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2 卷  第 6 期 

306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1 年 3 月 

                            

收稿日期：2021-01-05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18WTSCX200）；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研项目（2016005ZYZH） 

作者简介：姬文瑞（1968—），男，陕西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怀旧表征下的广府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姬文瑞，李静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珠海 519088） 

摘要：目的 通过对怀旧以及怀旧情感的分析，探索基于怀旧表征的文创产品构建基础和设计模式。方法 针对怀

旧情感体验构成要素和层次结构分析，总结出文创产品中体现怀旧表征的 3 种表现形式：原型再现式、情景营造

式、隐喻映射式。以怀旧表征下的广府文创产品设计为例，通过用户情感化体验需求来构建怀旧情感脉络，总结

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品情感编码的产品设计思路，结合数字印刷工艺应用，探讨基于怀旧表征的文创产品设计路

径。结论 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品是一种个性化的文化创意产品，随着个性化时代消费需求的变化和细分，设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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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basis and design patter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by analyzing nostalgia and nostalgic emo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components and hier-

archical structure of nostalgic emotional experience, three manifestations (prototype representation, scenario creation and 

metaphorical mapping) of nostalgia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summarized. Taking Guangfu cultural and cre-

ative product design under the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as an example, the emotional context of nostalgia was built 

through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needs of users. The design ideas of emotional coding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were summarized.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design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nostalgia representation was explo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are personaliz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he change and segmentation 

of consumer demand in the era of individuation, products that tend to be creative, personal and emotional are more likely 

to arouse consumers’ recognition and resonance. The intervention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not only can guide product de-

sign but also improve the value of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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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近年来备受市场

的青睐和消费者的认同。但同时也存在着文创产品在

开发设计和表现形式上同质化的现象。要想改善这种

现象，对开发主体进行人文情感的探索，以及在文创

产品开发中加入情感化设计不失为一种思路。情感化

设计是从情感角度出发，建立人与产品的情感，拉近

人与产品的距离而进行的设计[1]。多元化、个性化、

情感化的消费背景，促使人们消费购买文创产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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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机往往是出于精神和情感方面的需求[2]。怀旧是

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消费者对怀旧情感的精神需求

也逐渐受到个性化产品开发者的重视。怀旧不仅体现

在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上，还是对相关文化属性进行追

索和探寻的深层次情感体验。在文创产品开发设计

中，发掘和表现怀旧情感要素，总结怀旧表征在文创

产品中的表现形式，探索文创产品的设计模式，对于

情感化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1 “怀旧”的定义 

怀旧最初被定义为是生理上的疾病。1688 年瑞

士医生 Johannes IIoferber 认为怀旧是一种“错乱想

象”的征兆，是一种大脑的生理疾病[3]。直到 20 世

纪后半叶，社会学家们逐步将怀旧情感中的自我认知

特性与社会形态和环境结合起来，此时怀旧才被认为

是一种普遍的、积极反思性的、有意义和复杂的社会

情感[4]。在对怀旧进行的研究和分类中，长期以来，

怀旧是沿着“个人—群体”和“直接—间接”进行划

分，Davis 按照人群广度将怀旧区分为个体怀旧和共

同怀旧。前者体现了较强的自我认知特性和个体特

征，而由社会形态、文化环境、时代背景的符号象征

所引发的怀旧，其内容往往富有鲜明的社会特征和强

烈的群体特质，形成了具有相似背景的人对过去共同

经历的文化、时代所产生的集体或共同的怀旧情感
[5]。由此观点可以认为，个体的怀旧情感将会追寻并

最终融入到社会集体的共同情感体系下，个人怀旧情

感中所存在的依附性和探寻性，可以理解为个体情感

投射在群体中的一种生存需求的反映。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集体族群文化所积淀下来的可靠性、安全感、

