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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模因理论角度出发，探索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思路，以应对传统湘潭纸影面临的生存

危机，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方法 对湘潭纸影文化模因进行提取、分类、解构、重组和变异，形成湘

潭纸影文化模因创新矩阵，采用因子分析法筛选影响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的语意词，以此表征湘潭纸

影文化模因的有效传递率，构建基于模因论的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模型，以实际案例探讨模因论在文

化产品设计中的有效性。结论 文化模因是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创新的核心，通过对湘潭纸影文化模因的

分析与设计实践，验证了模因论在文化传播中的有效性，丰富了模因论的应用层面，并为基于地域文化

的产品设计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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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roduct Design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Based on Memetics 

FU Yan-xiang, TANG 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ideas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etics, to cope with the survival crisis faced by traditional Xiangtan paper shadow, and achieve the cultural inheri-
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culture memes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were extracted, classified, deconstructed, reorganized 
and mutated to form an innovation matrix of the culture memes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Then, factor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screen the semantic words affecting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to characterize the ef-
fective transmission rate of the cultural meme in Xiangtan paper shadow, and construct the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model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based on Memetics. The validity of memetics in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was discussed through 
practical cases. The meme of culture is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meme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the validity of meme theory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verified, and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memetics is enriched. It provides a guiding role for the design of 
product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e. 
KEY WORDS: product design; memetics; Xiangtan paper shadow; design model; cultural inheritance 

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推动着全球文化创意

市场将注意力逐渐转向本土地域文化的传统风格，以

地域文化为主导的产品创意设计理念渐渐成为大家

热衷讨论与探究的对象，且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全球竞

争优势[1]。针对湘潭地域特征明显的“升平”纸影文

化，探索其在设计实践中与模因理论的结合方式，构 

建“地域+文化+创意”的模因视阈下的产品创新设计

模型，为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注入了新的灵魂。 

1  模因论简述 

牛津大学的 Dawkins 于 1976 年 早提出“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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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他认为模因类似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基因，  
是文化传递信仰、观念、语言、行为方式等的信息单

元[2]。模因论假设文化元素由多个模因组成，而文化

变迁的本质就是模因的不断更替[3]。文化传承中，其

内容发生的继承、转化、变异等变化与生物进化理论

有着本质的相似性，将基因类比为文化模因，能合理

阐释文化进化时文化因子发生的变化，为探索地域文

化的传承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和方法。 
基因在繁衍中遗传，模因在模仿和变异中得以传

播[4]。文化由多个模因构成，模因在传输中被复制、

删节、重现、组合，由于模因自身存在辨识度的高低，

且根据“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原则，辨识度高的模因

保留并持续强化形成强势模因，其文化影响因子大；

辨识度低的模因会逐渐弱化至淘汰形成弱势模因，其

文化影响因子小。在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对模因的

选择会影响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和保真性。 

2  湘潭纸影文化模因提取 

湘潭纸影文化起源于湘潭县，其表现形式极具地

域风采，是中国南方影戏的代表性戏曲。湘潭纸影文

化的造型语言、制作工艺、表演技法等具有浓厚的地

域魅力，是我国 独特、 典型的影戏流派之一，但

受到流行文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传统的纸影难以

满足受众对审美、情感、娱乐等的需求。 
解构“非遗”传统文化的模因必须深刻知悉其历

史背景、发展趋势及现状[5]。湘潭纸影文化形式和内

容繁多，是建立在湘中文化民俗性上的“技艺+戏剧”

型的艺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遗产分类和国

内外学者对文化分层的共性研究显示：文化内部情感

层是无形的精神文明状态、心理认知和观念意识的总

合；中间行为层是可看、可听、不可触的使用行为，

仪式习俗的总合；外部视觉层是可看、可触的色彩， 
 
 

