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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致力于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产品的“活态化”设计研究，提出具有创新性的鄱阳湖文创产

品设计方法，从而提升产品文化内涵，弘扬鄱阳湖地域文化。方法 建立了与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产品

对应的设计模型图，并以具体的设计实例进行了展示和验证，使文创产品既拥有优质的视觉效果时又兼

具产品的日常使用价值和良好的使用体验感，既具有文化艺术性又注重了“以用为本”的设计理念。着

眼于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文创产品“活态化”视角，遵循寻找活态化转换的契合点、注重鄱阳湖地域文

化原味的传达、重建文化认同感、树立文化传播观的设计原则，通过案例的结合运用为鄱阳湖文化创意

产品的设计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法策略。结论 以鄱阳湖文化创意产品进行实践论证，为当今文创产品设

计提供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使鄱阳湖物质文化得以保全，非物质文化得以“活化”，最终实现文化传承

与文创产品创新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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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Poyang  

Lak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ZHAO Qin, HUI Xuan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ving” design of products characterized by Poyang Lake regional culture to put 

forward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s of Poyang Lak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us enhancing the cultural connota-

tion of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Poyang Lak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design model diagram re-

lated to products characterized by Poyang Lake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specific exam-

ple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not only had high-quality visual effect, but daily-use value as well as good user 

experience; not only obtained artistic quality, but emphasized the use-oriented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living” perspec-

tiv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Poyang Lak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living transformation, authentic transmiss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Poyang Lake, cultural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cept, the definite and viabl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were 

provided for the design of Poyang Lak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ombined with examples. The practical demonstra-

tion of Poyang Lak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sign of curr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o that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Poyang Lake can be preserved and the non-material culture can be “living”, there-

fore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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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几千年来，环绕鄱

阳湖周边地区的文化与鄱阳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滋

养了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受鄱阳湖地域文化影

响的居民的血液里都浸透了鄱阳湖地区的历史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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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江西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深入了解鄱阳湖地域文

化而开通了一条鄱阳湖及周边特色的文化旅游专线，

在加强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还展示了环绕鄱阳湖地

区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特色。文中根据鄱阳湖周边

的地域文化变化与习俗，在保存地域文化特色所展示

的核心形式基础上，对一些形式进行改善和创新，打

造具有鄱阳湖核心文化元素要求的产品新体态，使地

域文化的样式得到丰富和发展 [1]。重视设计的独创

性，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满足人的需求，让他们感

受到文创产品带来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实现受众对文

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唤醒传统文化不断革新的创造

力，助力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使传统文化展现了

“融古汇今”的人文关怀，让受众对传统文化产生民

族归属感，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 

将已有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创意产品相

融合的探索和探讨，已经为鄱阳湖文创产品设计活动

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及实践依据，如《鄱阳湖物态水文

化资源探究—以浮梁县古村为例》[2]《木梨硔山地传

统村落旅游景观活态保护设计研究》[3]《基于地域文

化的特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以湖北潜江“曹

禺文化”为例》[4]等研究表明：对鄱阳湖地域文化特

色进行解析，通过活态化设计原则运用到文创产品设

计中，是对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可

行探讨。始终保持生命活力和持续创新动力的观点就

是结合文化的传递功能，再融入原生地民众的日常生

活，使物质文化得以保全，非物质文化得以“活化”。 

1 “活态化”基本概念和基本设计思路 

根据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全面部署的弘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各项工作、具体措施和战略布局，提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文中所说的“活态化”核心概念

