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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乡村文创产品正进入品牌化、体验化的新文创时代，需要充分关注乡村文创产品的审美体

验、意义体验和情感体验与社会价值，亟需运用整合思维进行知识转换与开发文创赋能的新角度与新思

路。方法 借助认知叙事学视角探讨乡村文创产品的叙事属性与认知机制，从叙事话语层、叙事视象层

与叙事意象层 3 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乡村文创产品设计中叙事话语层次，重点阐述了乡村文创产品语境

全聚焦叙事、语象内聚焦叙事、语义外聚焦叙事方法。结论 从序列结构、触发点、叙事场等角度提出

乡村文创产品的设计叙事创新策略，为乡村文创产品的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叙事解释框架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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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Strategy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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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entering a new era of branding and experience-based cultural in-

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meaning experienc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value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it is urgent to use integrated thinking for knowledge conversion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empowerment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This work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arratol-

ogy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attribute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analyzes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level in the design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rom three aspects: narrative discourse layer, 

narrative visual layer and narrative image layer. It also focuses on the narrative methods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full focus on narrative, narrative within the language, and narrative outside of semantic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quence structure, trigger point and narrative field, it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narrative strategy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hich provides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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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变迁中的

“文化堕距”（Culture Lag）[1]，乡村文创发展出现了

“强植”与“膨化”等文化冲击与秩序重组，呈现出

弱质化与同质化并存的困境。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

战略”带来了乡村文化自信的转变与社会的现代化转

型的重大机遇。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将

“三农”问题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逐

步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乡村文创产品正

进入品牌化、体验化的新文创时代。伴随着乡村文化

单向度与均质化的调整，乡村文创产业目标与文化目

标的互相赋能，乡村文创产品正在由单纯的“物质”

向“精神”转向、“有形”与“无形”融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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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活”转型。乡村文创产品作为乡村文化重要的

输出形式，是中国集体大众怀想的“乡愁”与传统造

物生态链中无形的文化财富，是乡村文化活化的重要

工具，对于改变传统意义的文化刻板化与碎片化、乡

村文化产业发展提质增速、构建乡村文创产业融合发

展生态圈以及乡村文化与旅游的多维度与深度融合具

有重要意义，需要进行新时期的严肃学术反思与探索。 

1  乡村文创产品类型与文创产业结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创产品定义为传播思想、

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文创产品对形成群体认

同、传递情感、激发受众心智体验并影响文化行为方

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着人类精神审美和情感内

涵的释放，文创产品逐渐向着多层级、细分化的产品

群发展[2]。从传统农耕时代起，乡村每一件物品的产

生都有其独特的情感叙事与生存媒介，链接着个体与

村落、族群、社会间的关系与记忆。当代乡村文创产

品并不局限于非遗手工艺品，同时包括乡村旅游纪念

产品、农产品、土特产品、文化衍生品等不同类型，

深入衣食住行各领域，体现乡村地方性知识特征的拟

合性。与功能性产品所不同的是，乡村文创产品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乡村社会状况与文化价值等隐性知

识的道德秩序，呈现出乡村生产、生活、发展过程中

产品的文化积淀与精神财富资源等潜在的叙述性特

征；在价值观回归的语境下，代表的是新的乡村文化

生产方式与文化载体转型，在与产业结合发展的过程

中呈现出新兴文化态势。 

根据乡村聚落类型下地理区位与产业集聚的区

别，不同的乡村聚落呈现出差异化的乡村文创主题类

型与特征。乡村聚落类型与文创产品分类见表 1。旅

游聚落型乡村主要聚焦旅游纪念品，乡村文创产品呈

现地域传统性特征；农业产业型聚落主要聚焦品牌农

产品，乡村文创产品呈现地方特色性特征；非遗文化

型聚落主要聚焦民间手工艺产品与装饰性工艺品，乡

村文创产品呈现民艺传承性特征；除此之外乡村中还

存在一定数量的综合类型聚落，除了聚焦上述 3 种文

创产品类型的一种或多种复合外，通常还聚焦于乡村

文化衍生产品，其文创产品突出生活生产性特征。总

体而言，乡村文创产品以非遗文化、特色农业等非遗

与产业资源为主题，充分延伸“农文旅”的产业链，  
 

表 1  乡村聚落类型与文创产品分类 
Tab.1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乡村聚落类型 乡村文创产品主体 主要特性

