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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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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地域文化元素与文创产品设计的特点为引，分析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策略及未来发展。方法 从文创产品的基本概念、特点及功能开始，对其地域性元素的缺失展开分析，

并以地域文化元素的基本构成及其赋予文创产品的认知、情感、美学、社交等功能为参考，从地域文化

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具体应用原则和思路等方面展开深入探究，结合纹样、色彩、材质、文化等细节进

行全面细致的论述，同时列举海南、安徽、江苏等地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对特色地域文化符号的有效应用，

提出两者融合的发展思路。结论 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能够催发个性化的产品设计

创意及形式，使文创产品更具识别性、文化性和情感性，从而使人们在购买的过程中享受到一种亲切感

和代入感，体会到不同的地域文化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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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XIE Chun-feng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 the lack of regional 
element was analyzed. Taking the basic structure of regional culture element and cognitive, emotional, aesthetic, social, 
and other functions give by it as referenc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rinciples and ideas of regional culture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researched in combination with pattern, color, material, cultural and other details. 
Meanwhil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characteristic regional culture symbol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in Hainan, 
Anhui, Jiangsu and other places were illustrated to put forward the fusion development idea.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an urge the creation and design of personalized product, make 
the product have high identification, more culture and emotion, so that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purchasing can enjoy a 
sense of kindness and substitution, and experience the unique charm of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ulture 

文创产品设计是通过创意设计，在其中恰当植入

文化内容，从而达到促进销售和传播的目的。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文创产品通常会增加一些相关的文化元

素，以此满足消费者自身的使用需要，展示更高层次

的民族文化特色魅力[1]。近年来，文创产品的关注度

逐渐提升，其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书籍、电影、日用

产品等都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存在。严格意义上说，

一个好的文创产品并不会仅限于满足消费者的使用

需求，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如

果身处异地的人们，在书架上看到一件纪念品，或者

一本印有家乡特色文化的记事本时，总是不由自主地

在内心勾起一种情愫，并借由相关的回忆达到一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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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共鸣[2]。这恰恰是文创产品的作用及意义所在。也

就是说，文创产品设计的成功与地域文化元素的存在

是紧密相连的，只有两者相融共生、彼此促进，才能

造就更加有意义、更富内涵的新时期的文创产品。 

1  地域文化的概念及特点 

地域文化是一种有着精神和物质双重属性的区

域文化，其多是在本地区多年的发展中所汇聚、诞生

的文化内容，具有独特性、普遍性、差异性、渗透性、

继承性等突出特点[3]。这种文化形式，既可以是该区

域长期形成的文化形态、历史遗迹、建筑风格、社会

风俗习惯等，又可以是特色的自然资源、自然景观。

我国地大物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域造就

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形成了多元地域性文化的综合

体。然而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地域文化也或多或

少地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4]。想要发挥自身文化的

潜力，必须坚持自身的特质，不断创新，必要时也可

适当借鉴其他外来文化，使自身的特质更加突出，并

在时代的洪流中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2  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作用 

