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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地域文化基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进行研究，探讨如何塑造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征

和城市魅力的文创产品，并提出文创产品设计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设计方法及如何满足受众对文化再现

的需要。方法 以泉城济南文创产品为例，结合代表性作品，总结其审美的文化特征，借用生物学的基

因概念，推理出系统的地域文化基因构成、地域文化基因图谱，探讨地域文化及构成内容，总结出地域

文化遗传基因的再现理念。结论 地域文化是城市互相区别、彰显个性的重要基因，在文创产品设计过

程中，注重文化差异化的表现因素，有助于地域文化实现视觉上的复原和再现，修复丢失的文化记忆，

在形成文化认同的同时产生心理归属，使城市可持续发展，构建市民高质量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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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of City of Spring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JIANG X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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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gene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

uct design, discuss how to shap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uniqu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urban 

charm, and put forward the design metho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and how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for cultural reproduction. Tak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City of Springs (Ji-

nan) as an example and combined with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aesthet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and gene map of regional culture are deduced based on the genetic concept of biology,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its composition are discussed, and the idea of reproducing the gene of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re summa-

rized. Region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gene for cities to distinguish from each other and reveal their personality. In the 

design proces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ocusing on the performance factors of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helps re-

gional culture achieve visual rehabilitation and reproduction, repair the lost cultural memories, generate psychological 

belonging while forming cultural identity, make the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ilding a high-quality spiritual life 

for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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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德·克鲁克洪对文化的界定是：“某个人类

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1]。

文化是人类共同活动创造的产物，不仅包括使用的工

具、居住的房屋等物质生活层面，也包括审美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等精神生活层面，同时还包括人们的心理

活动和社会行为准则。文化的传承具有稳定性，同时

又具有变异性，其传承特征和基因高度类似。美国生

物学家摩尔根在 1910 年创立“基因”概念，它是指以

染色体为遗传信息的载体或遗传单位，通过复制把遗

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使后代表现出与亲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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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状[2]。地域文化基因是指该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

的、代代传承的文化因子。与生物体一样，地域文化

基因是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产生区别的

根本。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引起了人们对多元文化的

兴趣，也赢得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进而推动

了人们对地域文化发展的重视。文创产品是针对某个

地域特有的文化进行的纪念品设计，就文创产品而

言，人们显露出对地方文化产品浓厚的购买欲望，个

性消费开始凸显。郝雅莉、熊涛涛在《基于中国传统

文化创新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研究》[3]一文中针对旅游

纪念品优秀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出旅游纪念品设计基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法；钟蕾在《文