旅游型乡村聚落 乡村旅游纪念品 地域传统性

农业产业型乡村聚落 农业生产型产品 地方特色性

非遗文化型乡村聚落 民间手工艺产品 民艺传承性

其他综合型乡村聚落 乡村文化衍生产品 生产生活性

体现出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间的聚合效应与融合发

展。根据乡村细分市场的需求情况与乡村文创产业的

发展阶段，乡村文创产品从核心产品、延伸产品、附

加产品等不同层次进行扩展，通过不同圈层的产品驱

动与产业驱动形成了乡村文化创意的共生环节，共同

提升了乡村文创产业新型业态孵化速度。 

2  乡村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叙事属性与认知

机制 

叙事不仅是一种交流活动，一种现象，更是一种

方法[3]。叙事的本质是认知、交流、传达的方式与存

在状态[4]。叙事学作为促进事件解释的认知宏观框架

与产品解释机制的一部分，在设计组织和用户记忆体

验的方式中起着核心作用，可以阐释所见、所感、所

思与行动，是凝聚和记忆经历、文化身份的内在诉求、

文 化 弥 合 与 文 化 价 值 的 特 异 性 工 具 。 叙 事 学

（Narratology）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主要分为“经

典”与“后经典”两个派别。在经典叙事学中，以叙

事文学为主的学者注意力集中在文本内部，关注叙事

作品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5]。在从“经

典”向“后经典”的转向中，叙事学逐渐与新学科链

接发展，向多学科交叉转变。米克·巴尔（Mike Be-

hrens）认为叙事学是对文化的一种透视，将叙事看作

一种文化理解方式，提出应该在理解行动中显示文本

与阅读、主体与对象、作品与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

能够在任何文化表达以及没有特殊的媒介、模式或运

用的情况下，区分出不同的叙事所在地，诸如叙事对

于对象的留存以及对于观众的不同效果等[6]。叙事心

理学家萨宾（Theodore R Sarbin）提出，人类的想象、

感知、思考与抉择均为依据叙事的结构完成的[7]。中

国学者谭君强发展出审美文化叙事学，对具有审美文

化特性和机制的文化形态或产品进行研究，力图将叙

述形式与历史、文化、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

方面要素连接，将审美文化与叙事学进行结合 [8]。

从 20 世纪末开始，叙事逐步延伸进入设计领域[9]。

英国学者 Andy Bardill 提出产品与服务互动中叙事

设计增强兴奋感的方法[10]；赵淑华阐述了博物馆文

创产品的叙事性设计方法 [11]；陆邵明教授从物质结

构、空间内涵与语义等统一角度阐述了建筑与景观

叙事学理论[12]。 

认知是由大脑、身体与环境三者之间构成的非线

性动力系统[13]。认知叙事学是认知科学与叙事学相结

合而产生的跨领域交叉整合学科，着重讨论观者如何

借助认知经验进行叙事建构，侧重作为人类组织对基

于时间与事件的理解、影响以及如何讲述这些经历及

其达到的效果。叙事构成作为一种认知过程，体现了

知觉认知与意象认知的双向叠加加工，既受到了认知

内容双重性机理的制约，同时又借助视觉语言与非视

觉语言的意象思维模式进行，叙事与认知之间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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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认知叙事的关系视角框架阐释 
Fig.1  Interpretation of cognitive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循环反馈”（Feedback loop）关系。戴维·赫尔曼

