 
Fig.4  Wuxi Huishan clay figurines: “Afu and Axi” 

 
家具设计师汉斯·瓦格纳早年潜心研究中国明式家

具，借鉴了官帽椅的使用方式、物件尺寸等，设计出

“中国椅、Y 型椅”等多项具有影响力的经典作品，见

图 3。 

3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及应用实践 

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梁町提出文创产品设计

的 3 个层次：外在（有形的/物质的）层次、行为（行 
 

为的/习俗的）层次以及心理（无形的/内在的）层次[14]。

在符号学角度可分别与语义维度中的能指（外在表

征）、符号的语构和语用、语义维度中的所指（隐形

意象）一一对应，见表 1。设计师通过深度解读文化

符号、提取文化元素，结合现代人群生活方式进行设

计创新、功能创新以及内容创新，丰富博物馆文创产

品的设计层次，达成产品创新。 
本文以地方无锡博物院为例，通过文创产品在

“外在、行为、心理” 3 个设计层次中对文化符号的解

读模型与内在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文创产品的

设计策略，并将其带入具体的产品设计实践中，以达

到文创产品在文化内涵与造型形式上的创新。 

3.1  基于语义学的地域元素提取 

3.1.1  地域文化符号的外在表征元素提炼 

挖掘博物馆代表性文化符号是一切博物馆文化

衍生品设计开发的基础[15]。本文提取无锡博物院最具

地域特色的馆藏文化——惠山泥人“阿福阿喜”为研

究对象进行设计开发，见图 4，其造型圆润夸张、比

例头大身短、线条流畅豪放、配色鲜艳大胆，呈现出

浑厚朴实的形象[16]。作为无锡民间传统手工艺品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极具独

特性和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提炼文化符号的外在表征应用于产品设计中，有

益于形成具有地域性特征因子的产品形象，促使用户

通过有形的形象展开对文化的联想，见图 5。首先，

选取惠山泥人的典型形象作为参考；其次，使用作图

软件将惠山泥人整体造型进行平面化呈现，还原所有

细节，以确保在后续的简化过程中不丢失文化符号核

心的形象特征；再次，删繁就简，归纳特征，保留其

中能够引起准确联想的线条，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征

的符号；最后，通过产品系统创新设计理念，围绕地

域文化传承和外形符号为基础，进行联想、演化等深

层次挖掘，选取其中最合适的产品设计题材进行应用

创新。此外，也可通过变换、复制、镜像等操作生成

新的平面纹样，以应用于产品的包装设计、深化品牌

等方面。 

3.1.2  文化符号的隐形意象元素提取 

提取文化符号的隐形意象元素即挖掘文化符号

的来源背景，将对文化价值的传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通过对文化符号隐形意象要素中的使用情景、象

征意义、审美情趣、历史人文及背景故事的调查中提 

表 1  文创产品设计层次与文化符号解读模型关系表 
Tab.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 level of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cultural symbols 

文创产品设计层次 文化符号解读模型 属性 创新角度 
外在层次（有形的/物质的） 语义学中的外在表征 造型、色彩、图案…… 设计创新 
行为层次（行为的/习俗等） 语构学与语用学 内部结构、整体布局、相关文化联系 功能创新 
心理层次（无形的/内在的） 语义学中的隐形意象 象征、审美、文化…… 内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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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无锡泥人造型提取示意图 
Fig.5  Extraction of shape of Wuxi clay figurines 

 

表 2  文化符号隐形意象元素提取表 
Tab.2  Extraction of invisible image elements of cultural symbol 

内容 定义 以惠山泥人为例 
适用情景 元素使用的情景、方式、习惯等 旧时主要供儿童玩耍之用 
象征意义 元素所指代的意义 祈福辟邪、吉祥如意 
审美情趣 元素所代表的时间、空间审美风格等 色彩鲜艳、造型简练、线条流畅 

历史人文 相关文化、历史、人文 
清代始，随大型观礼性雕塑日渐衰弱，民间小型玩赏性和工艺装饰性

雕塑逐渐走进市民生活，散发出朴质的美学精神。 

背景故事 相关故事、传说、背景 
无锡惠山一带常有野兽出没，因两个人形巨兽的出现，消灭了山中各

种猛兽长虫。人们为了纪念，便根据它们的形象捏制了一男一女两个

泥人，分别取名“阿福”“阿喜”。 
 

 
 

