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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赣南采茶戏与文创产品结合的现实意义，提炼赣南采茶戏中可运用的设计元素，对赣

南采茶戏文创产品设计提出设计思路，为赣南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增添鲜明的地域元素的同时保护赣南采

茶戏的发展，用设计的手法活化非遗文化。方法 通过文献研读法、实地调研法研究赣南采茶戏的发展

史，了解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现状，从赣南采茶戏的道具元素、曲牌名元素、方言元素、角色元素中分

析赣南采茶戏可运用的设计元素，为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设计提供设计策略。结论 赣南地区作为客家

文化的聚集地滋养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赣南采茶戏扎根于客家文化，具有扎实的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造

型演变、功能联想、图案演变，提炼出鲜明的设计元素对赣南采茶戏进行文创设计，将赣南采茶戏打造

出设计品牌，在宣传赣南采茶戏的同时为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提供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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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Tea  
Picking Opera in South Jiangxi 

WEI Xi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9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ombining tea-picking operas of South Jiangxi wi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fine the design elements that can be used in tea-picking operas of South Jiangxi, put 
forward design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protect the de-
velopment of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s when adding a distinct region element 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
tries in South Jiangxi, and finally activate the intangible culture by design.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and field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s was studie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n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s was understood. Design elements that can be used in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s were analyzed from props, song name, dialect, role, etc., providing design strategies for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n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s. As a gathering place of Hakka culture, South Jiangxi 
region nourishes a rich regional culture.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drama is rooted in Hakka culture and has a solid cul-
tural connotation. It can be refined through modeling evolution, functional association, and pattern evolution to extract 
distinctive design elements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s, to create a design brand 
for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s and provide recognition for South Jiangxi tea-picking operas in promoting South Ji-
angxi tea-picking op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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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采茶戏发展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属于综合类的艺术形式。目前赣

南采茶戏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在赣州的发展情况并

不乐观，且赣州现正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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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茶戏作为赣南地区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戏曲与文化

创意的结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将戏曲的文化内

涵与设计相结合，设计者用设计的手法活化传统文

化，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保护传统文化。 

1  赣南采茶戏概述 

赣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茶叶种植优势，采茶戏主要

发源于赣南安远、信丰一带。采茶戏起初为茶农的“采

茶歌”，再逐渐与舞蹈结合在传统节日上展现，主要

表现在元宵节的“采茶灯”；后鼎盛于清朝时期，采

茶歌舞增加了许多采茶时的民间故事，演变成“采茶

戏”。解放前期，一些地方绅士认为采茶戏夹带粗俗

内容，一度遭到官府禁演；解放后至今，政府培养了

专业表演赣南采茶戏演员、编导人员和乐手，提供专

项基金，将采茶戏引向城市化、专业化。2006 年 5
月，赣南采茶戏正式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0 年，赣南采茶戏走进上海世博会，向世界人民

展现其独特魅力，标志着赣南采茶戏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的高度[1]。 

2  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开发现状 

文创产品是地区或者文化的缩影，文创产品作为

文化资源的代表，最能够体现和传播文化内涵[2]。赣

州是著名的红色之都又聚集了大量的客家文化，拥有

丰富的文化资源，赣州市政府近几年致力于提升赣州

文化实力，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在大力发展赣州旅游业的同时，开发出一批旅

游文创纪念品投入市场，但现下市场上开发的旅游文

创产品普遍面临着同质化严重、品质粗糙的问题，文

创产品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导致赣州地区文创产品没

有形成规模，难以被大众所接受。 
采茶戏是体现赣南客家人民生活状态反映当地

特色生活文化的一类艺术形式，文化内涵不言而喻且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作为赣南地区特色的非遗文