（David Herman）的认知叙事学思想提出人通过“故

事逻辑”对世界进行心理建构与理解，其中叙事为人

类的组织与体验提供了重要的工具载体。从后经典叙

事学视角出发，乡村文创产品的产生，其实质是叙事

者（设计师或手工艺人等）向受叙者（消费者、传播

者）从不同的叙事角度，从认知视角进行乡村文创产

品研究，即是从观察者角度分析产品在人的大脑中形

成主观知觉、认知经验、情感反应的系列集合的复杂

过程。借助不同的叙事模式和认知经验，完成产品与

人产生事件、情感、集体记忆等非物质特征信息交流

与时空耦合，认知叙事的关系视角框架阐释见图 1。

乡村文创产品作为携带特殊意义的符号，其叙事不仅

是乡村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折射，同时也是乡土文

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充分展现。 

乡村文创产品作为乡村文化的媒介，其功能与相

关属性在叙事框架中，主要由“人—事—场—时”4

个结构部分组成，由叙事者、叙事载体、叙事环境、

叙事情节等共同作用与集合支撑为“叙事共同体”，

受到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社会环境等动态

耦合语境系统的综合影响，形成自身的设计资源话语

系统与内在结构逻辑，推动文创产品辩证发展与高效

传播。乡村文创产品塑造往往是建立在文化基质真实

性的基础上的，其叙事资源与物质语境与地域文化资

源紧密相关，当乡村文创产品以叙事形式呈现主体本

性与场域信息时，以认知叙事视角进行的乡村文创产

品设计对于乡村产品的同质化倾向的改善具有一定

的调和属性，往往容易避免在设计中出现与在地文化

“当地感”不相符合的“文化怪胎”，有助于加强在

地文化的维系与涵化。 

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提出将故事作为叙事研究

的起点。在建构故事世界与认知地图的概念主导下，

乡村文创叙事体系包含叙事性能与事实维度的场景

叙事与物性叙事，以及视角维度的文化叙事与情节叙

事，并在双重性机理的作用下与乡村主体要素、资源

要素与功能约束要素的影响下“共同协变”，成为获

取乡村记忆、理解、解释等经验的通道，启发与唤醒 

 
 

图 2  乡村文创叙事认知协同框架 
Fig.2  Cognitive framework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narrative 
 

与乡村相关联的审美、意义、情感、叙事体验。乡村

文创产品叙事表达思想和激发想象力的能力使设计

超越了产品对象本身的纯粹功能目的，以叙事方式重

新塑造乡村文创产品体验的价值内容，凝聚乡村文化

特质、构筑乡土美学、营造乡村生活情境的新动能，

为设计师提供新的内在价值选择与视角。通过故事要

素叙述方式来“指导”产品体验产生吸引、维持、关

联为对象赋予精神意象和情感价值，对形成规约性认

知与文化内驱力起到重要作用。在乡村文创产品叙事

下挖掘乡村传统造物文化、乡村美学、乡村伦理、乡

村生态、乡村情感与民族身份、乡村生活方式等内部

环境与外部情境相关联的意义体系，当认知主体发现

自己处于情感状态（内部环境）或物理环境（外部环

境）时，借助记忆唤醒文化外显特征下的记忆编码与

记忆存储，通过表征认知与共生认知形成乡村社会集

体成员的共同记忆的意义建构，将个体编码转化为集

体共享编码，并辅以延展认知与情境认知唤起产品更

多的情感意义和特定集体审美经验，激发淳朴乡村田

园文化的向往，形成凝聚性族源记忆与感性秩序下的

乡村“新情感结构”[14]认知协同。乡村文创叙事认知

协同框架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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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乡村文创语境传达全聚焦叙事 
Fig.3  Full focus narrative in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ntext 

 

3  乡村文创产品的设计叙事要素与层次   

乡村文创产品设计叙事主要关注如何对叙事故

事进行创造、解码与使用。通过日常生活意义下以叙

事形式对乡村产品朴素体验的解释，勾勒乡村“物”