归属感必然会成为个体的精神依托，相同历史文化背

景所形成的对历史的眷恋、反思、归属等情感性，可

以理解为怀旧显而易见的特征。由此可见，怀旧是在

社会集体大背景下，个体在文化背景、历史环境、情

感归属等因素共同作用和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情感。 

1.1  怀旧情感构成要素 

怀旧情感的构成要素与其特性有关。归结起来，

当代研究成果认为怀旧具有情感性、认知性、层次性

等特性[6]。其中，怀旧包含的不同的情感体验、情感

因素被认为是其最显而易见的特性和要素，怀旧中的

情感性不同于诸如喜悦、愤怒、伤感等层次较为单一

的情绪宣泄，怀旧情感体验基于外部诸多因素与个人

情感体验相互作用而成，在内容上，包含了对自我和

世界的认知。对怀旧“认知性”的理解，当代理论认

为怀旧包含着高层次、多重性的认知评价和命题内

容，文化因素影响着怀旧的认知层面。文化心理学家

认为，文化与自我情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文化因

素对自我情感的形成、结构、功能产生影响，从而进

一步影响到人们的认知、动机、情绪以及行为[7]。从

而人们可以认为文化因素是怀旧情感的归因也是核

心基础。Davis 在对怀旧层次的阐述中认为，怀旧情

感由浅入深可以分为简单怀旧、反思怀旧和解释怀

旧，指的是从个体的简单怀旧情感逐步转入到对怀旧

客观化，寻找个人怀旧情感与社会关系联结的过程。

“个人与社会结合的怀旧”这一维度将个人融入到社

会和集体中，强调的是集体利益和社会性[5]。在历史

长河奔涌前行中所积累和沉淀的文化基因和脉络，是

一个族群民众心中共同的归属根基。特定的社会生活

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同样成为怀旧情感的形成因素。

环境因素中的人文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生态系统等

多被认为是怀旧乡愁的显性表征，在文化与特定环境

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环境改变，经由时间的沉淀渗透

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生活方式、民居形态、风俗

礼仪、语言表达等。个人情感的参与和作用构成了怀

旧情感的主因表达出口，怀旧的情感要素在一定文化

和生活背景下，体现在对过往旧事、旧物的追忆和怀

念。综上结合怀旧情感特性分析可以归纳出构成怀旧

情感的要素为：情感要素、文化要素和环境要素。 

1.2  怀旧情感设计层次结构 

美国唐纳德·诺曼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

了情感化设计的三层次理论，他强调以人为本，将设

计目标划分为本能层次、行为层次和反思层次[8]。本

能层次侧重于外观表层的接触；行为层次注重体验互

动获得乐趣；反思层次注重反思情感的表达。根据怀

旧情感构成的三个要素，即文化要素、环境要素和情

感要素，结合三层次理论，在怀旧情感的作用下，怀

旧情感设计层次进入到本能符号表达、行为叙事表

达、反思情境表达阶段，经过进一步的设计实施达到

产品实现的目标。怀旧情感设计层次结构见图 1。 

2  怀旧表征与文创产品 

怀旧可以理解为一种情感知觉的反映，知觉的表

征主义理论认为，知觉是心灵对外部对象及其属性的

内部表征或反映，知觉活动的对象包括个体的内在观

念、印象、感觉等。知觉必须被理解为某种具有逻辑

归纳推论的内在心灵活动[9]。那么对于怀旧表征人们

可以理解为是个体或集体的内在情感知觉活动的一

种外部反映，公众集体意识下的对民族文化和价值的

认同、怀念、追索、探寻和反思构成了怀旧情感的社

会因素。这样不难看出，怀旧情感特点与文创产品的

文化情感诉求形成了某种交集，将怀旧情感融入到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中，产品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脉络和基

础，也凸显了文创产品的个性化设计趋势，将怀旧情

感融入到文创产品的个性化设计中，将个人体验、集

体公众意识中产生共鸣的文化记忆、情感构建重新诠

释后通过产品表达出来，使消费者的怀旧情感在心理

认知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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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怀旧情感设计层次结构 
Fig.1  Hierarchy of nostalgic emotional design 

 

  
 

图 2  甲骨文镇纸文创产品 
Fig.2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Jiaguwen paperweight 

 