地域文化有建筑、特产、服饰等有形文化和文化、

习俗、习惯等无形文化。近年来，地域文化不再过分

重视有形文化，而是将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置于同等

地位，以实现更好的发展。尤其是地域文化元素在文

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赋予了文创产品更多的设计思

路和艺术可能性。整体来看，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

品设计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认知作用 

无论是建筑、方言、小吃等显性的地域符号，还

是文化、习俗、价值观等隐性的地域符号，其所承载

的都是地域识别性特征。借助这些符号，文创产品可

以实现一种基于地域文化表达的认知功能[5]。 

2.2  情感作用 

人们在购买产品时，总是对那些与自身价值观和

情感契合的产品爱不释手，这实际就是在寻找感觉、

身份和故事。一个优秀的地域文创产品，总是能够使

消费者身心愉悦，换句话说，这正是在输出一种情感

共鸣。 

2.3  美学作用 

消费者在购买文创产品时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

一点，就是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观美，必须具备艺术性的外

观；二是功能美，必须具备功能好、质量优等特点。

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艺术化表现，正是基于

这一层面，才实现了艺术效果的升华。 

2.4  社交作用 

社交功能在地域文创产品中的体现，主要聚焦于

旅游文化纪念品的形式设计中。当游客到达旅游景

点，多会选择购买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文创产品，如

笔记本、杯垫、特产等，赠送亲朋好友[6]。这时，融

入了特色地域文化元素的旅游纪念品就具备了社交

功能，成为人们传递情感的良好选择。 

3  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具体应用 

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运用并不是随意

盲目的，其讲究一定的原则，强调意境美的塑造、相

关寓意的渗透和文化元素的融合转换，或者借助具象

转化，或者依托抽象转化，分别从纹样、色彩、材质、

文化等方面进行灵活的把握与适度的变化，从而赋予

产品更加强烈的地域色彩，传达特殊的情感。 

3.1  纹样元素的创新 

将地域性纹样应用于文创产品上，属于初层文化

的本能设计，主要借助提取转化的过程实现效果的表

达。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会对地域文化纹样进行视

觉化的抽象、分割和重组，从而使繁复的纹样更加简

明，赋予文创产品更具有文化特性的形式表达[7]。黎

族是海南岛古老的民族，该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

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黎锦。

黎族人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花纹图

案，并在其中融入了该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习

惯、文化特征等元素和内容，是一种真实的文化映射。

鉴于海南民族特色纪念意义的产品较少，常见的旅游

创意产品又存在粗制滥造的情况，多是一些工艺粗糙

的手工制品，即便有珍珠、水晶等较高档的纪念品，

也并不能代表海南岛的地方人文特色，设计师在进行

文创产品设计时，开始将目光投向黎锦这一典型的地

域文化形式[8]。一方面，设计师将黎锦中的直线、方

形、菱形、水波纹等几何图案，与当代极简主义艺术

审美相结合，再配合红、黑、黄等配色，对黎锦的艺

术元素进行了艺术化的创新；另一方面，设计师从现

代人的使用需求和审美需求出发，设计出了许多符合

人们使用实际的简易且携带方便的文创产品。例如，

充分利用其艺术符号形象，开发黎族文化资源的经济

价值，设计出手机、耳机、笔记本等现代生活物品及

周边产品，普遍具有成本低、耗时短、实用性强的特

点，且十分强调地域文化特征，是对黎锦元素的艺术

化创造，使得黎锦艺术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3.2  色彩和材质元素的借鉴 

色彩搭配合理，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产品的不

足之处，更加强烈地刺激人们的视觉神经[9]。事实上，

由于不同地域对色彩大都有着特殊偏好，所以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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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设计时可以适当地选取地域传统色彩符号，

让地域特征充分融入产品，发挥独特的艺术价值。例

如，印象徽州茶具设计就是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色

彩元素进行提炼，以马头墙中独具代表性的白墙黑瓦

作为创作基础，再结合整体的建筑造型，最终呈现出

一个地域色彩鲜明的创意产品。 
材质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作用与色彩相当，

不同地域文化下的金属、塑料、玻璃、陶瓷、木材等

材质，都可以与文创产品设计相结合，实现地域性的

展示和艺术效果的升华 [10]。有着丰厚资源的滁州地

区，在进行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设计时，只要就地取

材，便能获得不错的设计效果。例如，在对茶具进行

设计时，设计师可以结合陶瓷和木头的不同质感将它

们进行组合，再配上剪纸这一滁州地区重要的民俗文

化，便能让茶具呈现不一样的风格，烘托作品的内涵

之美。 

3.3  深层文化的融入 

随着时代的发展，深层文化的反思设计成为文创

产品必须引起重视的内容。首先，融入文化意蕴。纹

样、色彩、材质等视觉元素的表现，赋予文创产品外

在的良好形式，而深层文化的融入更让文创产品拥有

丰富的产品内涵，从深层次上延其“意”传其“神”，把

地域文化元素转化成可视、可触、可感的现实形态，

深化产品的内涵[11]。其次，体会情感故事。将文创产

品中的内在精神转化为故事形态，利用地域文化中突

出的文化魅力、文化形式进行艺术化创造，可以发挥

文创产品的文化传播功能，让产品更易被人们所接

受，同时以深刻的文化内涵获得持久性的审美认同[12]。

仍以海南黎族的文化特质为例，其给了设计师很多的

设计灵感，也让文创产品具备了审美属性、文化属性

与功能属性。因为近海的黎族人民靠捕鱼为生，所以

那些倒扣的船只给了他们很多建造房屋的灵感，船型

屋就是真实的写照，并世代相传。将黎族干栏式的船

型屋营造特点进行艺术化的改造，设计成钥匙扣、背

包挂件等微型文创产品，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设计

创意。借助这种有着强烈地域特性的文化元素，对文

创产品进行设计开发，能够实现个性化的地域文化表

达，赋予产品更加强烈的艺术感召力和魅力，让人们

在购买和使用中感受黎族人的文化形式，从中获得情

感的共鸣和精神的愉悦[13]。 
另外，在文化的表达上，文创产品设计的表现也

多有不同。除了黎族船型屋带来的全新的尝试以外，

南京“秦淮礼物”中的状元墨橡皮同样有着个性化的

地域特色。设计师在设计时将石墨造型应用其中，同

时配以全黑色的整体色调和金字“金榜题名”，巧妙地

将墨与夫子庙传统会试文化相契合，以更加夸张的创

意表现和更加引人注目的形式，实现了常规产品所不

能及的艺术表现力，既满足了实用性的需求，又与深

刻的地域文化内涵相契合，让人眼前一亮。 

4  结语 

地域传统文化元素在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特

点与表现，为当前的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更多的设计

灵感，也为文化传承等提供了更多支持。在进行文创

产品的设计创意时，设计师可以结合独特的地域文化

资源，深入挖掘其代表性元素和深刻内涵，进行多角

度的分析与运用，再结合解析、归纳、凝练、转换等

艺术创作手法，赋予其新的文化生命力，如此才能获

得理想的艺术设计效果。虽然目前的地域特色文创产

品在设计开发上仍存在缺陷，但是只要认清形势，找

准方向，共同努力，相信一定能够给文创产品的设计

带来希望，创造出更加理想的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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