“人”“事”的聚合，与乡村地域主题文化充分“黏

合”，通过对这种体验产生的意义关联性的重新创造

引发“记忆—展示—凝视”的信息聚焦、关系索取与

情感交流，借助组织过程实现文化的认知转译与使用

者情感介入。根据人的认知层次与过程，从克瑞斯

（Kress）和莱文（Leeuwen）提出的视觉语法理论的再

现意义、构图意义与互动意义框架的 3 个层级出发[15]，

乡村文创产品设计叙事具体包含叙事话语层（文化线

索）、叙事视象层（物态语言）与叙事意象层（语义

传递）3 个叙事载体层次，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中的文

化原生动力与现代价值。设计驱动下的叙事流动性修

辞被用作更好地了解乡村文创用户并创造更具吸引

力的文创产品生命力延续的方式，进而激活感官、认

知、情感记忆和美学问题的特别关注与社会化互动。 

3.1  叙事话语层：语境传达全聚焦叙事 

乡村田园生活是中国文人自我精神的乌托邦与

原生骨脉眷恋，为智慧情感与心力体力提供了无尽源

泉与力量。乡村生活作为鲜活现实的族群生活方式，

通过族群聚集演化过程中的乡村共有集体记忆呈现

了历史到现代的生活轨迹。乡村存在历史文化型、农

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休闲旅游型等不同类型，可

透过历史、地理、人文、产业等来展现“自明性”民

族记忆积累效应，溯源文化、生活方式形成与发展、

社会背景等“主体描述”内容要素的场景还原叙事手

段作为乡村文创产品设计的原点。 

乡村文创产品语境全聚焦叙事的类型具体表现

为：乡村“文境”展现、乡村“生境”诠释、乡村“技

境”赋能。利用“文境”展现乡村历史典故、神话传

说、乡村文化名人等乡村文创产品叙事主题，结合文

学与风俗在考镜源流过程中深化乡村文化源流谱系

“基因”，钩沉乡村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借助“生

境”复原乡村生活场景、文化仪式、人文景观、民俗

活动等文创产品叙事情节，或者借助农事与饮食器具

形塑农耕文明内涵与文化仪式；利用“技境”技术手

段作为文创产品故事叙事的手段，诸如乡村纺织、竹

编、柳编等原始手作与非遗生活方式适配的生产实践

类型叙事语言。通过“文境”“生境”“技境”建立乡

村文创产品“文化追忆”设计叙事场域，占领用户心

智形成认知积累，增强语境叙事的粘合度并激发叙事

回应的潜力。在语境叙事下将乡村文创产品构筑为乡

村叙事媒介，例如康巴藏族笔筒，乡村文创语境传达

全聚焦叙事见图 3，通过塑造藏族乡村文化形态与生

活方式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反思，从主题、情节、

语言等方面为受众提供叙述性记忆、族群身份解释与

精神映射。 

3.2  叙事视象层：语象指引内聚焦叙事    

乡村文创产品作为乡村民众生活的产物，在乡村

语境中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与实用性需求，其情感记忆

构成了乡村土地上孕育产品的美学基础。乡村文创产

品设计借助形象进行情感表达，以形赋意塑造乡村文

创产品语象，具体包含乡村文创产品视觉形象、乡村

文创产品品质现象和乡村文创产品社会形象 3 种叙

事样态。 

乡村文创产品视觉形象方面，以乡村文创“物”

为载体，对乡村文化特性进行提炼、简化与重构，通

过叙事形象语言进行转译，可以是纯粹意义的乡村生

活主体形象，或是乡村传统的造物理念与乡村情节化

的体验呈现，亦可以通过附加行为使乡村主体形象达

到延伸，借助直观可视的视觉形象象征化的美学共情

实现乡村美学的现代性转换。 

乡村文创产品品质形象方面，借助“本真”“趋

简”“尚朴”“守拙”等生活最本质的表述特征与自然、

田园的情感图景构筑生活本源与生命本真自由的生

活方式映射。通过象征性的形式语汇进行重塑与革

新，进行文化依恋认同呈现与生命经验联想，传递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建构恬淡、自在闲逸、质朴玄远的乡

土生活美学与审美情趣，凸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诗意栖息的精神寄寓与“狗吠深巷中，鸡鸣

桑树颠”的家园认知“沉浸”与“抱朴守拙”的乡愁

美学。叙事不仅在记忆、回忆或重述方面发挥作用，

而且通过瞬间进行经验的诠释，引发系列的积极连锁

反应。 

乡村文创产品社会形象方面，包含种族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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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乡村文创语象指引内聚焦叙事 
Fig.4  Internal focus narrative in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ntext 