化创意与旅游产品设计》[4]一书中通过对文化要素进

行系统的整合、分析与提炼，总结出了旅游纪念品创

意设计方法。可见，文化是文创产品的核心要素，设

计文创产品需要从地域文化出发。然而，文创产品的

设计师大多关注文创产品设计时的造型、颜色、文字

处理等形式元素，较少关注地域文化基因在文创产品设

计时的重要性。因此，应引导设计师从地域文化出发，

将文创产品设计从对形式美学的追求转向对地域文化

的关切，丰富文创产品的地域文化基因，使人们在文创

产品中感受到其所带来的文化体验，形成文化认同。 

1  地域文化基因在文创设计中的再现理念 

基因可以人为编辑以达到治疗或者改良的目的，

地域文化基因的复制或修复再现，同样可以通过人工

对地域文化进行基因调整，在文化基因构成上进行有

目的的控制，使其再现地域文化，丰富和发展文化资

源。在对地域文化基因进行再现和编辑时，应以同步

构建适应现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高质量生活为目标，满

足人们在情感上的需要[5]。 

1.1  以共同构建精神生活质量体系为目标 

生活是人类社会永续的物资状态、精神状态的结

合。文创产品是精神生活在物资上的具体体现，是多

种形式的文化复合体，尤其对处于共同地域的居民或

邻里区，是该部分群体的共同精神趋向[6]。因此，必

须在构建市民精神生活质量的“关注面”理念下进行

创意设计。文创产品是地域文化在创意产品上的复

制，有助于构建和补偿精神文明结构，该结构就要求

对地域文化基因进行再选择，选择的目的是基因优化

与进化，适应当地居民与地域文化的和谐相处。在地

域文化中，无论是自然元素还是人文元素，在这两类

遗传基因中，经过数年的继承与发展，展现的是千年

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1.2  以尊重传统文化的“吉祥”寓意为再现目的 

中国文化历来喜吉祥，这是中国极其强烈的文化

认知。虽然无论中外都恶不吉，但是像中国一样追求

极致者少，无论是物体吉祥、数字吉祥、文字吉祥，

还是谐音吉祥、行为吉祥，都渗入了中国人的衣食住

行中，成为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更体现了人们在精神

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千年来对图形吉祥功能的

心理认同规律，就是地域文化基因的“脉”，它已深

深渗入中国人的血脉与生活常识之中[7]。文创产品力

求构建“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生活，满足居

民心理对“吉祥”的期望。不论是游客还是居民，对

文创产品商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追求，都要求在城市

资源体系可获下，更多地追求文创产品的吉祥体验价

值，满足情感上的情境体验。 

2  地域文化基因在文创设计中的再现方法 

地域文化基因作为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对区域

文化产品的表征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人类活动叠加

于自然景观之上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其区域文化与文

化认知有别，含有区域文化各自的遗传信息，构成了

区域文化之间的传承性差异。研究地域文化遗产单位

可以从地域文化构成及古而有之的自然元素、人文元

素中去揭示，撷取适宜运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上的文化

符号并对其语义进行分析，进而研究转换至文创产品

设计的模式，此为文创产品创作的核心路径[8]。 

探讨地域文化基因的遗传单位及构成要素，可以

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的形态入手，把握自然与人文

的基因类型，从中发现基因单位的图谱构成。独特的

地域自然风貌、人物历史、民俗民风等形成的地域文

化，文化表征极具特色，在文创产品设计中为创作者

提供了地域素材与灵感，成为滋养创作的源泉，受到

创作者热情的关注。创作成果因深受该地域文化的影

响，无不体现着该地域的文化风貌。基于地域文化的

文创产品通过对文化符号的提炼与升华，阐述了独特

的地域美学特征。文创产品是以图形、色彩、文字为

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通过产品的造型、色彩等

视觉元素传达含义，进而唤起消费者内心的感受、体

验、记忆与联想[3,9]，满足消费者在物质层面和精神

层面的多种需求。在自然基因与人文基因所构成的地

域文化下，不同地域约定俗成的内容不同、形态各异。

地域文化基因图谱见表 1。 
 

表 1  地域文化基因图谱 
Tab.1  Gene map of regional culture 

遗传学 基因型 基因类别 

显性基因 自然类 

地貌、水体、生物、自然地带、

气候、天气、其他特殊自然现

象等古迹与建筑类 

隐性基因 人文类 
人物、历史类 

休闲求知健身类购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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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趵突泉、大明湖 
Fig.1  Baotu Spring, Daming Lake 

 

 
 

图 2  灵岩寺宋代彩塑罗汉、宏济堂、济南老火车站 
Fig.2  Song dynasty polychrome arhat statues in Lingyan Temple, Hongjitang, Jinan Old Railway Station 

 

3  泉城济南的地域文化基因分析与解读 

3.1  济南地域文化自然基因图谱 

济南位于黄河下游，山东中部，泰山山脉以北。

城市南部是山区，北部是黄河，处于山区和平原的交

界线上，南部山区的地下岩层由石灰岩构成，由南向

北以大约 30°的斜度倾斜。石灰岩多有孔隙，大量南

部山区地下水流向济南，在遇到障碍时喷涌而出，形

成了以趵突泉为首的众多泉水。金代有人取 有名泉

水和吉祥数字，立“名泉碑”，列举名泉 72 个，其实

济南泉水数目远不止于此，目前可考的达到 733 个天

然泉，在中国城市中实属罕见，故济南素有“泉城”

