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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文化创意产品在开发与设计过程中对地域文化的借鉴性应用和创新发展。方法 从产业

融合大背景下各类商品的日趋丰盛谈起，分析文化创意产品受此影响所表现出的诸多特点，并聚焦于地

域文化，探索文化创意产品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同时结合当下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现状提出其几方面的突

出问题，如文化元素单一、同质化严重、风格缺乏延续性等，进一步明确地域文化元素在其中的重要性。

然后将“以物载道，有效应用”和“以用延意，创新设计”作为基本观点，展开具体的文化创意产品的

开发与设计探讨。列举文化创意产品融合地域文化元素的几个实例，以此为基础开展后期融合与创新的

发展思路探索。结论 将地域文化融入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不仅能够有效丰富当前文

化创意产品的形式，而且能进一步提升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内涵，使地域性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获得长

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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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ferenc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any features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affected by this situation that all kinds of good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explor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m focusing on regional culture. Prominent 

problems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single cultural elements, serious homogenization, and the style of lacking continuity, 

are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elements on the creative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specif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discussed viewing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Loaded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Innovative Design with Extended Meaning by Using Regional Culture 

as basic viewpoints. Several examples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integrating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re listed. Based 

on these examples, the development idea of later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is explored. It is highly feasible to integrate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t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enrich the forms of curr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ut also further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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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an achieve long-term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development train of thought; culture 

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产业融合，从而使商品

的种类和形式日渐丰富，这就给消费者的产品选购带

来了更多的选择，于是他们开始有更多的权利去选择

符合自己审美的产品[1]。突出表现在，产品的实用性

逐渐开始变得不再过于重要，产品品质、文化价值、

审美体验开始崭露头角，于是更大范围的产品形象塑

造开始了。在设计与创新的过程中，设计师发现本土

文化的合理应用十分重要，那些能够彰显地域文化特

色与传统的产品，总是能够轻松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共

鸣，并以深刻且独具个性的内涵超越同类产品[2]。文

化创意产品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融合了地域文化元

素的文化创意产品能够有效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传

播力，加深消费者对地域文化特色产品的印象，满足

他们日益提升的对产品差异化、审美化的现实需求，

进而扩大产品的宣传力度和市场占有率，彰显中华民

族的文化自信。 

1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1.1  文化创意产业及文化创意产品概述 

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是其他产业无法相比的，其

更多被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以

创新为理念、以思想内涵的塑造为核心，借助各种手

段所实现的一种文化资源的融合，代表着品牌所具有

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象征，满足着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和

心理需求[3]。文化创意产品就是文化创意产业最突出

的附加值代表，是设计师通过深入挖掘和整理传统文

化的精髓，同时结合当下的审美特点和时代特征，在

产品中不断融入人文内涵后，设计出的一种文化再造

品，蕴含着丰富的艺术与文化内涵。可以说，文化创

意产品在满足人们基本的使用需求的基础上，更增加

了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对文化的传播和

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支持。 

1.2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现状分析 

从长远角度看，文化创意产品有着丰富的形式与

深厚的内涵，发展趋势良好。然而从现实来看，由于

种种原因，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仍然具有一些突出的现

实问题，有的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了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必须引起广泛重视[4]。从三个方面总

结了目前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突出问题。 

第一，文化元素单一。文化创意产品只有以足够

的文化内涵为支撑，才能展现更加深厚并独特的艺术

效果，吸引人们的注意，拓展更大的市场。然而，由

于我国的部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师并没有充分、深入

地运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精髓，所以整体的设计实

践存在选材不够灵活、内容单一化、缺乏形式的支撑

和色彩的衬托的现象，从而导致其附加值较低[5]。 

第二，同质化严重。文化创意产品的精髓在于独

特，需要以独一无二的形式与内涵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上取胜。然而，现实中的文化创意产品却存在严重的

同质化现象，抄袭、照搬等情况屡屡发生，缺乏地域

文化的独特性。 

第三，风格缺乏延续性。风格的延续性是文化创

意产品得以长期发展的关键。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

的部分文化创意产品一直原地踏步，并没有从时代发

展的角度去创新，这种短期设计难以保持自身的活

力，不利于文化创意产品的长远发展。 

2  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路径 

从现实来看，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设计不能盲目

和随意，而应从其现状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着手，找到

问题的根源，各个击破。总的来看，“文化”是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的精髓，尤其是独特而唯一的地域文