 

 
 

图 5  乡村文创语义关联外聚焦叙事 
Fig.5  Outside focus narrative in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ntext 

 
地关系、土地符号、民间信仰、时节与时令的尊重。
积极布局乡村文化 IP 进行植入，巧掘固有的文化生
态 IP 与故事创设，例如台湾的妖怪村的妖怪文化 IP、
福建省龙岩市高北村《大鱼海棠》IP 等。与此同时每
一个中国传统节日与传统文艺与习俗精髓都可以进
行 IP 合力助推，形塑成为乡村文创产品叙事势能进
行文化表意，提升乡村文创产品的边际收益。聚焦明
前茶、三月的桃花酒、九月的桂花酒、荷花酒、青梅
酒、花草茶以及精深加工农产品，以当地乡村特色农
产品等物产资源为基础，结合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
本土古法美食、时节食礼、传统手艺、传统医药，从
涵盖东方传统饮食、健康养生理念到传统节日再造，
形成从场景到产品的全方位朴素乡村生活哲学构建。
乡村文创语象指引内聚焦叙事见图 4，某乡村手作品
牌开发了鸡香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孝二字传
达，代表文、武、勇、仁、信的特点以及佩戴香草药
袋的习俗，辅以贵州黔东南的手织土布工艺与草木染
等非遗手工艺。除此之外，该手创品牌将刺绣手工艺
与《大鱼海棠》等流行 IP 相结合，将文化价值与产
业价值进行协同。 

3.3  叙事意象层：语义关联外聚焦叙事   

乡村文创设计“初始视域”叙事要点与观察者及

使用者间的“现实视域”理解过程并非处于简单的认

知关系，更是形成了一种生活对话性的语言关系，通

过认知理论中的“心智套叠”，使得乡村文化在“间

性”关系中以象征与隐约的方式呈现，进而得到创造

性的解读与意义增值。隐喻、换喻等叙事修辞手法是

乡村文创产品创造性思维中故事构建的重要成员。隐

喻思维下的乡村文创产品意义体验建构包括依赖用

户认知的过程，例如语义解释、符号关联、为文创产

品分配个性与识别等外延意义。换喻作为突出显著特

征认知现象与修辞手法，通过建立乡村文创产品临近

性的逻辑关系，进而形成新的认知经验。语义作为显

像化的“对话机能”与“内涵隐喻”，呈现并揭示乡

村文创产品的精神层面抽象性深层涵义，辅助材质、

色彩、形态、图案等叙事因子意指本体，结合形状文

法中色彩、材质纹样及线条等相关要素的分解、提取、

重组、置换、删减[16]，创新性的借助隐喻、引申、换

喻、通感等设计手段，进行设计要素编码融合与简化

重构，传递乡村文创作品的象征性、约定联想性等精

神与价值体验，实现乡村文创产品的多重感官价值增

值与叙事阐释。 

语义叙事是文创产品关系塑造与农产品溢价与

高附加值的重要手段。通过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隐喻

与主题传情的方式进行释义与阐理，使文创产品从固

有角色转向象征角色，例如“家和万事兴”茶具、“柿

柿如意”储物罐、“慈悲”与“瓷杯”同音的“我佛

慈悲马克杯”“葫芦”与“福禄”同音的手工雕刻葫

芦等。色彩方面选取体现原汁原味的地域与民族色

彩，提取代表地域文化元素的代表性色彩基因并进行

色彩图谱分析与适配，例如体现客家文化精神内核的

“客家蓝”[17]，鲁南乡村土法印染的“蓝印花布”[18]、

东北乡村代表富贵的牡丹“大花布”、陕北民俗色彩

的“花红柳绿”等，乡村文创语义关联外聚焦叙事见

图 5。上述文化符号与情感语义均是引导使用者完成

文化情感迁移的有效手段，呈现人、土地间的主体温

热情感与艺术价值，以及家庭本位、人情圆融等伦理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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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乡村文创产品的叙事设计模型 
Fig.6  The design model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narration 