是指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核”，

进行有效的重构创新，通过把地域文化最鲜明的特色

与当今流行文化元素结合，运用到文创产品之中,使

之鲜活展现在消费者面前[5]。活态化具体表现在“三

活”“三态”。 

1.1 “活态化”基本概念 

“三活”即创意活、方法活、互动活。创意活：

功能创新是文创产品具备的一种生命力，设计时要将

文创产品与消费者的市场需求进行一定程度的匹配，

并妥善处理好设计、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方法活：

强调产品情感与趣味，带给消费者新颖的视觉感官效

果，增加文创的层次感和空间感。互动活：设计师设

计出文创产品它所具备的品质就是“以用为主”，注

重文创产品的使用体验感和消费者的反馈，不断改

进，持续发展。 

“三态”即多形态、俱神态、常动态。多形态：

加强文创产品在整体组合形态和造型表征上的形态

特色和文化主题，使产品的造型语言更强烈、深刻地

表达文化内容和文化韵味。俱神态：文创产品具有丰

富而深刻的文化价值内涵，具有文化神韵。常动态：

注重文创产品形态的形成和变化，与时俱进。 

1.2  基本设计思路 

文中以建立辅助创意设计的地域文化资源分类

模型来对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进行梳理和归纳，以图

表形式呈现，同时对鄱阳湖地域文创产品的设计属性

进行分析、研究，运用活态化对提取元素进行评价及

优选，探寻产品设计与地域文化特色结合所呈现的设

计特征。最终达到提高鄱阳湖文创产品的品质和升华

其价值的目的，并呈现出具体设计案例进行验证，研

究思路见图 1。 

2  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分类和鄱阳湖地域

文化特色优选模型图 

2.1  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分类 

文中把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分为 2 个层次，即物

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将不同种类、类型的鄱阳湖地

域文化形式和内容进行对应和总结，见图 2。记载着

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与发展的独特文化符号就

是鄱阳湖地域物质文化，其中的非物质文化包含了人

文民俗、民间工艺等，并为设计师提供了多姿多彩的

文化元素[6]。为了更好地展示文创产品更深层次的文

化内涵，设计师要进一步深入地去理解并开发设计， 
 

 
 

图 1  研究思路 
Fig.1  Research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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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进行详细地分析并概括，见表 1—2。 

2.2  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优选模型图 

首先，构建具有关键词提取法、选定评分法再结
合活态化设计的文化演变模型框架。虽然不同设计间
有相互联系，但是每个设计层次都是独立完整的。其
次，以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图为基础，提取表征地域
文化特色的影响作为优选条件[7]。最后，分析各个设
计层面和跨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层面结构内部保
持并列还能清楚地区分。依据上述标准建立的鄱阳湖
地域文化特色设计模型图，见图 3。 

3 “活态化”设计原则和具体运用 

根据 2016 年光明日报发表的苑利老师所写的
《救命的“脐带血”千万要保住——从非遗传承人培
训说开去》，提炼总结出四条“活态化”设计原则，
见图 4。 

 
 

图 2  鄱阳湖地域文化分类 
Fig.2  Classification of poyang lake regional culture 

 
表 1  鄱阳湖非物质文化分析 

Tab.1  Analysis of intangible culture of poyang lake 

非物质文化 

民俗文化 样本 简介 颜色 轮廓图 

傩面具 

 

傩面具是鄱阳湖周围傩文化中傩仪、傩舞、

傩戏的主要用具。傩面具的面具种类繁多，

形态多样，面具材料多选用杨柳木和香樟木

所刻，随后敷彩上漆，表现出粗犷朴拙、庄

典华丽的视觉效果 
 

 

傩舞表演 

 

傩舞是傩文化中的表演形式，是傩人民最古

老的一种庆祝的仪式和驱疫的形式，也可以

说是安庆的娱乐舞蹈 
 

 

人文文化 样本 简介 颜色 轮廓图 

庐山西海道教 

 

庐山西海位于鄱阳湖周边的九江境内，东偎

婺源、鄱阳湖，南靠滕王阁，庐山西海所有

的道家列庐山洞为第八小洞天，称“仙灵咏

真之天”，列庐山虎溪山为第四十七福地  

白鹿书院 

 

白鹿书院是鄱阳湖附近典型的文化气息场

所，是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中国古代四大

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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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鄱阳湖物质文化分析 
Tab.2  Mater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Poyang Lake 

物质文化 

生产文化 样本 简介 颜色 轮廓图 

婺源油菜花田 

 

婺源油菜花是指江西省婺源县的一种美丽

而蔚为壮观的人造景观。婺源最美的季节是

油菜花开放的时候。油菜花成为吸引观光的

最佳绿色资源  
 

茶饼 

 