美誉。正因为泉水众多，所以形成了趵突泉、黑虎泉、

五龙潭、大明湖、环城公园等景区，又有“四面荷花

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之说。因此济南的市花为荷花，市树为柳树，它们和

济南的泉、济南的山共同构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趵

突泉、大明湖见图 1。 

3.2  济南地域文化人文基因图谱 

济南历史悠久，是史前“龙山文化”的发祥地，

区域内有新石器时代的城子崖遗址，有比秦长城更早

的齐长城，有“海内第一名塑”的灵岩寺宋代彩塑罗

汉。济南人才辈出，中华道德文化鼻祖舜曾耕于历山，

“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与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并称

“济南二安”，义气千秋的秦琼去世后被演绎为门神

世代供奉，至今城内遍布他们的踪影痕迹，济南也因

此有着“济南名士多”的美誉。近代济南是主动开埠

的城市，建立了山东大学堂、“远东第一站”济南老火

车站，诞生了瑞蚨祥、宏济堂等中华老字号。济南的

曲水亭街临河而建，房前屋后，小溪弯弯，垂杨依依；

起凤桥是一座桥，也是一条古街，两侧四合院分布开

来，泉水或穿院而过，或绕院潺潺，清泉满渠，洗濯

了时光；宽厚里邻黑虎泉而建，老城新店，历史与现

代交融，时尚里徜徉着璀璨灯火里的不老繁华；绿地

普利中心高耸挺拔，彰显国际风范。人文历史、古城

古巷、地标建筑构成了一座极具文化魅力的城市。灵

岩寺宋代彩塑罗汉、宏济堂、济南老火车站见图 2。 

聚焦优秀的区域文化基因，有典型代表的自然风

光，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有厚重历史的古城古巷，

有现代时尚的地标建筑，有重要价值的历史事件，这

些地域文化基因单位及其构成序列是文创产品的直

接切入点。丰富的地域文化基因是济南的骄傲，也为

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充沛的内容，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文创产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实现视

觉上的复原和再现，修复丢失的文化记忆，带有浓厚

的济南文化印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济南在历史长

河中孕育和发展了特征鲜明的泉文化、鲁商文化、儒

家文化等各种具体的文化类型，表现出敦厚、重礼、

尚德、崇仁的品质和恢宏、厚重、大气的处事风格。

济南区域文化注重彰显忠义文化精神，弘扬了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内容为济南文创

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文化内涵。济南文化基因图谱见表 2。 

4  泉城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

分析 

4.1  造型语言的应用 

文创产品设计运用地域文化特征下的文化符号

对受众理解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帮助，比如图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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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济南文化基因图谱 
Tab.2  Cultural gene map of Jinan 

 形制亚类 基因类别 基因元 

水 趵突泉、大明湖、护城河等 

山 千佛山、历山等 显性基因 

景 柳树、荷花等 

现代建筑 泉城广场、绿地中心、恒隆广场等 

古城古巷 解放阁、芙蓉街、泉城路、宽厚里等 

人物历史 舜、李清照、辛弃疾、秦琼、等 

济南地域文化 

隐性基因 

特产小吃 把子肉、油璇等 

 

 
 

图 3  济南文创产品：泉城广场、我爱济南、千佛山 
Fig.3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Jinan: Quancheng Square, I Love Jinan, Qianfo Mountain 

 

 
 

图 4  济南文创产品：泉娃、济南三景、秦琼 
Fig.4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Jinan: Quan Wa, Three Scenes in Jinan, Qin Qiong 