文创产品是一种有特殊价值的产品，它的第一属

性是文化，其次才是产品[10]。文化性是文创产品的基

础核心和设计开发的内因驱动，目前消费者对产品的

需求逐步从生理需求向情感需求转变，进而达到精神

及人格的高层次需求，整体呈递增趋势，文创产品的

开发设计从早期的对文化符号的直译转述型设计，到

逐步开始关注产品与“人”的体验和“多种情感”的

链接关系。“源自文化，唤起记忆，创意表达，构筑

未来”成为了这一特殊文化产品的特点，使文创产品

能够唤起集体意识中具有共鸣性情感的表达。  

3  文创产品怀旧表征的表达方式 

3.1  原型再现式 

民族文化认同下的群体意识形成了怀旧情感的

广泛性和归属性基础，对具有群体意识和文化认同下

的历史符号进行原型再现设计，将怀旧表征符号赋予

在文创产品的使用功能中，原型再现设计适用于唤起

民众广泛历史文化记忆，使其获得普遍性的民族文化

的怀旧共识和情感。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发的甲骨

文镇纸文创产品，依照原文物打造，将中国古老文字

化作书房用品，形成文化与生活的融合。甲骨文是中

国最早的系统性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态，其中蕴含

的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回忆，也有对中国汉字文化的

尊重和追念，见图 2。 

3.2  情景营造式 

要想挖掘怀旧文化、营造文化内涵情境，可以通

过民俗传说、民间歌谣等进行创意表达，创设怀旧情

境。比如具有地方特色的手账本设计，将旧时光的市

井生活运用插画形式进行表达，营造出一种怀旧的情

愫。也有产品通过古典名著中的情景故事进行怀旧情境

的营造，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发的大观园镂空书签，将名

著《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故事和活动场所，如宝钗扑

蝶、湘云眠芍、黛玉葬花等情景进行图形化表达，结合

镂空制作工艺进行书签设计，让人在阅读中回顾经典

情景，唤起消费者对古典文学的情感共鸣，见图 3。 

3.3  隐喻映射式 

隐喻是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法，将传统文化中

抽象的、隐性的怀旧情感提取转化为可视的元素，从

而映射到怀旧表征的文创产品中，这在设计中是一种

较为深层面的隐性怀旧表征表达方法。利用分解提取

隐性因素中的怀旧表征，通过隐喻法映射到文创产品

中。比如苏州博物馆开发的“瓷之色”系列彩墨，将

古典名瓷“钧瓷”、“苏麻离青”、“耀变天目”、“秘色

瓷”等的颜色提取出来，转变为书写彩墨，将千年名

窑创烧特色工艺和文化内涵，隐喻映射在笔端，落于

纸上。还有“梅、兰、竹、菊”传统文化元素演绎的

书签、丝巾等文创产品，将隐喻内敛的文人气节和精

神呈现出来，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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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观园书签文创产品 
Fig.3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Daguanyuan bookmark 

 

    
 

图 4 “瓷之色”文创产品 
Fig.4  “Color of porcela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4  基于怀旧表征的文创产品设计路径 

将怀旧表征应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需要设计者

充分体会怀旧情感和成因要素，并对设计主体进行情

感因素分析，研究怀旧表征体现，判断设计主体是否

具有怀旧文化表征的特质，并寻求合适的表达方式。

可以通过用户情感化体验需求→构建怀旧情感脉络

→基于怀旧表征的文创产品情感编码→以符号为中

心的编码提取设计策略、以叙事为中心的编码提取设

计策略、以情境为中心的编码提取设计策略作为设计

路径，见图 5。 

首先需要明确基于怀旧表征的产品设计是一种

个性化产品的设计，个性化产品可以使用户在对产品

的认知和使用过程中，因个体原因和使用原因对该产

品所产生的不同的体验[11]。因此需要观察分析消费者

的文化背景、生活基础、情感诉求等，根据消费者对

怀旧情感的认知、体验和需求来进行个性化的文创产

品设计。接下来针对消费者对于怀旧个性化产品的需

求特质构建怀旧情感的脉络。通过前期的分析得出，

怀旧情感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成因和构成有其深层或

隐性的因素，源自文化、回顾传统、唤起记忆、认同

归属既是构建怀旧情感脉络的要素和成因基础，同时

也是怀旧表征的要素和成因基础。在设计时要挖掘群

体意识下对民族文化的深层眷恋和追忆，避免将设计

开发的着眼点流于浅薄。在接下来对怀旧表征文创产

品情感编码的梳理中，重点围绕怀旧表征情感编码的

文化因素、环境因素、情感因素三部分展开。其中通

过提取文化因素中的以符号化为中心的怀旧编码、环 

 
 

图 5  怀旧表征的文创产品设计思路 
Fig.5  Design idea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nostalgia representation  
 
境因素中的以叙事性为中心的怀旧编码；情感因素中

的以情境感为中心的怀旧编码，并对怀旧编码进行拆

解，提取出设计因子进行设计表达，由此进行产品的

应用性设计。 

5  广府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品设计 

通过对怀旧表征下文创产品设计思路的分析，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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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导学生进行了基于广府怀旧表征下文创产品的

设计实践。首先需要对设计主体进行历史背景和情感

因素分析，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其受到广州历史、地理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

开放、务实、兼容和多元的文化特征[12]。由于广州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形成了多元包容的移民文