化，市场上可见的以采茶戏为内容的文创产品少之又

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资源浪费，如何利用好采

茶戏这一文化元素做创意设计，需要着重思考。 

3  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设计素材分析 

3.1  道具元素 

3.1.1  道具元素及特征 

赣州是多元的客家文化聚集地，因此其腔调是以

客家民歌为基础，佐以勾筒、锣鼓、唢呐这类传统乐

器伴奏。表演形式为“两旦一丑”或“一旦一丑”—

—由两姐妹和一个男性，用诙谐有趣的方式表演生活

中发生的故事，模仿生活百态，反映赣南地区的风俗

人情。采茶戏具有的经典三子：“步子—矮子步”，模

仿采茶人卑躬屈膝爬山的样子，创造出采茶戏独一无

二的舞步；“袖子”，表演过程中左袖筒一只袖子上抛

下甩的动作，成为国内艺术的绝门；“扇子”，是采茶

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道具，几十种扇子的舞动方式展

现了采茶戏的一门绝技 [3]。赣南采茶戏使用的乐器

都为传统民间乐器，其最有特征的道具元素是戏服

和扇子。 

3.1.2  赣南采茶戏的服饰特征 

赣南采茶戏来源于客家人民采茶劳作，因此其人

物形象和服饰特征都显示着客家文化。客家人在迁徙

中饱经沧桑，由此客家人的形象不论男女都是辛勤劳

作、刻苦顽强的。男性穿着便于劳作的蓝衫、大裆裤，

女性围着包头巾、围身裙，没有华丽的装饰，多以蓝、

灰、黑为主色调，崇尚节俭朴素。 
戏服与传统客家服饰一脉相承，即便是通过服装

颜色来区分人物地位也不会过于艳丽。赣南采茶戏与

其他戏服不同的是：一般戏服都是“双水袖”而采茶

戏服是“单水袖”，因为赣南人们都以右手采茶左手

擦汗，因此只有一个在左手的长袖[4]。在表演时，通

过挥舞长袖和扇子来烘托气氛、表达情感。 
服饰是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外在形式，服饰不仅

包括服装还包括其他的配饰，如发饰、帽子、鞋履等

其他配饰。观众通过服饰了解戏曲的年代、人物性格

特征；通过服饰烘托舞台氛围引导观众进入戏曲状

态。运用经典的服饰元素，如别样的服装款式、精致

的服装图案、典型的服装配色设计文创产品，能够直

接给消费者视觉上带来特别的感受。来自故宫的文创

朝珠耳机见图 1，由故宫里的大臣上朝时必须佩带一

串朝珠而来，该产品借用佩带这一动作将朝珠与耳机

相结合，给消费者营造了佩带这副耳机就可以成为上

朝大臣的体验。用京剧的人物形象设计的便利贴见图

2，将长形贴纸放在京剧戏袍的长袖或人物的长胡子

里，依据京剧不同的角色搭配不同的妆容、发饰，而

设计出不同形象的便利贴。 
 

 
 

图 1  朝珠耳机 
Fig.1  Court beads head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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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京剧便利贴 
Fig.2  Peking Opera post-it 

 

图 3  朕不能看懂眼罩 
Fig.3  Blindfold that reads  

“I can’t understand” 

 

