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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的现状和路径，增加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文化自信。

方法 提炼并分析红色文化要素的内涵和产品设计自身的需求，寻求两者的最佳契合点，以系统化和综

合化的设计思维拓宽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使之承载更多的红色文化内涵，成为有故事的产品。结论 红

色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已经得到了较多应用，但大多停留在复制和照搬红色符号，真正有内涵的融合

与运用较少。通过分析提炼红色文化元素的特点，从材料、造型、功能等多角度综合设计，提升产品品

味；通过系统化设计拓宽红色文化元素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借助红色文化元素融入产品的系列化设计的

方式，提升产品的故事性和竞争力；以个性化定制的形式，将两者的优势充分发挥，设计出高品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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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al Elements into Product Design 

HOU Ke-xin 
(Hunan Arts and Crafts Vocational College, Yiyang 413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way of red cultural elements integrated into the product 
design, so as to intensif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products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connotation of red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needs of product design itself were refined and analyzed to seek the best fit point of the two, and 
broaden the integration depth and breadth with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esign thinking, so that it can carry more 
re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become a product with stories. Red cultural elemen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product de-
sign, but most of them just copy and indiscriminately imitate red symbols, with less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al 
connotation. The design is made from multiple angl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refine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d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materials, shapes, functions and the like, so as to improve the product taste. The application 
depth and breadth of red cultural elements are broadened through systematic design. With the help of red cultural elements 
integrated into the series design of the products, the stor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roducts are improved. In the form 
of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a full play is given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both to design high-quality products. 
KEY WORDS: red culture; element; product design 

红色文化元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长

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元素，具有

先进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1]。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面对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入

侵，红色文化元素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升

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2]，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中。产品设计是传播红色文化元素的重要载体，在产

品设计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不仅能促进产品创新，

更能给产品设计带来全新的思路，注入更加丰富的内

涵，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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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色文化元素的界定 

1.1  红色文化元素的定义 

红色文化元素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年代中逐渐沉淀而提炼

出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想、信

念、道德、价值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3]，是

我党先烈为了民族解放创造的先进精神文化遗产，是

具有极高代表性和辨识度的文化元素。 

1.2  红色文化元素的分类 

如果从形象特征和内涵两个维度分类，可以分为

符号类、语言文字类、图画类和其他类[4]。符号类主

要是有代表性的符号形象，如红五星等。语言文字类

主要是各个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宣传口号、标语、语录、

诗作等，这类元素一般需要将语言的含义和文字的形

式相结合，才能让人们迅速地识别和接收，达到最佳

的传播效果。比如毛主席诗词，只有将诗词与毛主席

的书法结合和起来，才具有典型性。图画类主要包括

宣传画和绘画两种。其他类则包括了歌曲、戏剧等载

体间接承载的红色文化元素。不同类别的红色文化元

素往往相互交差，并不绝对。红色文化元素既是视觉

形象，又蕴含着丰富的故事，记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民族革命史和建设史，内

涵极其丰富。 

2  红色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的优势 

红色基因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是中国人民

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而红色文化元素是这种红色基

因的形象化、视觉化表达形式。红色文化元素几乎对

所有年龄段的消费人群都有吸引力。较为年长的消费

人群，看到这类产品会有独特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在

重温那段岁月的情怀下，会不知不觉成为产品的消费

者。青年人对书本上学到的革命年代和建设时期也有

无限的向往[5]，乐于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带有类似符

号的产品，因此红色文化元素成为了新的时尚热点。 

3  目前产品设计融入红色文化元素的主要

形式 

产品的外观设计因其投入产出比高、应用范围

广、实现形式多样而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成

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动能。产品外观设计可以非常广泛

且快捷地融入各类文化元素，如非遗元素、少数民族

元素、传统文化元素、地域特色[6]等。红色文化元素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象之一，本身就具有辨

识度高、内涵丰富、积极向上的优势，并且能够成系 

 
 

图 1  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搪瓷缸 
Fig.1  Enamel pot with Chairman Mao 