图 6  运用泥人元素的创新茶具设计 
Fig.6  Design of innovative tea set using clay figurines 

 
取，有利于帮助消费者认识文化符号的历时性与持久

性，增加消费者对地域文化的认知，以提升文化价值

见表 2。通过隐形意象元素的提取及其设计应用，除

了加深消费者对惠山泥人的品牌印象之外，也可避免

消费者对文化符号的解读错误。 

3.2  基于语构学的结构解剖 

基于语构学的文化元素解剖与应用并非简单的

分解与重组，而需综合考量文化符号与承接载体结合

的视觉效果、使用效果以及文化传达效果等。通过提

取文化符号的外在表征，分解、简化、归纳图形视觉

语言，再在充分了解文化元素的构成方式、相关文化

联系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审美与人群需求，创造出具

有文化元素造型特点的原创产品。基于上文中提取的

地域元素与隐形意象元素两者相结合，将“阿福、阿

喜”圆润的“葫芦形”轮廓特征与“上杯下壶、杯壶一

体”结构合理嫁接，见图 6，设计为一款具有独特外

观造型的快客杯茶具。其杯壶合体时，上方倒置的杯

子与下方圆润的壶身浑然一体，形成泥人完整轮廓； 

壶身两片隔热把手演化为俏皮的发髻；壶口与杯子合

并后呈现的“微笑”，营造出整体造型上的喜感。为适

应新时代的大众在生活方式及审美观念的转变与发

展，将地域文化符号进行抽象性的提取及应用，一方

面为了迎合“90 后”新兴的养生需求和“萌文化”[17]审

美，另一方面将传统文化融入年轻群体的日常生活，

有益于推动泥人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发展。 

3.3  基于语用学的使用方式改善 

文创产品除了需要具备地域性文化符号并与外

形结构特征相符合之外，其使用方式上与其它产品形

成差异化特征，也可以达成产品的创新性。首先，在

基于“阿福、阿喜”快客杯设计的用户调研中着重观察

用户的饮茶习惯、茶具的使用方式等行为，捕捉用户

的痛点，为其功能性上的改善、易用性上的创新奠定

基础。其次，针对茶凉后用户需加热水稀释或重新冲

泡而导致浪费、步骤繁琐的痛点，结合茶具收纳包装

加入了可加热模块，见图 7，并在底部预留空间便于

更好地收纳充电线，使产品使用方便的同时，兼顾外

观的整体性与美观性；再次，考虑到茶具的便携性与

其材质的脆弱性，改良了收纳空间的适配度，将收纳

盒底部平面调整为契合茶具形体的凹面，让茶具在收

纳状态下的放置更加稳定，保障其安全携带；最后，

为了引导用户在使用状态下将这一收纳空间当成一

个蓄水盒使用，将其设计为可拆装模块，既满足茶具

使用过程中收集废水的功能，又便于茶具使用后单独

取出进行清洁，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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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茶具结构图 
Fig.7  Structure of tea set 

 

 
 

图 8  茶具使用示意图 
Fig.8  Use diagram of tea set 

 
合格的文创产品不仅应该将文化符号根植于产

品当中，更应当通过语义学、语构学、语用学 3 个维
度进行全方位分析解码，促使用户在购买、使用等行
为中对这一文化符号进行正确解读，让惠山泥人文化
的因子在产品中得到延续，以达到博物馆传播传统文
化的目的。 

4  结语 

在国家政策与消费市场升级的推动下，地方博物
馆可结合自身有限的资源，利用设计的创造性手段正
确使用地域文化元素，创造出具有创新性的文创产
品，以增加博物馆的经济来源，并促进和推广地方文
化的发展。本文针对地方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缺乏
文化性、独特性、文化元素特征不明确等问题，以莫 

里斯符号学思想为中心，提出基于语义学、语构学、

语用学 3 个维度的文化符号解读方法以及文化元素

外在表征、隐形意象的提取方式，推导产品创新的设

计策略，并以无锡博物院馆藏文化泥人阿福、阿喜的

快客杯设计为例，以达成文创产品的独特性、实用性

与创新性。可为其它地方中小型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开

发提供参考，并使博物馆文化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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