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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文化创意产品作为图书馆文化内涵的载体，是高校图书馆传播文化的创新途径，文创产品

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推动文化价值内涵的广泛传播的方式，通过探讨树立高校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意识的文化价值体现，提出文化传播理念下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路径。方法 提出文化传播理

念下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的内涵和意义，阐述文化传播理念下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的现状，以

地域文化、非遗文化、传统文化为传播价值在文创产品设计中进行体现，得出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

理念的实现途径。结论 把我国多元的文化设计要素融合到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中，运用新技术、新工

艺以及新的创新思维和方式，探索适应大学生用户文化感知和精神体验需求的文创产品，提升大学生的

基本社会素养和国民素养，具有社会传播和知识文化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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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D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ANG Chang-jun 
(University of Sanya, Sanya 572000,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as the carrier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library, are the innovative 

ways to spread the culture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esign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way to promote the wide spread of the cultural value connot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ut for-

ward the path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university library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through the cultural value embodiment of setting up the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pl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use regional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communication value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reflect in the process, and get 

the realization way of the design conc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The conclusion is to 

integrate the multi-cultural design elements of our country into the design conc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sing 

new technologies, new techniques and new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ways, explor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at 

adapt to the cultural perception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needs of university users to improve the basic social literacy and 

national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has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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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是高校图书馆文化服务和输出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向读者传播知识、介绍典籍、推广阅读、

文化交流的特殊方式。文创产品开发和流通可以拓宽

高校图书馆的管理职能、社会服务职能和文化教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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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大高校图书馆的宣传力度，增强师生的认同感，

提升高校图书馆在学校中的地位，助推高校图书馆的

阅读推广[1]。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内涵思想是高校图

书馆文化创意的核心，其主要特征是人的经验、知识、

灵感、智慧等内容，只有树立高校图书馆有别于其他

文化机构的独特的文创产品设计理念，才能在文化产

业的道路上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在当代，文化已成

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在

建党 95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

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

心[2]。高校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使命，增强了社会与文化

的传承教育系统功能，丰富和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

生活职能，同时又是校园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娱乐

场所。文创产品设计理念应当根植于传统文化，聚焦

文化创造力，凸显文化精神识别度，具有民族文化传

播的高度自觉性。 

1  文化传播理念下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

计内涵和意义 

文创产品是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

文化和创意为核心概念，强调依靠创新人才结合现代

科技设计生产带有附加值的产品[3]。其本身设计理念

与一般商品有同理性，受内外文化环境、技术力量、

使用价值、流通过程共享性等因素影响，又有别于一

般商品的文化内涵，兼具相辅相成的两个文化内容：

文化载体与文化传播。高校图书馆自身文化内涵是在

学校、图书馆文化事业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学

校在卓越进程中追求的根本价值，并在文化传递叠加

的身份认同、观念认同中塑造，同时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

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基于文化传播的高校图书馆文

创产品设计创意内容应当凸显学校和图书馆文化内

涵、精神，与学校发展进程相适应、与校园文化氛围

相协调，同时带着民族记忆和民族情感，明确地传递

我国优秀的文化、国家的形象。高校图书馆作为国家

文化传播的主体之一，自觉树立传播我国优秀文化的

行为、能力、意识的统一性，文创产品设计坚持挖掘

本土的潜力，返本求新，以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符

号为基础实现文化传播的效益，满足精神文化需要，

为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明确了方向，寻找到合适

的设计定位与着力点。 

整体来看，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受众的主要群体

是 20 岁左右的大学生。他们的兴趣喜好、审美需求、

价值取向等都较为接近，容易形成具有共同社会关系

和情感连接的“消费社群”。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

计把创意在文化土壤上培育出种子，同时又与当代青

年文化多样性的追求特征相适应，具有开放性、创造

性、包容性、个性化的特点。以更广阔、更多维的体

验进行文创产品创造，实现文化、技术、体验、需求

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更丰富、更具时代特征文化内容

的产品，突破青年用户的固有思想印象，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与青年一代文化需求的高度匹配，与读者产生

深切“共情”[4]。以青年读者的新时代习惯和行为规

律为动力建立起共同的理解和信任，推动文化需求的

对话[5]。通过设计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熏

染、流通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年读者群体中的传

播，使他们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充分树立青

年一代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这是高校图书馆文化产品

设计在理解、认同本民族文化基础上进行文化创造和

传播的积极行为，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承担

的社会责任和自觉的正确引导，从而建立起青年一代

的自信和自强的国家文化价值观，形成持续的、深层

的、富有凝聚力的文化影响。 

2  文化传播理念下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

计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完成，人们的需求逐

渐转向精神、心理层面实现自我的追求，而 19 世纪

60 年代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思潮运动，带来了文创的

迅速崛起。美国就是文创产品最先发展起来的国家之

一，美国的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是由经营图书发展而

来，最初在销售图书的品类中加入了小礼品，在备受

青睐的情况下，逐渐融入具有创意的手工艺品。目前

美国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和开发的整个生产过程中，

最大化地招募全社会参与，包括招募志愿者、用户以

及与社会各类机构、经销商等，形成追求实用与文化

相结合的设计概念。总体归纳，美国图书馆文创产品

设计元素包括文学主题、图书馆外形和标志、历史和

人文情怀、地区特色、阅读推广、风土人情等。他们

注重产品营销，通过流通渠道、各类活动、用户线上

分享体验以及多媒体宣传等方式收获了综合效益，同

时收获了读者的口碑以及社会认可。 

通过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我国图书馆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的方向