 
统地进行设计和应用。因此，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产

品设计既能实现很好的设计效果，又能承载和传播正

能量，加深民众对革命史、建设史的了解。 
1）直接应用红色文化符号和形象进行产品设计。

这类设计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照搬具有代表

性的物品形象和材质，用现代生产手段进行生产。实

际上是一种“复古”和“复制”的设计，无需提炼和

概括，如直接印有毛主席像的搪瓷杯就属于这类设

计，见图 1。第二类是直接将红色文化符号和形象应

用到使用了现代材料、具有现代功能的日常用品上，

通过对比获得视觉和情感上的冲击力，产生新的视觉

效果。这两类产品因其设计成分较少，仅仅只是将红

色文化元素“拿来”使用，直接复制到产品上，制作

工艺和材料也比较粗糙[7]，缺乏特色，往往售价不高，

主要以销售量取胜。 
2）将红色文化元素在提炼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应

用。这类设计需要综合考虑产品的材料、造型、功能

和装饰，对于解决如何把红色文化元素与产品更好地

结合的问题，需要设计师综合考虑、综合设计。由于

这类产品既要融入红色文化元素的内涵，又要承载当

代的先进工艺审美观念，所以对设计师的要求较高。

例如希诺牌军旅复古保温杯，见图 2，既保留了革命

年代军旅用品的色彩和符号要素，让人立刻可以感受

到其红色内涵，又在造型和材料上有独特的设计，更

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除了外观的设计以外，功能和结

构也进行了再设计，除了借助传统军旅水杯的色彩和

符号以外，水杯的功能更便捷，保温性更好。在外观

再设计的同时，做到了产品自身与红色文化符号较为

自然的融合[8]。 
3）通过定制等形式刺激消费者参与的开放式融

入。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产品的要求也

在不断提高。一部分讲求生活品质、追求个性的消费

人群，既对设计有自己的理解，又有参与到设计中的

意愿。这部分消费者希望自己使用的物品能够符合自

己对审美和功能的要求，在将红色元素融入产品设计

的同时加入自己的理解，使产品设计呈现多样化和个

性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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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希诺军旅复古保温杯及细节 
Fig.2  HEENOOR vacuum cup and details 

 
4  关于红色元素融入产品设计路径的思考 

4.1  红色元素综合化融入产品设计——提升产品品味 

目前红色元素主要应用于产品的外观设计，并且

大多是简单应用，没有经过较为成熟的再设计，对产

品的功能、造型、材质、用户人群等综合考虑较少。

随着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仅仅简单地将红

色元素印制在产品上作为卖点，必然会面临更大的竞

争压力。要在市场中更有竞争力，必须从更加综合化

的角度考虑红色元素融入的形式和路径。要提升产品

品味，必须提炼红色文化元素的造型要素，结合产品

用户人群的需求，综合当代的材料[9]、工艺、审美等

背景，开展设计。 

4.2  红色元素融入产品设计——讲述“红色故事”，

丰富产品内涵 

改变以往红色元素应用中“表层化”的现象，赋

予产品本身更多的红色内涵。同样的商品，消费者更

愿意为“有故事”的商品买单。每一个红色文化元素，

都蕴含着一段历史，是各个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的时

代背景的投影。因此，通过设计中造型、文字、色彩

等的综合运用，使产品不仅成为红色文化元素的载

体，而且是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的传播载体。为了进

一步在时间和空间上丰富红色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

应用内涵，可以进行系列化的产品设计，产生更好的

视觉效果，更全面的叙事结构，更好的购买体验。 

4.3  拓展红色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的深度和广度——

实现系统化融入 

产品外观设计是狭义的产品设计。广义的产品设

计不仅涉及产品的外观，而且是设计一种生活方式，

设计一个完整的使用体系，包括产品外观设计、界面

设计、交互设计等。这为红色元素与产品设计的浸润

式、系统化融合提供了条件。在同一个设计理念的指

导下，将一款产品以一个完整组织结构融入红色文化

元素，通过外观设计、交互设计等系统设计，形成一

个完整的体系，使红色元素的展示更加充分。 
以成系列的形式，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系列产品

中，产生更强的产品力。红色文化元素并不是一个个

孤立的个体，而是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的整体。理解和

运用这种关联性，再结合产品自身的特点，实现两者

的有机融合，可以很好地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提高消

费者的购买兴趣。 

4.4  发挥个性化定制和红色文化元素优势——开发

高品质定制类产品 

随着市场的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已经成为消费的

重要形式，红色文化的承载与传播同样可以以个性化

定制为载体[10]。红色文化元素和个性化定制具有共同

的特质，就是具有较高的精神价值和纪念意义。充分

发掘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可以使产品的价值内涵得到

升华。加深对红色文化的学习理解以及对红色文化元

素展开系统研究，领悟红色文化元素的精神内核。对

于有定制需求的消费者，根据消费者对产品的个性化

需求，设计师要结合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消费者逐

步形成共识，共同设计出具有纪念意义和独有价值的

产品。 

5  结语 

红色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已经有较多的应用，

但大多停留在直接将红色文化符号复制到产品上的

阶段，除了借助红色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吸引力，达

到新奇的目的之外，并没有系统化的再设计，两者的

融合度并不高。要实现将红色文化元素更好地融入产

品设计中，可以从学习、理解红色文化元素的内涵入

手，在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上开展研究。通过综合考虑

产品设计的各类要素，将红色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中，

更好地提升产品品味。提炼产品自身特点与红色文化

元素的最佳契合点，将产品外观与交互等结合，开展

系统设计及系列化设计，提升产品的故事性，从而获

得更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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