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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情境地图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依照产品设计的关键节点，

将情境分为文化情境、用户情境和设计情境；结合设计流程与相关情境，探索基于情境地图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衍生品的设计方法，并通过案例验证方法的可行性。结论 从文化探析、人物角色和情境地图三

个维度，以土家族织锦衍生品的设计为例，进行用户需求的深度挖掘，梳理设计机会点，设计出符合用

户需求和富有情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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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rivatives 

HU Hong-yan, TANG Ying-xin, YAN Qi-fang, YAO Xia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contextmapping method in the derivative desig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the key nodes of product design, situations were divided into cultural situation, user situa-
tion and design situation. The derivative design metho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contextmapping was ex-
plored in combination with design process and related situations, and its feasibility was verified through cases. With the 
design of Tujia brocade derivatives as an example, the user needs are delved and the opportunity points for design are 
sorted out from such three dimensions as cultural analysis, persona and contextmapping, so as to desig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rivatives that conform to user needs with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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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指各族
人民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与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1]。衍生品是英文
Derivatives 的中文意译，其原意是派生物、衍生物的
意思，最开始广泛应用在金融行业。典型的金融衍生
品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等[2]。非物质文化衍
生品（以下简称“非遗衍生品”），是由非物质文化遗
产衍生而来的文化与商品的结合体。非遗衍生品的设
计是基于传统文化背景的产品创新设计 [3]。针对复杂
的文化内涵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仅仅关注产品与文
化本身的传统产品设计方法已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
用户需求。基于情境地图法的非遗衍生品的设计研 

究，以情境与非遗文化为入口，从多个维度对用户的

潜在需求进行挖掘，通过需求和设计点的反复迭代，

确定用户痛点，设计出既符合传统非遗文化内涵又符

合现代人们生活方式的产品，从而提高非遗衍生品的

使用价值和商业价值。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设计 

非遗是人类的无形文化遗产，代表着人类文化遗

产的精神高度[4]。非遗衍生品设计是促进文化产业发

展、充分发挥精神文化价值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的重要途径[5]。近年来，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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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非遗文化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与追捧，非遗衍生

品设计作为非遗文化的输出端，不仅具备一定的文化

附加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潜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越

来越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和发展。国内外学者

站在不同的角度探索非遗衍生品的设计方法：符号法[6]，

从文化产品内涵的角度建立产品与文化的桥梁，通过

现有文化中存在的纹样和图形，提炼出设计所需要的

元素，并运用于非遗衍生品的设计创新；情感化设计[7]，

基于用户情感的挖掘和创造，将情感贯穿于整个产品

设计过程，赋予产品情感属性；服务设计[8]，基于用

户体验全流程的模式创新，通过触点研究，设计和改

善服务流程、服务内容和服务场景并创造体验。这些

方法分别从研究角度、学科背景、设计创新上为非遗

文化的复杂性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但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过于单一的研究角度不能将产品、用户需求与

文化内涵紧密地结合。基于情境地图法的非遗衍生品

的设计研究，打破单一线性的设计流程，以情境与非

遗文化为主线，从文化情境、用户情境和设计情境三

个维度，由浅入深地对非遗文化进行探索，通过切入

点、用户需求和接触点的反馈迭代，深度挖掘用户痛

点，将非遗衍生品、用户需求及非遗文化内涵紧密结

合并贯穿于整个设计流程。 

2  基于情境地图法的非遗衍生品设计流程 

情境（Situation），指在一定时间内各种情况的相
对的或结合的境况，其相关方法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戏
剧、教学、心理学和表演等领域中 [9]。情境地图法
（Contextmapping）是一种基于情境的以用户为中心
的设计方法，将用户视为“有经验的专家”，邀请其
参与到设计体验的过程中，为设计师提供其使用感
受，并协助设计师挖掘需求、痛点和机会的地图[10]。
通过对情境地图法进行分析，用户将作为设计参与者
在设计流程中指导设计，构建和描述他们对情境的理
解，表达他们真实的隐性知识和潜在的需求。 