 

4  乡村文创产品的设计叙事策略 

乡村文创产品的叙事性设计将乡村文创产品作

为人、物与乡村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根据经典叙事

理论中的叙事文本、结构与语义的三要素，经过叙述

载体、叙事主题、叙事结构与序列等层层递进的认知

经验整合，完成乡村文创产品的价值体系塑造，基于

此提出乡村文创产品的叙事设计模型，见图 6，并提

出相应的叙事策略。 

4.1  确立关系性情感叙事载体与文本序列结构     

在乡村文创产品设计中通过“事件描述”与“主

题互文”，识别、梳理、遴选、提炼乡村地域文化，

阐释内容结构的异质性与层次特征，充分赋予乡村文

创产品的叙事以意义与活力。对乡土特色的叙事研

究，首先梳理乡村地域叙事系统主观起源，确定乡村

文创产品叙事主体与叙事情境铺设，寻找乡村地域文

化中的“深层文化语法结构”，挖掘“沉浸式叙事故

事线”，通过建立乡村“文化符号组”与“文创语义

矩阵”，继而设置乡村文创产品“主题文本”。例如“苗

族非遗刺绣”[19]文创产品，首先探寻苗族起源与苗绣

造物技艺表象下隐含的深层思维“文化语法结构”，

通过刺绣手工艺讲述苗族神话、苗族龙舟节、生命迁

徙、生命崇拜等丰富的族群文化系统“沉浸式叙事故

事线”，建立苗绣传统纹饰代表样本与元素图谱的形

状文法，分解、提取与重组蝴蝶纹、水波纹、山脉纹、

太阳星芒纹等代表苗绣的“文化符号组”，传递现代

生活中的精神性样本与造物精神的符号诗学的创世

神话、婚庆文化、爱情故事等“主题文本”。在明确

上述载体要素后进行设计排列组合与融合赋能，通过

设计“转译”将复杂的文化要素转化为复合现代审美

与设计理念的融合创新叙事语言，着重凸显乡村文化

资源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可视性展示。亦可站在文化与

旅游融合发展视角进行谋划，挖掘在地文化内涵与文

创产品地域性精神内核的“共生”关系[20]，借助非遗

传承人的精细手作与工匠精神传递乡村情感故事与

家乡符码内在价值关联，打造具有市场前景的整合创

新型乡村文创产品。 

4.2  定向阐释叙事时空关系     

叙事不仅存在于时间维度，同时存在于空间维

度。由于乡村是分布式社会结构，每个乡村叙事要素

均呈现一定的离散性，与此同时在地文化具有自我生

长的能力，乡村文创叙事需将文化放置在生长的语境

下进行多事象叙述，融合不同心智场景下的复合意象

形成乡村文创产品的有机结构感。乡村文创产品设计

通过“文境”“生境”“技境”全聚焦叙事进行语境传

递，在功能约束与审美性约束的限定下，通过“守艺”

姿态与年轻文化创新“体态”进行文创产品赋能与乡

村文化的“拟像”与“映射”。其文化创新“体态”

可以是乡村文化的整体结构迁移或者是局部结构迁

移，将不同语境叙事类型在不受时空限制情况下合理

并置，使得叙事背景既存在逻辑与系统的封闭性，又

同时具备开放性。其设想架构可以有效激活使用者大

脑神经元进行高效且开放的信息吸收，通过包含过去

经验与现实意义的引导性叙事实现文化过往集体记

忆与情景再现，完成乡村文创产品与使用者内心活动

的交互行为，从而对文创体系的情绪风格与态度风格

产生认同，并激发乡村历史与人物意识状态等认知经

验的有效整合。叙事设计作为浓缩的文化思维，有效

地将文创产品作为连接时间的纽带，此种方式可以有

效地避免文创产品缺乏地域性与文化形象生硬拼贴，

促发文创产品用户从生理感知向心理感知进行扩散

与迁移。 

4.3  设置正向高频多维度叙事触发点 

借助叙事故事思维视角的“文化析出”建立历史

坐标与现实坐标的关系触发点，从身体互动的角度或

从情感及认知反应的角度确定叙事触发点，包括视

觉、触觉、听觉、嗅觉、身体觉的五感多重感官构念

通道，通过内容化的方式塑造乡村文创产品视觉形

象、乡村文创产品品质现象和乡村文创产品社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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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而影响乡村文创产品的在地感官体验、情感体