 
或者采用具象的图形直观地表达区域文化内容，或者

采用抽象的图形，一形多意，从意象的角度对文化进

行感知。文创产品在造型上多倾向于卡通化或圆弧

线，圆润的、有弹性的线条，富有动感和视觉张力，

这是文创产品的艺术表现特质及审美特征，和受众对

喜庆吉祥的向往是相符的。济南的泉标、泉城广场、

千佛山大佛等是济南城市的名片，具有符号的典型特

征，看似无声却蕴含着济南大气的文化气质。济南文

创产品：泉城广场、我爱济南、千佛山见图 3。该方

案主要是对以上区域文化符号进行抽象形态的提炼

和优化。在造型方面，从它们的造型特征出发，将其

进行抽象和简化，形成线条圆润柔和的造型形态，以

简单直观的视觉形象建立景观与人的关联，从而传递

出泉城济南亲切而富有活力的时代形象，通过意象提

炼和对济南人的审美特点分析，采用柔和的线条、卡

通化的处理打破空间的组合，将鲜活灵动的生命注入

文创产品中。 

4.2  色彩语言的应用 

文创产品购买的主力是旅游人群，前文已经分析

过其购买动机，城市居民也是文创的重要消费人群，

其购买动机一是装饰，二是送给外地的朋友。无论哪

种消费人群，对色彩都有丰富、喜庆的要求，也就是

在色彩上纯度要稍高，色相较为丰富，明度以中调为

主，对比上适当选用对比色，这是文创产品的一大特

色，满足了消费者在此类产品消费时的心理诉求。在

色彩元素的具体使用中，设计师常常会提取区域服饰

色彩、建筑色彩，通过将色彩元素的提取和运用，使

文创产品的设计更加具有地方性、差异性，通过色彩

的调整和搭配，使其更加亲切、喜庆和丰富多彩[10]。

济南文创产品：泉娃、济南三景、秦琼见图 4。 

4.3  意象延伸与情感认知 

意象是艺术创作者将个人独特的主观情感体验

作用于客观事物后，创作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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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济南文创产品—济南锦鲤 
Fig.5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Jinan, Jinan brocade carp 

 
既可以指主体的心理体验，也可以指主体对自然大道

的体悟，作为审美意象侧重于表现艺术创作者的主观

情感。“象”是具体事物和虚空之境的感性形态[11]，

必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审美意象产生的基础是感

知，设计师在对生活的感知基础上，在头脑中产生的

记忆为意象。意象以其鲜活、丰富的情感为创作提供

了足够感性材料，文创产品在此基础上精彩纷呈、充

满生机。情感认知，本能地会以人为中心产生与环境

的关系，与城市在情感上“合一”，不是体现在自然

属性上，而是在人的认知性上，即人的情感与价值认

同的合一，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和行为的认同上。锦鲤

虽然不是济南的特产，也不是济南文化的代表，但是

济南泉水众多，因泉而灵。特别是五龙潭，偌大的水

面，锦鲤自由欢悦，泉水与锦鲤和谐共处，赋予济南

这座城市灵秀的气质与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泉城人

民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希冀。济南文创产品—济南锦

鲤，见图 5。 

通过分析与梳理济南文创产品的案例，可以发现

其表现出了以下特征：内容上均以表现济南特有的景

观元素或人文元素为主；题材上均以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风景、故事为主，人物较少；表现上多以圆润、喜