从挖掘用户需求的角度，用情境地图法来解决非

遗衍生品的设计问题，融入参与者对文化的理解，得 
 

到相关情境中的设计切入点、用户需求和接触点。基

于情境地图法的非遗衍生品设计流程主要分为文化

探析、人物角色、情境地图和产品设计四个阶段，见

图 1。以情境与非遗文化为主线，通过对文化情境、

用户情境和设计情境的分析，分别得到切入点、用户

需求与接触点，从而找到非遗衍生品设计的机会点。 
1）基于文化情境的文化探析。文化探析是需求

挖掘的第一个维度，通过对用户非遗文化隐形知识的

表达和特定文化情境下潜在需求的分析，获取大量非

遗衍生品设计的切入点，同时让用户参与到对切入点

的满意度调查，根据反馈确定令用户满意且可行的设

计切入点。 
2）基于用户情境的人物角色分析，是需求挖掘

的第二个维度。围绕文化探析输出设计切入点，构建

相应的用户情境，梳理与之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及其关

系，确定典型用户，通过对典型用户的用户访谈和现

场观察，构建人物角色模型，获取用户需求。 
3）基于设计情境的情境地图构建。基于人物角

色模型分析所获取的需求，以文化内涵和人物情感为

线索，分析特定设计情境下的用户行为、情境、文化

内涵与情感接触点等，构建情境地图，并通过设计分

析与整合得到文化与产品的接触点及需求点。 
4）产品设计。通过情境地图法获取非遗衍生品

的设计需求、产品的设计缺口与解决方案，实现系统

解决方案可视化。 

3  土家族织锦衍生品设计解析 

以土家族织锦为例，探讨情境地图法在非遗衍生

品设计上的运用。首先，对土家族织锦文化进行探析，

挖掘特定文化情境。其次，基于情境确定典型用户并

构建角色模型，在对角色模型的分析上再构建情境地

图，从而进行产品的确定和设计。 

3.1  土家族文化探析 

土家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土家族传统文化的

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品种繁多、内容丰富上，更表现在

其风格的独特上。土家织锦俗称“西兰卡普”，是武 

 
 

图 1  基于情境地图法的非遗衍生品设计流程 
Fig.1  The design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rivatives based on context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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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家族织锦文化探析 
Fig.2  Analysis on the culture of Tujia brocade 

 

 
 

图 3  人物角色构建流程 
Fig.3  The process of personas building 

 
陵山区土家族的特殊传统工艺[11]。“西兰卡普”来自

神话，人们将土家族千百年的各类传统文化用织锦的

方式保存下来，被诠释为人与神灵共有的文化符号。 
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婚俗不同，土家族自古男女双

方可以通过自由恋爱婚配，一夫一妻，这就赋予了这

个民族对于追求爱情与忠于爱情的特殊含义。最有代

表性的土家族文化载体——西兰卡普，可从其纹样表

现的风俗习惯和民俗故事中去一探究竟。在风俗习惯

上，传统相亲节日“女儿会”最为突出，到了现代还

在发挥余热。目前，恩施州政府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旅游业与民族文化的完美结

合，把恩施土家“女儿会”列入恩施旅游的三大名片

和四大民族节日之一，并且还倾力将“女儿会”打造

成为“东方情人节”，将恩施打造为“相亲之都”[12]。 

土家族历史传承下来的众多民俗故事中，很多都

烙上了爱情的印记。传统爱情故事《咚咚喹》，从悲

剧角度刻画了男女爱情的执着和不易；《八部大王的 
传说》，描述的是土家族世代供奉的八部大神的故事，

以八部大神的妹妹与卵特巴（即皇帝）的婚姻爱情故

事为切入点进行阐述。流传广泛的《老鼠嫁女》，虽

然故事及其行事风俗实质为祀鼠活动，却也是从老鼠

追求爱情、寻找如意郎君的角度去进行描述。 
在土家族织锦文化探析中，围绕土家族“西兰卡

普”探究其图案在爱情、婚庆文化中的应用及其内涵

和意义，可得到图 2 关于“西兰卡普”的文化解读——

以神话故事为背景、以传统土家文化为特色的婚庆文

化为切入点的土家族女子对爱情的向往与对自然的

崇拜。 

3.2  人物角色模型 

围绕土家族婚庆情境创建人物角色，通过现场观

察法与人物访谈法得到用户的个人信息、人物故事以

及对非遗文化的关注度和需求度等，将用户群分为高

级用户、普通用户和初级用户，然后再细分为主要用 
户和次要用户，直到确定最终的人物角色。构建的人
物角色既要满足特定用户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
要考虑用户对文化的价值和潜在的普世需求[13]。从传
统中式婚庆情境入手分析，见图 3，将用户群分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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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统中式婚庆情境地图 
Fig.4  Contextmapp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edding celebration 