上，很少以高校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缺乏文创产品设

计开发的借鉴和推广案例。目前高校图书馆文化创意

产品的开发理念和实践经验缺乏，各方面仍处于探索

阶段，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配套不完善、创意和

产品开发人才缺乏等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

知识含量较低、成熟开发经验较少依然是高校图书馆

文创产品开发的瓶颈[6]。我国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

计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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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情况 
Tab.1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hina’s university libraries 

序号 类目 内容描述 

1 创意元素 特色馆藏、图书馆建筑和 LOGO、地方风俗文化和特色、阅读推广、历史人文、校园人文 

2 产品类型 视觉艺术、视觉媒体、设计品 

3 文创目的 宣传推广和文化教育传播；产生经济效益 

4 产品类目 书籍、伴手礼、文具、服饰、玩具、收藏艺术品 

5 营销渠道 展览宣传、线上线下店销售、文化交流、表演 

 

3  文化传播理念下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

计典型范式 

挖掘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视觉符号和元素融入

产品设计已经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受到更多消费者

的青睐。把“中国风”嵌入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

更多地体现了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播主体性，向大学生

展示了传统文化元素中的优秀基因，彰显了文化的精

神和具有识别性的气质，从而引发大学生的身份认

同，形成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知，建立起大学

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凝聚更基本、更深层

的持续性人文精神力量。 

3.1  地域文化体现 

地域文化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是特定范

围内的精神资源总和，能反映特定地域的社会环境、

文化背景、知识体系、文化经验、生活习惯、风俗信

仰，表现为有关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精神信仰等的

脉络[3]。利用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主题符号，将不同

地区的艺术文化通过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进

行传播，更具有创意思想的碰激，得到情感延续和认

同[7]；以地域性文化内容的设计更好地与传播环境的

情意表达相切合，在对社会认知和理解的观察基础

上，满足用户对根深蒂固的固有印象的潜在追求，从

而实现大学生内心情感与审美的深度融合。标榜地域

文化的创意设计理念，通过受众传播更容易进入主流

文化和赢得官方的支持。 

3.2  非遗文化体现 

以技艺为核心的美术类或艺伎类非遗文化项目

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市场为依存，同时又保持着

其文化性的基因，它具有传承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能

够内化为永久的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重要

的组成部分。文创产品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可以让更

多的大学生了解每种非遗项目的内容和故事发展，具

有很强的观赏性和体验感。在强调个性化和设计感的

年代，把非遗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符合大学生

追求的品质生活，增强了年轻人对文化的认知和理

解，以共同的价值观和流行风尚实现了文化的群体性

传播，这是中华文化生命力“润物细无声”的浸润，

重塑了青年一代对我国文化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态度。 

3.3  传统文化体现 

传统文化是在本土发展史上被人们广泛认同和
接受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主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情节，比如经典名著、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等。将传
统文化植入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体现了生动鲜
活的文创产品设计理念，基于此设计的文创产品遵循
了元素、现象、反应、价值观的传播范式。利用各种
传统文化典型形象、现象、事件等碎片化的元素，实
现在视觉、触觉、听觉等方面的再现，可以激发大学
生情感共鸣，使创意散发历史性、知识性的魅力，从
而达到用户审美需求、精神归属、文化身份认同、感
官愉悦的体验，更多地体现了历史性文化的延续以及
文脉的承启关系。 

4  文化传播理念下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
计路径 

图书馆是大学的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高地，是思
想教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建设教育、文化素质教
育、文化生活教育的有机统一体。文创产品是高校图
书馆文化内涵、精神的传播和流通的重要载体，是激
发图书馆服务功能和活力的重要力量。其设计理念是
文创产品的价值核心，通过与不同领域、不同主题、
不同层面的融合，为文创产品提供了不同维度的增值
空间和吸引力，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形成不同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价值体现。 

4.1  树立文创设计主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 

文创产品设计理念形成的根本是由文化基因深

刻选择和自我内在意识决定的，内化于文化素养的认

识和自我文化的认同，体现于文创设计主体对长期传

统文化熏陶的外化。文创设计主体自我文化意识是文

创设计元素的主观能动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影响着设

计理念形成的自觉自律思想和行为。因此高校图书馆

文创产品设计一方面加强了对高校图书馆文创工作

者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的培育，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学