验、思想体验与行动体验等感官秩序，增加文创产品

记忆力与综合价值判断[21]。例如，在触觉上触摸到乡

村未经修饰并取法自然的质朴肌理，在嗅觉上闻到乡

村田园百草或花香等自然气息，在听觉上听到乡村悠

扬小调或鸡犬虫鸣等地域性声音景观，在视觉上看到

代表乡村符号意义与形态价值等载体要素。通过综合

塑造各类正向高频多维度叙事触点的集体铺陈，帮助

使用者寻找乡愁文化认同圈层，借助角色认同与故事

吸引实现感性提升，强化与乡村情境的感官互动、预

反射和吸收体验，激活观者与使用者的受叙体验与共

情点，建立与乡村适合的文化赋能场域与立体化叙事

体系。 

4.4  建立叙事的回声效应与叙事场     

“回声室”作为社会认知结构，代表了加强相似

的声音，排斥并削弱不同的声音[22]。乡村地域文创产

品需要集聚特定情感与文化信息，借助多模态创建品

牌叙事要素叙事地域“场”氛围，激活并强化乡村地

域文化现象，有效通过叙事的回声效应产生地域特质

的“过滤气泡”，避免乡村文创产品同质化信息过载。

针对乡村人文地理、产品制作、旅游消费等全价值链

的活跃要素进行叙事，借助叙事表达途径的多媒介对

情感进行营销并强化空间仪式感，突出乡村区域文化

的品牌识别性，从生产、消费、认同、再现等环节形

成有效叙事回声与全域文创回路。农业生产型产品充

分挖掘文创产业链，塑造“精致农业”农产品品牌的

高附加值，通过土地与生活、自然农法等传递乡村生

活方式背后的健康等价值理念，同时挖掘文创项目聚

落、新型农村市集、文化创客集群、研学基地等产业

整合联动，推动“农业+”多业态发展并形成产业生

态闭环；民间手工艺产品通过匠心手作“见人、见物、

见故事、见精神”，还原造物本真与手艺赋能，注重

手工艺的诗性叙事建构[23]，建立“生产、生活、生态”

的良性循环；旅游型聚落将旅游纪念品融合于其他在

地旅游资源，挖掘特色旅游资源潜力，通过“适时、

适地、适人”等相关活动进行多维时空下的旅游全角

度沟通与多维旅游认知沉浸，激活更多的乡村创新主

体形成文创生态圈场效应。 

5  结语 

乡村文创产品设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实质载体，

不能以城市文创产品设计手段进行单向度的建构，而

需要尊重审美文化的多样性并充分优化资源配置，聚

焦乡村文创产品内涵式与多样化发展并进行乡村资

源创造性转化。通过文创的力量进行乡村文化造血与

文旅协同，培育乡村社区物质、社交、环境以及经济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叙事学为设计师和设计研究人员

提供了乡村文创产品设计语言与思想支持，通过理解

乡村文创产品的叙事识解机制，结构化和框架化并合

理化创造意义，使得设计成为了在地文化的梳理者与

创造者的角色，便于评估乡村文创产品以何种方式影

响其叙述性解释、记忆和体验，如何通过规划不同的

乡村地域情感叙事元素形成整体而有意义的体验，以

及如何借助“塑形”与“铸魂”等精细化延展手段实

现乡村价值重塑与乡村赋权。在叙事语境下的乡村文

创产品设计有助于推动中国式自新与复兴乡村的“土

字号”“乡字号”产品品牌，传递朴素生活美学与打

造乡村地域文创产业，构建乡村新社区、乡村新社群，

促进乡村地域文化传承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效地推动

了地方创生与乡村文创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与

脱贫攻坚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与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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