 
化相关人员、文化爱好者和文化好奇者。以高级用户

文化相关人员为分析重点，再细分为婚礼筹备人群和

婚礼参与人群两大类。最终，确定以婚礼筹备人群为

主要目标的人物角色，为其及相关人员构建人物角色

模型，并邀请他们共同绘制婚庆流程情境图。 

3.3  情景地图分析 

3.3.1  构建情境地图 

情境地图包括用户情境、用户体验行为、设计接

触点、文化内涵和情感机会点等。通过对用户体验情

景图的分析，得到用户体验的情感接触点，针对用户

体验的需求痛点，挖掘符合用户情感需求及功能需求

的设计接触点，结合文化内涵进行进一步深化，设计

出符合土家族特有民俗文化的情感化系列产品。以传

统中式婚庆的流程为主题的目标用户体验情景图的

制作，将传统婚礼流程分成三个阶段：婚前礼阶段、

正婚礼阶段和婚后礼阶段。每个阶段所涉及到的不同

的接触行为，都将一一被记录在情景地图中。 
传统中式婚庆情境地图见图 4，行为体验中梳头、

拜堂和敬茶等过程，对应的文化节点可得到与之呼应

的情感接触点。以敬茶行为为例，其文化背景是古代

人们通过喝茶作揖的行为向对方表示尊敬，如今可

以引用为新人通过向双方父母敬茶的方式，表达对

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同时父母通过给新人送上红包

的方式，表达对新人的美好祝福，进而推出红包这一

产品介质。以此类推，婚庆情境中涉及到的其他产品

介质，确定设计目标为带有土家族特殊符号的婚庆

套装产品。 

3.3.2  设计分析 

设计分析是根据情境地图中获取的行为体验、情
感接触点和设计接触点等转化成用户情感需求、产品

设计需求与设计边界，为设计提供创意来源。土家族
织锦文化婚庆情境设计分析见图 5，在设计上既传统
又符合现代化审美观，在功能上既方便又实用。 

3.3.3  创意整合 

根据设计分析梳理出在产品使用情境中所出现

的设计缺口与设计需求，为产品的解决方案提供新的

思路与想法。在婚庆情境中，通过对设计缺口的分析

和设计要求的总结，整理出设计创意的方向。传统中

式婚礼的参与者希望能通过传统文化在婚庆周边产

品上的体现，去传递美好祝福，传承历史文化。创意

整合见图 6，通过设计分析得到设计缺口与设计需求，

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的设计提供解决方

案，为用户提供既能满足传统中式婚礼的需求，又

能传递祝福、赋以美好寓意、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婚

礼周边产品。 

3.4  设计输出 

根据创意整合得到非遗衍生品的设计解决方案，

选取其中一个作为案例进行设计实践。 
以土家织锦为设计元素的婚庆产品的设计，首先

从土家织锦的制作特色入手。传统“西兰卡普”的绘

制特色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几何化，把常见的动

物和植物用直线、圆等方式归纳；其二是平衡对称的

手法，以一对一的方式排列，构图十分工整[14-15]。土

家族织锦纹样演化见图 7，结合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燕子花图案纹饰特色，进行元素提取，如图 7a，

将图样简化，用中心堆成的方式突出其结构，得到图

7b 纹样，再通过明亮的色彩对比得到图 7d 燕子花织

锦纹样。 
婚庆周边有情感的介质承载着表达的使命，如对

新人的祝福、爱情的寓意等，作为婚礼参与者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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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具有特殊的含义。以燕子花纹样为基础设计的婚

庆周边系列产品，既符合意象情景，又不失情趣。结

合传统中式婚礼的返潮进行情感的转换，意象于婚庆

周边系列产品的设计上，最终设计效果见图 8。 

 

 
 

图 5  土家族织锦文化婚庆情境设计分析 
Fig.5  Analysis on situation design of wedding celebration featured by Tujia brocade culture 

 

 
 

图 6  创意整合 
Fig.6  Creative integration 

 

 
a  纹样提取                  b  草图绘制                     c  配色分析                   d  矢量输出 

 

图 7  土家族织锦纹样演化 
Fig.7  Evolution of Tujia brocad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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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产品效果 
Fig.8  Product renderings 

 
4  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终端的普及，用户的需

求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面对非遗文化复杂的文化内

涵和不断升级的用户需求，传统设计方法已不能满足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情境地图法为非遗衍生品的

研究提出了新的设计思路，将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作

为研究重点，从文化探析、人物角色和情境地图三个

维度，对用户需求进行迭代，最终获取令用户满意且

可行的设计机会。基于情境地图法的非遗衍生品的设

计研究，让用户参与到整个设计研究过程，加强用户

与设计师之间的联系，有效地把握用户的核心需求，

提升非遗衍生品设计的合理性和用户对产品的满意

度，因此，通过情境地图法研究非遗衍生品设计具有

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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