化、市井平民文化等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渗透在

广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根植于广府人的记忆中。 

5.1  广府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品设计思路 

一个地域的文化是由自然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文

化和精神心理文化构成的系统[13]。在其核心文化基础

层面，广府的自然物质文化是由多方面形态所构成

的，表现形态可以分为物态文化表征、行为文化表征、

精神文化表征。物态文化表征体现在民居建筑、文物

古迹、民间工艺等显性形态上，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

西文化碰撞下，广府的民居建筑形成了多元化的特

色。比如民居建筑形态中的骑楼和碉楼融合了西方元

素和本地气候特点，形成了集功能性和文化性为一体

的建筑形态等。建筑中兼具功能性和地域文化装饰性

的陈设也散发着浓郁的岭南韵味，例如由中西文化融

合形成的满洲窗，窗棂形状和套色玻璃刻画等工艺特

点形成了具有广府传统特色的艺术风格；木趟栊是适

应岭南潮湿多雨气候而特制的建筑构件，有通风和安

保的功能；还有青砖石角等西关大屋的建筑形态，形

成了整个广府人生活的烙印和怀旧记忆。行为文化表

征体现在具有广府文化特色的民俗活动、传统技艺、

风俗礼仪等动态形式中，例如舞龙狮、放纸鹤等民俗

活动，以及广彩、剪纸、漆艺等传统技艺。精神文化

表征体现在独具地域文化特点的粤剧粤曲、茶楼文

化、儿歌民谣等文化形态上，一曲粤音、一首民谣往

往可以勾起老广东人的童年记忆与乡愁。广府文化层

面怀旧因素的表征，可以通过其相关文化模态呈现出

来，其文化精神贯穿了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构

成了广府怀旧表征——源自文化、回顾传统、唤回记

忆、认同归属的情感脉络，广府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

品设计思路见图 6。 

5.2  广府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品设计表达 

通过对广府怀旧情感的成因要素和情感脉络的

分析，逐渐可以厘清广府怀旧表征文创产品的情感编

码，围绕着广府文化、环境、情感特征进行设计因子

的提取设计。重点将以文化符号化为中心的怀旧编

码、以叙事性为中心的怀旧编码、以情境感为中心的

怀旧情感编码作为出发点，对广府怀旧表征文创产品

应用设计进行分析。广府文化种类非常丰富，对广府

文化提取的目的在于外显的运用，运用的目的要符合

或反映载体的需要[14]。广府怀旧表征的设计表达见图

7—9。 

首先是符号化怀旧表征的设计表达。民居建筑文

化是历史的沉淀，同时由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介入，

使冰冷的建筑有了生命。广府建筑有典型的骑楼建

筑、西关大屋以及民居中广式满洲窗等建筑特色，由

于多元化的历史因素，这些建筑保留了中西文化的融

合特征，具有较为典型的符号化特质。通过原型再现

式的表达方式提取具有典型广府民居特点的符号元

素，如西关大屋、骑楼、牌匾、八合会馆、大戏台等。

首先进行从单一建筑图像到图形的转换设计，简化并

突出建筑符号的特征。通过符号化怀旧表征编码的提

取完成设计表达。接下来将建筑民居图形组合起来，

形成一幅怀旧民居生活长卷，见图 7。 

其次是叙事性怀旧表征的设计表达，需要把怀旧

主体引入到相应的故事讲述中。因怀旧情感常常源于

消费者的个人记忆或一些人的共同记忆，所以怀旧设

计旨在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唤起消费者对过去美好时

光的记忆，重新诠释产品的外观、功能、模式以及引

导消费者的思绪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重新回

忆美好的旧时光[15]。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广府独特 
 

 
 

图 6   广府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品设计思路 
Fig.6  Design idea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of Guang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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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广府怀旧表征的设计表达 1 
Fig.7  Design expression of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of Guangfu 1 

 

 
 

图 8  广府怀旧表征的设计表达 2 
Fig.8  Design expression of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of Guangfu 2 

 