形态等物质的客观集成[6]，纸影的文化表征语意词满

足模因的遗传性、传递性和选择性，即依据文化表征

来阐述文化模因。由此导出湘潭纸影文化模因的分

类，湘潭纸影文化模因分类见图 1。 
精神文化是湘潭纸影在长期社会实践与地域因

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特色艺术风格、剧目题材、宗教

信仰等，可深度挖掘湘潭纸影的文化内涵，主要通过

情感认知；行为文化是湘潭纸影在发展中积累的表演

技法、音乐唱腔、地方语言、器乐演奏等，可就行为

过程展开体验设计，主要通过操作认知；物态文化是

湘潭纸影体现出的表层视觉造型、工艺材质、空间布

景等，能从中提取丰富的文化模因作为设计原型，主

要通过视觉认知。开展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时，应建

立以精神文化传达为核心的模因组合机制，表达深层

次文化内涵的同时，选取鲜明特色的文化模因来发散

创意，合理规避现有文化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建立文

化品牌，形成文化效应， 大程度地展现湘潭纸影文

化的魅力。 

3  模因理论视阈下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

模型 

3.1  湘潭纸影文化模因创新矩阵 

文化产品创新大多是产品族的更新和升级，罗仕

鉴[7]和李正军[8]应用矩阵表达了产品功能升级和产品

设计迭代的多样性创新形式，并以此指导产品创新设

计。产品的创新设计是文化模因内部元素的重组或变

异，选取湘潭纸影文化艺术风格模因、剧目题材模因

等建立湘潭纸影文化模因库，库中多个模因重组，将

得到 2
nC + 3

nC +,…,+ n
nC 共 2 1n n  种组合方式，其组

合可表达为创新矩阵： 

 
 

图 1  湘潭纸影文化模因分类 
Fig.1  Classification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culture m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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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矩阵式中：Im 为创新矩阵； OC 为原有文化

模因，即沿用文化模因的基本特性； rC 为重组文化

模因，即原有文化模因某些特性的创新表征； vC 为

变异文化模因，即原有文化模因特性变异性较大的创

新表征。 
对传统及地域文化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复制+

粘贴的表面功夫上，必须反映出相应的文化内涵和特

质[9]。创新矩阵中，多个的 OC 、 rC 、 vC 构成文化元

素表征组合集，设计者把握其用户情感、设计目标、

产品载体特性和产品功能等设计需求，以及与文化属

性层的融合需求来选择 优组合集，并在改良中优胜

劣汰产生更优秀的湘潭纸影文化创意产品。 

3.2  湘潭纸影文化模因的筛选 

湘潭纸影文化模因多样且影响力不一，采用因子

分析法筛选出湘潭纸影文化中的强势模因，能更好地

增强文化模因的有效传递。因子分析的目标是将多个

变量降维处理转换成少数几个不相关变量的综合因

子，以此考察原变量之间的关系[10]。 

3.2.1  评价因子选择 

以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因素评估作为分析的基

本单元，采用焦点小组法收集二十个描述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评估因素的词语作为评价因子：视觉、造型、