庆为主。济南文创设计立足区域文化，通过造型、色

彩的综合运用，设计的文创产品在风格上相比南方浑

厚大气，符合消费者心理预期与情感认知，体现了济

南地域文化特色。 

5  地域文化基因在文创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优势 

作为设计学科研究的相关内容，特别是表现在文

创产品设计方面，地域文化一直是核心内容之一。文

创产品设计研究地域文化遗传基因，重在揭示构成某

一地域文化特征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体，它呈现

的文化体系特征反映了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也

是区域文化 重要的价值之一。 

5.1  繁荣区域文化 

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一切与文化活动有关的生

产生活内容的总称，主要是指精神生活，具有不可再

生和独占性等特点。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前提和基

础，文化产业发展实质上就是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过程[12]。

文化消费行为与文化产业、文化产品质量也有耦合性

要求。区域文化资源结构对应着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

质量，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断增加

和提高。因此，随着社会发展，地域文化产业要与其

他产业一样积极构建与发展，同步现代化，助力区域

文化繁荣。“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

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种环境，

去描写别种来。”[13]探索地域文化，贴近人们的日常

生活，表明人们的生活态度，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注入

文化内涵，满足人们对文化由表及内的需求，设计出

既有生活品位又有文化属性的产品，繁荣区域文化。 

5.2  居民产生心理归属 

地域文化是不同地域人们在自身居住等环境下

的心理安全安排，其实质是人们对环境的挑选与划分

的心理认知性满足[7]。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文化

传承与文化产业，叠加产生更多的文化表征。文创产

品的文化基因源于地域原始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地域性是地域文化的根本特征。对区域文化在

文创产品中的应用在于对其进行筛选性认同与创新

性继承，增加居民文化认同。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

而言，虽然地域文化作为行为方式与内容的价值已失

去，但是地域文化揭示了该地区历史的传承与接替，

成为城市的文化记忆，也是市民挥之不去的文化烙

印。地域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空间上的展现与时间上的

延续，对人这一个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的认

同和传统行为方式的一致。作为文创产品设计，将地

域文化元素进行提取、凝练、重组、再设计，形成符

合现代审美需求的艺术形式，利用工艺手段将其应用

到日用产品中，使现代居民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方

式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对区域空间和历史时间产生心

理归属[14]。 

5.3  外地游客产生新鲜感 

当商业、经济、娱乐越来越全球化的时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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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依然保留了 民族、 具有地

域特色的“多元化”，并且民族性越来越清晰，差异

作为特色越来越被强化。文创产品将独特的文化诉求

和精神内涵加注于产品之中，渗透于日常生活产品之

上，既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又增加了文化的认同感。

游客是文创产品销售的主要对象。虽然旅游者来自五

湖四海，个体千差万别，但是购买动机不尽相同，概

括而言，购买动机包括：做伴手礼送家人或亲朋好友、

帮助唤起旅游记忆、个人收藏或使用、新奇有趣等。

对游客而言，具有地方特色或民族特色，同时又有美

学价值的文创产品是当作旅游纪念品的首选，它满足

了外地游客求新、求异的消费心理。将地域文化基因

运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彰显地域文化的差异，有助

于激发游客的购买欲。 

6  结语 

泉城人民的性格品质，深受济南独特地形地貌的

影响，泰山的巍峨、黄河的雄浑、趵突泉的水、大明

湖的荷花缔造了泉城人民大气、浑厚而又厚仁、重礼

的独特审美特质。设计师在文创产品上对地域文化符

号的使用方法进行探索，将泉城济南的多种文化基因

进行解析，从造型、色彩、意境等方向出发，提取当

地文化符号，探索与该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相融合的文

创产品设计方法，并提出创新设计方案。这些文创产

品在主题上契合地域文化特点，所表现的自然景观、

古城古巷、风俗习惯、饮食文化以及阳刚正气、厚德

仁民的精神品格，都深深地刻上了泉城文化的印记，

展示了济南地域特质。 

中国是文明古国，地域广大，其文化投射到地域，

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传承了几千年。从地域

文化视角对文创产品的创意过程进行指导，将地域文

化因素进行提炼与重新组合，形成超越现实的审美理

想、意象范式，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由再现

（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

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

的形式的形成过程。”[15]抽象的线条和色彩，实际上

是由具象的物体形象演绎而来，内容已融化其中，区

别于无目的的线条和色彩，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设计者基于所处的地域环境以及对生活方式的深切

感知，在众多文化象征中发掘地域文化的独特基因，

将人物、历史、环境等组成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图景，

这种图景包含着创作者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又融合

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的特色。文创产品蕴含的深层的文

化及美学意蕴，全息式地折射出地域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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