图 4  微服私访公交卡套
Fig.4  Bus card set of  

travel incognito 
 

3.2  曲牌名元素 

赣南采茶戏在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属于曲牌体，

有四百余首曲牌，腔调可以分为“灯腔”、“茶腔”、

“路腔”及“杂调”，俗称“三腔一调”。这四百余首

曲牌旋律优美，其中以“茶”、“花”、“动物形态”、

“生活动作”冠名的曲牌尤为突出。 
从曲牌体命名便能看出赣南采茶戏的地域文化

及内容特色。以“茶”冠名的曲牌展现的是茶农种茶、

摘茶、炒茶、品茶这一系列关于茶的生活状态，如《茶

香姐》、《报茶名》、《摘茶》等。以“花”冠名的大多

表演的是赏花、看花时发生的趣事，以此来表明对生

活的热爱，如《小梅花》、《莲花闹》、《大凤阳花鼓》。

以“生活动作”冠名的曲牌表现的是客家人日常劳作

的生活状态，通过模仿动作来展示客家人热爱劳动的

精神，如《打鞋底》、《磨豆腐》、《割韭菜》等。以“动

物形态”冠名的曲牌独具一格，通过对动物的模仿来

展示对自然的热爱，如《蛤蟆歌》、《蝴蝶歌》、《数麻

雀》[5]。 
客家人迁移过程中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

不仅与敌人抗争，还要与自然抗争，赣南采茶戏的内

容反映了客家人民热爱劳动、善良朴实的性格特征。

采茶戏从刚开始茶农们的喝茶小戏一步步演变成民

俗表演，由于其本身代表的美好寓意，所以还会在客

家人的祭祀活动中表演，展现客家人强盛团结的宗族

形象。 

3.3  方言元素 

赣南采茶戏多以方言表演，客家人坚守“宁卖祖

宗田，不忘祖宗音”，不论行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方

言。戏曲扎根于民间，一定的地域环境和方言滋养着

戏曲的诞生和发展，当地方言与地方舞蹈融合，形成

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地方戏，其中方言一定是

构成地方戏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戏曲的特质所在。

区别这些地方戏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方言而不是声腔，

如川剧就包含了昆、高、梆、黄四种声腔，再加四川

民间小调。采茶戏唱腔以茶腔与灯腔为主，声腔可随

方言变，方言却不会随声腔改[6]。 
戏曲与赣南客家方言的结合形成了鲜明的的采

茶戏语言特色，因客家方言贴近生活，戏词多有民俗

风趣的歇后语、谚语。如《双捡菌》：老古人哇得好，

油多唔坏菜，礼多人唔怪。《张打铁》：你食了灯草

心——说话飘飘轻[7]。戏里唱出客家人民生活琐事，

塑造丰富饱满的人物性格，这些戏词嬉笑怒骂道出人

生哲理，既泼辣又动人。戏词中还有很多烘托气氛的

语气助词，如“哎呀嘞”、“且当且”、“哦呵”。这些

词都来源与客家方言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文创产品中不乏有以字为元素的设计，因皇帝自

称为“朕”衍生设计的眼罩见图 3，微服私访的行李

牌见图 4，都是借用故宫里独有的词语赋予产品故宫

文化。生动的语言文化会为文创产品带来活力，“乡

音无改鬓毛衰”，地域方言深入人心，方言的运用将

会波动消费者的心弦。 

3.4  角色元素及特征 

赣南采茶戏通常是“两旦一丑”或“一旦一丑”，

旦角由“小旦”和“彩旦”组成，“小旦”又称“花

旦”，主要是表现年轻可爱的青春少女，具有率真、

浪漫、开放、正义的性格特征。彩旦表现的是四五十

岁的中老年妇女，人物性格风骚泼辣，表演夸张、 
动作幅度大，通常扮演店嫂、媒婆之类角色。丑角通

常是“老旦”，形象特色是脸的中间画有一块白色颜

料，丑角喜剧色彩浓厚，表演幽默风趣，经常扮演反

面或诙谐讽刺意味的角色。 

4  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设计策略 

根据文创产品的产业链，文创产品可以分为三

类：内容类文创产品，包含传统文化、流行的研究与

创新、动画电影、新闻出版等内容；衍生类文创产品，

能够将文化转移到产品当中；创意类文创产品，运用

设计创意将文化转移到产品中[8]。赣南采茶戏作为综

合类表演艺术，文化底蕴深厚，可运用的设计素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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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丰富，对文创产品设计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可以