九江茶饼起源于唐代，是“中国十大传统名

饼”“江西四大糕点之一”，采用传统工艺和

现代技术研制而成。其色泽金黄，具有小而

精，素以薄而脆，酥而甜，香而美的特点   

居住文化 样本 简介 颜色 轮廓图 

映山红 

 

映山红是鄱阳湖地区的代表花种，通常情况

下，每簇花 2~6 朵，花冠漏斗形，有红、淡

红、杏红、雪青、白色等，花色繁茂艳丽，

让人赏心悦目  
 

鄱阳湖候鸟群 

 

鄱阳湖湖域一直是“泽国芳草碧，梅黄烟雨

中”的湿润季风型气候，并被称作是著名的

鱼米之乡。环境和气候条件满足大部分候鸟

越冬和生存   

庐山牯岭小镇 

 

牯岭镇，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下辖镇，位于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的山腰上，为庐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所在地，是庐山旅游接待的中心
 

 

傩庙建筑 

 

傩庙乡野上的“奥林匹斯山”，“五里一将军

（庙），十里一傩神（庙）”之说绝非虚言，

主要挖掘傩庙的民间工艺 
 

 

3.1  寻找活态化转换的契合点 

在进行创意设计时，所提取的地域文化与文创产

品本身之间不能牵强附会，要寻找两者的结合点[8]。

不能让地域文化转换仅仅停留在简单复制阶段，要让

文创产品不仅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还可以完善使用，

让使用者感受到文化的意境和魅力。鄱阳湖傩面蚊香

系列把傩面具与蚊香进行结合设计，鄱阳湖傩面具具

有驱疫的背后寓意，而蚊香的作用是驱赶蚊虫，驱赶

就承接了鄱阳湖傩面具的特殊含义。寻找傩面具与蚊

香产品之间的结合点，傩面具的奇特形态和背后寓意

带给文创产品不一样的地域色彩作为设计活态化转

换的契合点。同时，为了与驱蚊相符合，设计师在设

计时虽采用了常规的绿色，但进行了环境的匹配，儿

童房为显温馨，选取色调柔和的粉绿色；卧室采用清

新的深海绿；商务房选用沉稳的典雅绿；而书房则选

取了轻松的惬意绿。新颖的多形态的蚊香产品设计激

起受众的兴趣，并以拥有和使用它产生对自我品位的

有力宣示、对鄱阳湖地域的文化情、留念及实现自我

审美价值的愉悦情感，让鄱阳湖地域文化元素的情感

表达与产品主题相互呼应，两者的设计理念完全契

合，让消费者在使用鄱阳湖傩面蚊香系列时感悟鄱阳

湖傩面具文化的意境和魅力，见图 5。 

3.2  注重鄱阳湖地域文化原味的传达 

鄱阳湖地域文化蕴含的内涵和意境，是其最为核

心的地方。在活态化设计时，要把握鄱阳湖地域文化

的“原味性”，恰当运用现代设计语言进行诠释，让

人能够透过文创产品切身感受到鄱阳湖地域文化原

有的“韵味”，发出回味无穷之感[9]。例如鄱阳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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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设计模型图 
Fig.3 Poyang Lake regional culture design model diagram 

 

 
 

图 4  设计原则 
Fig.4  Design principles 

 
耕系列米酒包装选用鄱阳湖春耕的情景来表达一种

意境美，突出深层次设计内涵的魅力，见图 6。在诗

词中就有“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春晴。千层

石树遥行路，一带山田放水声”，来挖掘诗人的内心

独白及与读者的共鸣。一说到鄱阳湖的春耕就让人想

起春耕劳作人最爱喝的米酒，米酒是中国人最早酿造

的酒类，也是鄱阳湖春耕的农民最喜爱的一款当地饮

品。春耕和米酒的联系体现了鄱阳湖地区人民对这款

米酒浓浓的乡情和劳作人民的质朴，也对鄱阳湖春耕

地域文化最原始的生产文化进行了传递。把米酒的包

装作为传播媒介，传递并展示春耕文化的表征。鄱阳

湖春耕系列米酒包装在现代设计的当下，用自己独特

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民俗习

惯与文创结合形成了独具鄱阳湖地域特色的文化底

蕴及其视觉表现形式，让消费者使用时能感受到鄱阳

湖当地的文化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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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鄱阳湖傩面蚊香系列 
Fig.5  Poyang Lake Nuo mosquito repellent incense series 