材质、工艺、结构、功能、色彩、风格、信仰、特色、

内涵、价值、辨识度、知名度、体验感、创意性、操

作性、实用性、生活化、关联性。剔除相似度高、抽 
 

象且无法直接指导产品设计的词语，评价因子选择造

型、材质等文创产品设计评估的十三个评价因子。 

3.2.2  因素评估词的因子分析实证 

选用李克特量表对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因素进行

数据收集，测试目标用户对于评价因子的看法，分析

评价主成分，并萃取核心公因子。在 SPSS 软件中计

算出十三个评价因子数据的 KMO 和 Bartlett 值，得

出其结果为 KMO=0.693，大于 0.6，Bartlett=389.953，

说明主成分中评价因子之间存在核心公因子，根据评

价因子分析表，正交旋转后得到评价因子的负荷矩

阵，将评价因子中贡献值高的因子归入一类，针对因

子语意共同点归纳萃取出四个核心公因子，分别是艺

术性、文化性、地域性和时尚性，代表原有十三个评

价因子，以此有效地指导湘潭纸影文化的产品设计。

为验证在此描述下因子分析的结果，采用内在信度分

析法分析核心公因子，得到各项核心公因子的信赖度

及克朗巴赫系数值均在 0.6 以上，验证本因子分析研

究结果可信。评价因子分析见表 1。 

3.2.3  湘潭纸影文化模因传递表征 

器物作为某种文化载体有较高认知度和器物被

广泛传播、使用和消费，是器物文化传播必须满足的

两个要基本要求[11]。因此，文化模因的识别度和传递

率是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的核心。本文从精神文

化、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三个层面对湘潭纸影文化归

纳和整理，筛选高识别度的文化特征固化到产品载体

上，以此有效传播湘潭纸影文化。 

nC 代表湘潭纸影某个文化模因，E 代表此文化

模因的有效传递程度， nEA 是 nC 的艺术性系数， nEC
是 nC 的文化性系数， nER 是 nC 的地域性系数， nEF 是 

 

表 1  评价因子分析 
Tab.1  Analysis of evaluation factors 

核心公因子 评价因子 因子载荷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信赖度 
工艺 0.837 
功能 0.840 
色彩 0.719 
造型 0.796 

操作性 0.752 

艺术性 

体验感 0.570 

4.534 34.877 34.877 0.881 

信仰 0.847 
文化性 

内涵 0.789 
1.870 14.385 49.262 0.697 

辨识度 0.627 
地域性 

关联性 0.834 
1.784 13.720 62.982 0.707 

材质 0.573 
风格 0.893 时尚性 

创意性 0.532 
1.097 8.437 71.418 0.647 

注：KMO=0.693，Bartlett=389.953，df=78，sig=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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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模因理论的湘潭纸影文化产品的设计模型 
Fig.2  Design model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culture product based on memetics 

 
nC 的时尚性系数，E 的值由多位有文创经验的设计

师和目标用户对 nC 的艺术性、文化性、地域性以及

时尚性评分获得，分值由李克特五点量表来评定（1=
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nEC 总分值高的文化模

因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性表达湘潭纸影文化的识别

度，即此文化模因有效地传递了湘潭纸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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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模因理论的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模型 

湘潭纸影文化的造型元素和表演形式独特且充

满魅力。深入探究湘潭纸影的文化资源、文化内涵及

文化表征，从认知层面提炼文化模因，分析现有文化

产品市场现状，以设计目标为导向，开展用户调研，

剖析用户行为并转化为设计需求，导出与湘潭纸影文

化模因相匹配的产品设计文化要素、视觉要素、功能

要素和情景要素。结合文创产品发展趋势，在设计原

则的指导下，完成产品的设计，并通过案例中文化模

因传递率来验证评估。 
通过以上对湘潭纸影文化的资源划分、文化模因

的分析梳理，以及文化模因组合形式的归纳，构建基

于模因理论的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模型，以此指导

湘潭纸影文化的设计开发，基于模因理论的湘潭纸影

文化产品的设计模型见图 2。 
文化属性与设计规律是互相融合作用的，在进行

具体设计研发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和应用[12]。

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周期是从设计规划、文化模因

提取到产品的设计开发，再在多次优化中形成更好的

产品。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应始终贯彻地域性原则、

艺术性原则、文化性原则、功能性原则和创新性原则，

综合体现湘潭纸影文化的融合美感。 

4  模因视阈下湘潭纸影文化创意产品的实

践与展示 

在湘潭纸影丰富的文化模因库中，一些文化模因

具有高的辨识度，如外部视觉层的“兰桂腾芳”、设

色等，中间行为层的“骨眼”“素纸雕镞”等，显性

模因见图 3。而内部情感层的“信奉佛教”“重学崇

仕”等不直观表露，需要通过联想产生意识认同，隐

形模因见图 4。合理运用湘潭纸影文化中显性模因和

隐形模因，能促进文化模因的有效性传递。 
 

 
 

图 3  显性模因 
Fig.3  Dominant meme 

 