为设计者提供多种设计思路。 

4.1  造型演变 

造型演变是指从传统元素中抽取其形态特点，保

留部分或直接运用其造型。既可以直接保留原有造

型；又可以结合其文化内涵，对造型打散或重组，运

用不同材质、风格元素做到神态相似。对传统物品的

造型直接复制，展现传统文物的原貌，虽然没有对传

统元素进行再创造，但是为传统物品增加了现代影响

力。对传统物品的造型进行符号提炼能够展示传统物

品的样貌，为传统物品增加现代元素，设计符合现代

审美的产品。这两种设计方式都能够展示设计者自身

的水平和文化内涵[9]。 
赣南采茶戏中最明显的具象元素就是唱戏者的

舞台形象，角色不同舞台造型也随之改变。如果直接

使用舞台形象，可直接设计为玩具类产品，根据材质

不同分为毛绒玩具、竹材质工艺玩偶、塑料卡通公仔，

产品色彩使用客家服饰常用的蓝色、黄色及黑色。除

去形象特征，也可以使用线杆或机械化控制玩偶四肢

来舞动出采茶舞，为玩偶增加趣味性，直接使用采茶

戏形象既可以为赣南采茶戏增加影响力又为玩具增

加了趣味。 

4.2  功能联想 

传统元素可能是一种文化也可能是某具象物体，

功能演变是通过合理联想将传统元素最终设计为某

种具体产品。联想的形式可以是具象联想也可以是

意象联想，具象联想是通过被设计师的表面功能直

接运用，具有相似性。意象联想是通过设计师的思

维，将传统元素与周边存在的联系进行理性分析得

出设计。 
赣南采茶戏作为一种艺术技艺，可用意象联想，

因采茶戏在过去是一边喝茶一边观看的，由采茶戏联

想到茶叶进而联想到茶具设计，将赣南采茶戏具有鲜

明特征的元素，如角色元素、服饰元素、方言元素融

入进茶具设计，抽象提取其符号特征，对茶具的茶盅、

茶盘、茶壶、茶杯进行造型设计，为茶具增添文化内

涵，营造喝茶看戏的闲适氛围。 

4.3  图案演变 

时代在发展，审美标准也不停在演变，一些传统

图形满足不了全体受众人群的心理需求。图案演变是

在传统元素里提取图案元素进行平面设计，运用设计

的手法对图案进行简化提炼、重组同构，设计出符合

现代审美的图形将其印在日常产品上，如纸质类，明

信片、扑克牌、包装盒；布艺类，帆布包、T 恤；其

他类，马克杯、冰箱贴等。戏曲元素图形都稍显复杂，

设计者通过自身技术将图形简化的同时传达丰富的

内涵和信息。对图形进行合乎逻辑的重新组构，使图 

形组合演化成新的图形，使传统图形展示新的样貌。

运用戏曲的图形元素时应该保留图形的传统语义和

文化内涵，抽离、混合、拼接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图案，

同时还表现出传统意味[10]。 
赣南采茶戏的图形元素含而不露，隐而不显，需

对该文化进行充分理解，寻找其原生态语义，在表达

传统审美的同时了解其深层次的社会意义。除去图形

部分，赣南采茶戏俏皮的台词内容也是一大特色，幽

默的客家俚语中含有客家人对生活的智慧，方言的运

用也能够展示客家人勤劳勇敢、善良团结的人物性

格。现有四百余首赣南采茶戏剧目，丰富的故事情节

能够为图形设计增添叙事性，可绘制出不同情境的表

演插图，将戏曲图案化。 

5  运用品牌设计宣传文创产品 

现下文创产品市场同质化严重，各式旅游产品、

土特产界定混乱，没有清晰的产品定位和销售路线。

赣南采茶戏文化底蕴扎实，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

征，文化滋养文创产业的发展，设计者不仅要宣传其

文化，还应该承担起传承发展赣南采茶戏的责任。联

结唱戏艺人创新采茶戏曲，设计出具有特色的非遗文

创产品，共同打造非遗文创品牌。非遗品牌化有利于

文创产品的创新、产品生长周期的完善、非遗技艺的

活化，形成可持续的非遗文创产品体系，需要社会的

共同努力。 
非遗品牌能够辨别各种传统文化的类别与特征，

满足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感知需求。设计者通过对品

牌名称、URL、图标、标识、形象、广告、包装设计，

为传统文化树立鲜明的辨识特点，将非遗技艺引向标

准化、现代化。将传统文化中的个性、内涵、文化、

价值观输入视觉识别系统，给消费者直观感受，让非

遗文化不再晦涩难懂。 
赣南采茶戏中的视觉识别系统可运用客家采茶

人专有的符号，如穿大衫劳作的男性，包头巾手持茶

篮的女性。色彩可选用蓝色、黄色、绿色，展现其热

爱大自然的人物性格。在进行具象设计时，需注入隐

性要素，如客家人辛勤劳作、简朴踏实的人物性格；

运用赣南采茶戏诙谐有趣的戏曲风格，为视觉创造趣

味性。 

6  结语 

非遗文创产品通过设计活化传统文化，赣南采茶

戏是赣南地区的一个特色民族文化，也是客家文化的

代表。对赣南采茶戏的元素进行分析，为赣南采茶戏

文创产品设计提供多种设计思路，对赣南地区文创产

业发展，宣传赣南地区特色非遗文化，打开文创产品

销售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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