 

 
 

图 6  鄱阳湖春耕系列米酒包装 
Fig.6  Rice wine packaging of Poyang Lake spring ploughing series 

 
3.3  重建文化认同感 

重建现代人对鄱阳湖地域文化的认同感，需深入

挖掘文化的内涵和本质，如其自然环境、历史渊源、

文化底蕴等，通过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体现其内在

的精神风貌和情感气质[10]。注意意符与文创产品之间

“精神”的沟通，找到意符与文创产品之间的契合点，

将意符所要传达的文化内涵通过变形、置换、重构等

活态化的设计表现形式映射到产品上，做到“构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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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鄱阳湖傩文化中秋布包系列 
Fig.7  Mid Autumn Festival cloth bag series with Poyang Lake Nuo culture 

 
传其神，达其意”，使消费者产生联想，并对文化产

生强烈的认同感。鄱阳湖傩文化中秋布包系列把传统

的中秋节日和鄱阳湖的傩文化元素进行结合，见图 7。

在鄱阳湖地区，傩舞祭月源远流长，每逢中秋佳节，

鄱阳湖地区都会举办形式多样的傩舞祭月活动，画面

中表现了鄱阳湖地区的居民戴着傩面具舞动的庆祝

形式。鄱阳湖傩文化和中秋节日同为中国的传统文

化，两者的重合点让消费者更能感受到浓浓的中国气

息和鄱阳湖的地域文化特点，建立了文化的认同感。

鄱阳湖傩文化中秋布包系列设计中创新和传承的良

性互动获得社会“文化认同”，为鄱阳湖地域文化特

色创造新的生存空间和成长机遇。文中对鄱阳湖地域

的傩文化元素进行梳理、归纳和转化并探析出文创产

品的属性，为鄱阳湖傩文化文创产品设计提供新的灵

感和思路，做到“古为今用”，在保护中利用地域文

化的内容和样式，在“用”中实现地域文化的“活态

传递”。对鄱阳湖地域文化和文创产品的价值进行双

重的文化提升，让受众在产品中感受到鄱阳湖地域文

化的魅力，增强了受众对鄱阳湖地域文化的认同感。 

3.4  树立文化传播观 

作为旅游纪念品，可以变通产品形式，浓缩提取

鄱阳湖地域的文化内涵，进行产品的多元化设计。将

产品与地域的整体历史文脉相融合，以风土人情、民

俗活动为产品设计的文化背景，将文化衍生成文创产

品[11]。在杨万里的诗句演绎出的插画画面，与当地特

色陶瓷共同演绎出诗意盎然的鄱阳湖湖景系列茶具，

见图 8。鄱阳湖独特的水鸟、船舶和水草散发出的诗

境氛围，让人联想到鄱阳湖特色的名茶，诗人在作诗

赏美景时有喝当地清茶的习惯，“诗中有画情生景， 

 
 

图 8  鄱阳湖湖景系列茶具 
Fig.8  Tea set with Poyang Lake scenery series 

 
茶内无花韵自香”，好诗、好景加好茶让你感受到鄱

阳湖地域文化原有的“韵味”。为体现鄱阳湖地域的

文化原味在材质上选用附近特色的陶瓷、茶叶，将鄱

阳湖地域文化与文创产品进行完美的结合，文创产品

因为有了鄱阳湖地域文化的注释，进行文化的传达。

鄱阳湖湖景系列茶具具有文化内涵，蕴含产品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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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故事性等历史背景，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品

牌的社会价值，树立鄱阳湖地域文化的文化传播观，

将鄱阳湖地域文化符号转化为产品，使其更有市场竞

争力。 

4  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文创产品“活态化”