的地域生活场景作为记忆符号根植于一代广府人的

心中，在与历史传统的对话中，市井民风、年俗活动、

铛铛车、醒狮献瑞、西关小姐、货郎担等，一幅幅充

满生活记忆的画卷通过叙事性的表达缓缓流进人们

的脑海。提取广府历史生活中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景

物，通过将人物和景物进行线性化图形表达，并组合

成完整画面的设计过程，形成一幅带有叙事性怀旧意

味的生活画卷，见图 8。 

最后是情境性怀旧表征的设计表达。一首儿歌、

一曲民谣、一声吆喝等非形象性的元素往往更容易营

造某种情境，勾起个人记忆或一些人的共同记忆，引

发受众的集体怀旧和共鸣。通过对特定时期广府生活

情境的了解和研究，把怀旧主题和情境引入到相应的

故事讲述中，通过人物、景物、故事构建一幅生活场

景，通过对广府民居建筑特点的绘制、老字号的细节

表现、人物活动特征的表达，将具有怀旧色彩的生活

元素构建在一起，通过打散或重构的方法形成丰富而

浓郁的广府生活画卷。生活中与人发生关系的器皿物

件，更能勾起人们对往事往日的怀旧情感，如提取广

东早期炎炎夏日的风扇、水烟、油灯的造型，以及广

府人对市井生活细节的描述，来营造出往昔生活的怀

旧情境，让人们仿佛听到小贩的叫卖声，有轨电车的

当当声，孩童的儿歌声等，见图 9。 

5.3  数字印刷工艺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设计的呈现需要技术和工艺的支撑和完善，在完

成对提取的广府怀旧表征图形的设计后，需要选择适

当的加工制作工艺，有针对性地对设计要素在文创产

品上进行应用。目前文创产品的加工制作越来越趋向

综合性工艺，但印刷工艺仍然是应用较为普遍的制作

加工工艺，随着数字印刷工艺的提升，印制介质已不

局限在纸质媒介中，在金属、木制品、瓷器等介质上

都可以进行图形、文字的印制工艺。另外，文创产品

的精致化包装、标签制作等，都需要印刷工艺的介入。

就产品形式而言，印刷工艺的参与让文化创意产品设

计制作呈现出多样性，例如数字印刷个性化定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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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广府怀旧表征的设计表达 3 
Fig.9  Design expression of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of Guangfu 3 

 

 
 

图 10  广府怀旧表征的文创产品设计 
Fig.10  Guangfu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under nostalgic representation 

 

与文创产品的融合；数字印刷艺术微喷技术的高仿真

技术与文创产品的融合；数字印刷喷墨技术与文创产

品的融合；数字印刷可变数据技术与文创产品的融合以

及基于 3D 立体印刷技术的文创产品设计应用等[16]。 

以广府满洲窗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为例，结合数字

印刷技术进行系列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见图 10。

首先提取广府满洲窗具有典型性特色的窗框结构作

为基础元素，并与提取出的色彩元素相结合，简化基

础形态中较为繁琐的框架线条。通过图形设计将满洲

窗的简化窗框元素与广州代表性建筑物，如中山纪念

堂和钟楼相融合，结合数字印刷技术的可变数据、数

字烫金、磨砂浮雕等工艺，对其进行相关的优化设计，

例如利用激凸、烫金的印刷工艺可以强化满洲窗的图

形线条，增加光泽、质感和肌理。通过对主体图形采

取不同工艺的处理，可以在视觉和质感上强调独特性

和差异感。此技术可以应用在满洲窗主题的玻璃制

品、瓷制品、纸制品等文创产品的设计制作中。其中

满洲窗文创台灯的设计是集合了文化、体验、情感等

因素的个性化文创产品，该设计结合套色玻璃蚀刻工

艺和满洲窗彩色玻璃的通透性特点，利用台灯照明的

产品功能，在亚克力材质上发挥数字印刷制作技术的

镂空和局部磨砂工艺，将满洲窗特质与生活用品巧妙

结合为一体。彩色玻璃透出的灯光背后隐喻映射的是

几百年的广府文化和生活记忆。满洲窗的文创手表设

计，可以采用数字印刷可变数据技术，让每款表的表

盘图案都不同，或进行图形、文字的定制，实现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 

基于以上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结合数字印刷技

术可以进行系列性的产品设计。系列中的文创手帐本

设计，封面采用了带有怀旧意味的牛皮纸，使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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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哑光印刷工艺，将生活长卷以及儿歌、民谣插入

本中，并结合图形元素，通过激光镂空工艺制作相应

的书签，形成了具有怀旧色彩的文创文具产品。手机

壳和“利是封”产品的制作中，通过数字印刷技术中

激凸和烫金工艺处理，可以将怀旧色彩浓郁的图形元

素或符号进行强化表现。 

6  结语 

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品是一种情感性文化产品，

随着个性化时代消费需求的变化和细分，情感性的产

品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认同和共鸣。情感体验的介

入，不仅可以指导产品设计，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升

产品设计的价值[17]。基于怀旧表征的文创产品采用差

异化、个性化的产品设计策略，通过原型再现、情景

营造、隐喻映射等怀旧意味的设计表达，满足文化消

费者精神上的需求。在对怀旧表征下的文创产品进行

开发设计的思路上，以用户情感化体验需求为基础，

构建研究主体的怀旧情感脉络，通过怀旧表征的文创

产品设计表达思路以及数字印刷技术的结合应用，达

到怀旧表征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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