化，更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有效支撑[6]。深入挖掘地域

文化元素，使其与文化创意产品有效融合，有效丰富

文化创意产品的形式内涵，促使其获得更加长远的

发展。 

2.1  以物载道，有效应用 

以地域文化元素为核心，进行文化创意产品的设

计必须坚持的一条法则是“以物载道”，即主张用器

物反映理念、道理和文化。简单而言，就是以各种形

态、特征和装饰元素为载体呈现文化内涵。不能仅仅

为了设计而设计，也不能为了所谓的追求文化内涵而

盲目地应用地域文化元素，必须从设计对象的实际出

发，结合设计需求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发挥。旅游纪念

品作为文化创意产品的一种，是体现地域历史文化

的有效载体，具有艺术性、文化性和地域性的多重属

性[7]。大到各种器物、画作，小到一个杯垫、钥匙扣，

都可以成为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的代

表形式。这些有着独特地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已经

成为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切口，也逐

渐受到了设计师的重视与青睐。只是现实中的旅游纪

念品总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定的商业气息，并且很

多地区的相关产品同质化严重。因此旅游纪念品的设

计必须从地域文化的特点及自身的现实需求着手，以

物载道，有效应用，实现两者的有效统一[8]。故宫博

物院设计的“千里江山·书峰立”金属书签十分具有

代表性，该书签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国鄱阳湖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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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各峰，设计元素多选用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

中的元素。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坚持以物载

道的设计理念，完美呈现了鄱阳湖地域绵延千里的高

峰巨嶂和奇山秀水的美妙风景，同时配合金属材质进

行了激光雕刻，形成了硬朗线条，青绿的山水与金属

的光泽相互辉映。尤其是细节之处的明暗变化、肌理

脉络更是细致精确，以一个简单的书签便囊括了长

江、鄱阳湖等自然风景，夹片式的设计处理更满足了

实用性的要求，最终成为了匠心独运且饱含地域文化

特色的艺术佳作。 

2.2  以用延意，创新设计 

地域文化元素是对某些地域特征的集中诠释与

体现，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所呈现出的各种历

史、地理与文化等因素的突出表现。可以说，地域文

化元素承载着地域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寓

意。在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中，应以用延意，

在保留精髓的同时进行创新设计，保证地域文化元素

的品质持久恒定，同时更好地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和

审美需求，以常变常新的姿态迎接更高的挑战，将设

计和产品达到最佳契合点，打开持续发展的大门。年

画作为地域特色文化中的突出代表，对文化创意产品

的影响及应用也十分突出。尤其以河南开封的朱仙镇

年画最为典型，其中精巧的构图、夸张的造型和亮丽

的色彩等因素无不展示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人物

形象所穿的服饰、所持的法器等都以龙纹、万字纹、

祥云等为主要特色，有着“画中画”的艺术效果[9]。

因此，将这一传统地域文化元素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相结合，进行大胆的创新和艺术化的创造，能够将这

一地域文化财富转变为更具魅力与价值的文化财富。

一款充满创意的蔬果汁饮品设计就将年画这一地域

文化元素进行了创新应用，无论是寓意财源滚滚的

“赵公明”，寓意长生不老的“南极仙翁”，还是才华

横溢的“文殊菩萨”，抑或无拘无束的“姜太公”，这

些年画人物形象都被进行了艺术化的创造，并被设计

师巧妙地安排在瓶身之上。主次分明的造型，配合细

节化的处理，诠释了我国北方民族那厚实纯朴、粗中

有细的性格特征，同时提高了整体的文化内涵，让人

们的美好祝愿与生活期盼得到完美表达。这种跨度极

大的设计灵感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创意产品形式，

给了广大设计师更加多元的思考路径。 

文化创意产品对地域文化元素的创新设计并不

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传承与大胆的创新上，还可以进一

步整合地域文化品牌，形成统一的符号元素、风格和

形象，使彼此之间既联系又独立，最终形成系列化的

产品[10]。这样一来，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成本便得到

了有效的降低，同时也以更加统一、个性的产品形象

提升了自身的辨识度，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值得设计

师一试。 

3  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发展路径 

从长远的发展视角看，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开

发路径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11]。 

第一，实现地域文化现代化。鉴于很多地域文化

及民俗元素都年代久远，虽流传至今，但显得较为陌

生。因此设计师可以深入分析其内部的精华之处，对

其形象和寓意进行现代化的尝试，让地域文化元素能

够在当前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发挥自身最大的潜

力和价值，促进文化创意产品特色与内涵的建立与

丰富。 

第二，实现审美追求的多样化。社会的发展已经

促使人们的审美观念得到了极速的发展，那些同质化

现象严重的文化创意产品已难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因此设计师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元素，开发

出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多元化的文化创意产品，以

独特的审美性特点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 

第三，实现更加合理的功能需求[12]。功能较为单

一的文化创意产品难以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站稳脚

跟。设计师必须开阔眼睛，以发展的眼光审视设计的

过程，并大胆将产品设计成不同的模块，融入系列化

的特点，以地域文化为突破口，实现形式与功能的统

一，让更多的人对文化创意产品产生兴趣[13]。 

4  结语 

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设计并不是盲目的，也不

是激进的，其关键之处在于设计师与时俱进地对地域

文化元素的精华进行提炼与加工，以更加新颖的设计

理念和设计形式，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形式和更加丰富

的内容，打造出具备民族地域特色且时代感十足的产

品形式。如此一来，文化创意产品便不再简单地作为

一种商品出现，而是包含着深厚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

特质的一种有效载体，它承载着文化的传承使命，迎

合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推动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长

效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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