设计研究 

参考故宫博物院的经典案例，来自故宫博物院的

文化创意产品在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其开发的

“故宫猫”系列受到广大青年消费者的喜爱。故宫作

为六百年的紫禁城，故宫博物院运用近九十年深厚的

历史底蕴与文化积淀，将文创产品作为一座消费者与

故宫文化沟通的桥梁，奉上一场关于故宫博物院的文

化盛宴。“故宫猫”手机支架设计，将“皇帝之宝”

为设计元素，设计出“故宫猫”追逐玉玺的卡通形象，

巧妙地结合支架的形态，将现代生活中的支架与故宫

元素紧密结合，见图 9（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方网

站）。“故宫猫”手机支架既保留了故宫传统的特色元

素，又结合了现代的流行理念，注重文创产品形态的

形成和变化，与时俱进。强调产品情感与趣味，带给

消费者新颖的视觉感官效果，增加文创的层次感和空

间感，具有“活态化”的设计理念，让消费者接触故

宫文创产品直面感受到故宫文化，实现了用文创产品

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的出发点。 

鄱阳湖地域文化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充分借鉴故

宫文创的优秀设计理念，将故宫文创定位清晰、产品

设计理念“活态化”的创意手法充分地运用到鄱阳湖

地域文创产品的设计中，使文创产品更具立体化效

果，增加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从而吸引消费者的兴

趣，活态传承鄱阳湖地域文化。 
 

 
 

图 9  故宫猫手机支架 
Fig.9  Cat in the Forbidden City mobile phone stand 

4.1  鄱阳湖居住文化特色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活

态化”运用 

婺源徽派建筑茶叶包装以赣建筑作为设计元素

提取源，以活态化的手法作为文化的提炼模式，将建

筑构造与空间元素综合运用在食品包装设计活动中，

见图 10。包装采取多样的形态以方、圆为主，打造

具有“层次感”和“厚重感”的产品包装，使产品富

有深层次的造型表征及文化主题的同时也传达出一

种稳重、端庄与自然和谐的视觉体验[12]。掀开盒盖后

的浓郁茶香，使消费者仿佛置身于原生态茶田，唤醒

消费者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无限追忆，巩固了乡村建筑

在受众心中的映像，微妙地将田园生活的闲适与恬静

融入了消费者的审美与情感之中。与此同时，也冲淡

了都市环境中的紧张生活压力，使人、产品和空间三

者之间和谐统一，并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新具

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综上所述，利用层次感、空间感的设计手法来处

理地域文化传统的图案，立体化的视觉效果表现文创

产品“活态化”的创新意图，改变传统的二维空间，

展示出新颖的三维立体效果带来奇特的视觉感官效

果体验。 

4.2  鄱阳湖生产文化特色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活

态化”运用 

将鄱阳湖生产文化特色—婺源油菜花田元素通

过“活态化”运用到腊肉包装设计中，见图 11，深

入挖掘鄱阳湖地域文化特色蕴含的文化精神，使之与

现代设计思想有机结合，在继承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

文化中找到契合点[13]。在形态上提取婺源油菜花田的 

 

 
 

图 10  婺源徽派建筑茶叶包装 
Fig.10  Tea packaging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in Wu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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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鄱阳湖油菜花田元素腊肉包装设计 
Fig.11  Bacon packaging design of Poyang Lake rape flower field element 