 
 

图 4 隐形模因 
Fig.4 Invisible 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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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网络和书籍记载并提取部分湘潭纸影

文化模因，以此对湘潭地区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及用户

访谈，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分析目标用户对湘潭纸影

文化模因的认知程度。此次调研共发放六十份问卷，

有效问卷共回收五十二份，数据有效率为 86.7%，整

理有效问卷，分析统计每项文化模因的艺术性、文化

性、地域性和时尚性的平均评价分值（取 3 位有效数

字）。根据前文中文化模因有效传递程度表达式对调

研结果进行整理并排序，得到湘潭纸影文化模因有效

传递程度表，湘潭纸影文化模因有效传递程度见表 2。 
 

表 2  湘潭纸影文化模因有效传递程度 
Tab.2  Effective transmission degree of Xiangtan paper shadow culture memes 

图示 文化模因 艺术性 文化性 地域性 时尚性 总分值 排名 

 
兰桂腾芳 4.12 3.85 4.33 3.26 15.56 3 

 
牡丹纹 3.94 3.15 3.36 3.78 14.23 11 

 

五福捧寿 4.03 3.79 3.67 3.24 14.73 6 

 

骨眼 3.06 4.35 3.29 3.13 13.83 13 

 
素纸雕镞 4.26 4.38 3.16 3.37 15.17 6 

 
吹胡子瞪眼 3.19 4.26 3.44 3.22 14.11 12 

 
异形刀法 4.03 3.59 3.64 3.36 14.62 7 

 
七身五脸 4.26 3.69 4.08 3.81 15.84 2 

 
设色 3.98 4.21 3.87 4.16 16.22 1 

 
悬灯俗讲 3.46 4.31 3.27 3.45 14.49 9 

 
重学崇仕 3.47 3.99 3.38 3.68 14.52 8 

 
佛教信仰 3.23 4.11 3.98 3.09 14.41 10 

 
剧目题材 4.32 4.01 3.33 3.78 15.44 4 

 

空间布景 4.16 3.85 3.66 3.61 15.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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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木质拼接玩具 
Fig.5  Wooden mosaic toy 

 
分析表 2 可知，湘潭纸影文化的设色艺术、七身

五脸的角色构图比例、兰桂腾芳纹理、剧目题材表达、

空间布景特征的文化模因传递率相对较高，即在设计

中可适当结合现代生活方式来创新运用。 
基于以上对湘潭纸影文化模因的解读与设计目

标的导入，笔者选取剧目题材模因《红楼梦》，结合

湘潭纸影文化空间布局模因，巧妙搭建传统场景，保

留色彩、纹理及比例来重设人物角色，赋予其鲜明的

视觉效果。合理选择产品载体，创新表现形式，增强

湘潭纸影文化模因文化语意拓展度和语义联想度，融

入体验式操作，将纸影平面图形立体化，设计成体验

感强的创意拼接木质玩具，木质拼接玩图 5。 
此设计选择较大认知度的剧目题材模因，彰显其

地域性和文化性，采用工艺材质模因呈现设计效果，

产品设色贴合传统，凸显美学意蕴，运用湘潭纸影文

化的视觉造型模因对人物、场景再设计，载体选择融

入体验设计，建立用户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使作

品更具创新性。 

5  结语 

产品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核心的要

素是该产品能体现出某种文化的要素或表征[13]。模因

论把文化中无形的内容符号化，以模因论为研究的理

论基础是提升湘潭纸影文化创意附加值的有效办法，

也是将传统文化跟现代生活结合的重要媒介，本文通

过归纳湘潭纸影文化内容，解读其文化模因，构建了

一套基于模因理论的湘潭纸影文化产品设计模型，强

化了湘潭纸影文化产品的地域性、艺术性、文化性和

创新性，以寻求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有效地扩

大其传播力度。希望借此促进传统文化在新机遇下的

有效传承和创新，并在基于地域性文创产品设计的研

究思路上给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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