习、积累和提高，实现文创设计主体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自觉性的自我意识，其内在根本逻辑是文化创新主

体的自我、自信、自强等潜在意识的外在表现，同时

在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尊重、理解基础上运用自

身文艺修养和专业素养与时代共生，与大学生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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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创产品为媒介，形成自身强大的人文能量和影响

力。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调，结合

学校发展理念和文化，根植于本土区域文化土壤，并

积极吸收多种主体参与，跨界融合，突破文创设计主

体的思想局限。以此实现多样性创意种子生根、发芽，

发展创新的思维，形成个性和共性化的思路，释放对

内凝聚、对外吸引的主体意识的转化和发展。 

4.2  基于文创设计主体观察视角的元素表现 

文创产品设计理念由文创设计主体以多视角观

察来推动形成，其观察视角既要从人格化、趣味化满

足青年一代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视角出发，敏锐地

捕捉大学生个性和共性需求特征，实现文化和创新融

合发展，让文创设计更具有生命力和持续性，又要符

合高校读者的素质结构和文化层次需求，把读者被动

的、单一地接受转化成文创产品的生产者、创造者[8]。

文创设计主体把传统民族文化元素以更适合的方式

贴近高校大学生青年一代，让传达的文化更加生动、

活跃、多样和吸引力。在文创设计主体观察视角的维

度上，通过组织、编排和提取符合大学生群体需求的

现代中国传统文化设计元素，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元素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类，通过

水墨、汉字、色彩、书法、精神符号等元素简化或交

织的方式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利用篆刻、图形、

造型进行重构、错位或简化的构思方式表达中国传统

元素的文化价值。文创设计主体不能简单地套用中国

传统元素，在基于观察结果的基础上，以现代大学生

的审美视角和消费需求进行审视和再设计，充分表达

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和“神”。 

4.3  利用新媒体助力文创产品设计与文化传播 

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制约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

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了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

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成为大学的主要文化传播和

教育途径[9-12]。文化创新创造的产品设计理念体系必

须有科技存在空间，只有在各项技术驱动下的文创设

计才更具有当代文化传播的鲜明特征，这是时代的召

唤也是用户的需求[13-14]。因此数字传播创意和文创产

品的新媒体表现形式必然成为高校图书馆文创产品

设计理念的潮流和主导，从而获得大学生存在状态的

规模化、持续化的渗透力，这是新时代媒介变迁、技

术革命对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重要驱动力。新媒体文创

是使用新媒介和技术设计和生产产品，实现文创产品

多渠道、多形式的表现手段和浓厚的时代气息，它不

仅仅是视觉的表现方式，也使静态的中国传统元素和

题材更加生动、形象、动态、立体，让用户更能场景

式地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高

校图书馆与艺术、传媒、智能等相关学院或社会媒体、

文体机构联合开发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精神的

数字文创、演出、AI 博物馆等交互式的产品，形成

敏锐而自觉的科技文创产品设计理念，带来大学生对

文创产品的体验的新颖性、适应性，为文创产品带来

广泛的传播能力和坚实的受众基础[13-17]。 

4.4  注重“以人为本”的文创设计理念 

文创产品是文化内涵物化的表现形式，突出审

美、实用、情感、体验的生活层面设计理念，其设计

理念无论是传统文化、产业文化、地域文化的价值体

现，还是校园和图书馆人文素养与内涵的传播，在其

设计构思和生产制作上都是基于一种被需求。因此高

校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既要立足于生活，高于生活，

突出“好用”和“好看”，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又

要从创意的角度潜移默化地把文化、精神、审美融入

读者生活，把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文化性、现代性、功

能性、美观性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兼具功能价值和

文化价值，形成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创意产品[18-20]。

文创产品设计的功能架构是在对用户生理和心理需

求精准设定的前提下，基于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和“情

景意境”的塑造，通过产品性能、材质、部件的工艺

形成文创产品的功能系统。把文化价值再造和延续的

元素与功能系统中各层次和归属关系相结合，体现实

用功能、精神功能、认知和象征功能，满足不同层面

用户从行为到思想的体验和感知。实现文化创意产品

在多场景的流通和应用价值的多样属性，让文创产品

根据有“传染性”[7]，激发文化利用和传播的新途径、

新思想，既满足了读者精致的生活追求，又实现了传

统文化意涵的呈现要求。 

5  结语 

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国家鼓励

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机构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意产品。高校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机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和历史沉淀，为高校图书

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设计创意。在设

计元素多元化的今天，将中国本土优秀的文化内容融

合到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中，探索适应大学生用户文

化感知和精神体验需求的文化传播方式，提升大学生

的基本社会素养和国民素养，既具有人类学、社会学

框架下的社会传播意义，也具有知识文化的教育学

意义[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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