 
基本图形，以油菜花图形为主，花田的背景为辅，主

次分明，在腊肠产品的整体组合形态和造型表征上加

强形态特色和文化主题，图形、颜色和多蕴含的丰富

文化传递出一种清新、安全与自然和谐的感觉。还能

引起消费者对婺源油菜花田美景的向往，增加婺源花

田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潜移默化地将鄱阳湖地域文

化传递到群众的情感中。腊肉包装设计保留一部分原

始的材料，采用麻绳、麻袋增加一些特色，加上吸油

纸增加包装的实用性，在创新的同时不忽略包装的实

用性，使产品具有较多的实用价值。 

综上所述，设计的角度尤为重要，活态化是有灵

魂、“鲜活”的表现，俱神态是保持文创产品的活态

化最直接的手段。在文创产品设计的创作过程中，要

找带有时代符号的生活产品作为载体，保持产品的活

态化，因此具有时代感的常动态符号很重要。 

4.3  鄱阳湖人文文化特色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活

态化”运用 

通过对鄱阳湖人文文化中的鄱阳湖候鸟、群山绿
水、湖滩草洲等方面归纳并提取元素符号，用活态化
手法关注文创产品形态的形成和变化，改变静态图形
的固有的设计思路，注重文创产品所含有的深层次文
化思想和形态的形成变化，将无形的概念、寓意、意
识等具体到实际的产品中 [14]。鄱阳湖水鸟系列情侣
表，利用了手表的形态与鄱阳湖水形、日出、候鸟和鄱
阳湖二桥同构，当手表指针转动的时候，随着时间的
变化，鄱阳湖水鸟、水天一色的形态以动态的画面变
化呈现在消费者眼前，栩栩如生、如诗如画，湖的景色
变化过程渐隐渐现，似云雾缭绕，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映照在鄱阳湖的湖面上，见图 12。具有典型性、代表
性的俱神态文化符号能引发人们的文化联想，唤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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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历史记忆，彰显地域文化的内在气质与精神面貌。 

综上所述，对鄱阳湖人文文化中的典型元素进行

归纳、总结并提取出所采用的元素符号，设计时采用

活态化的手法突破设计中传统的静态图形创作思路，

着重考虑产品形态的形成和变化。鄱阳湖文创中所存

在的深层次内涵，将无形的概念、寓意、意识等具体

融入实际的产品中。 

4.4  鄱阳湖民俗文化特色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活

态化”运用 

傩舞、傩面具等是典型的鄱阳湖民俗文化代表。

民俗文化世代相传，给现代的设计师提供了珍贵并值

得借鉴的设计元素[15]。鄱阳湖的民俗文化元素融合到

现代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让文创产品既有地方的文

化，又有时代的特征。将傩舞、傩面具的姿态进行保

留，以造型符号等形式加以提取，传统结合现代，实 
 

现非遗文化“活态化”转换，在实现使用功能的同时
与造型形态结合，保留傩文化的特征。傩面具红酒开
瓶器造型采用傩舞面具中的元素进行开发设计，搜
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符号，在元素符号原有的
基础上结合产品造型进行开发设计，并保留其原有特
征，顶部把手两端较为尖锐处和手柄的黑色部位统一
采用橡胶材质，起到保护和防滑作用，开瓶器在工作
时，像是一个正跳动的傩舞扮演者，生动形象，多种
配色，让产品更加适合都市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见图
13。描绘傩面具的基本特征，用几何轮廓勾画出傩面
具的原有特征，是产品的外形让人耳目一新。动态的
表现力充满了趣味性、夸张的视觉造型引发了亲切
感，奇特的造型缓解了人们日常紧张的生活氛围且意
蕴深厚[16]。“活态化”的设计手法将文创产品和地域
文化进行完美转化，延长受众的记忆持久性并激发受
众的参与性、体验性和互动性。 

 
 

图 12  鄱阳湖水鸟系列情侣表 
Fig.12  Watches for couples with Poyang Lake waterfowl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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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傩面具开瓶器设计 
Fig.13  Bottle opener design with Nuo mask element 

 
综上所述，功能性文创中融入傩舞的姿态元素进

行设计，以造型符号等形式加以提取，“传统”和“现

代”的结合让人们对民俗的文化信仰和传统文化中的

“真、善、美”产生强烈的兴趣，实现地域文化的应

用与推广。 

5  结语 

鄱阳湖地域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融，“改良

传统，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在文创产品中体现出来。 

文化创意产品依托鄱阳湖地域文化多姿多彩的元素
资料，博采众家之长，以创新别样的方式方法打造出
具有鄱阳湖地域文化内涵的特色创意文化产品。通过
鄱阳湖地域文创产品的造型、色彩和装饰等设计要素
与“活态化”的设计手法展示鄱阳湖地域文化的精髓
与内涵，以此来塑造一个符合现代生活形态的新模
式，从中找寻其创造规律和经典范式，使其达到最高
效的保护与传承，使物质文化得以保全，非物质文化
得以“活化”，从而最终实现文化传承与文创产品创
新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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