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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归纳总结粤剧文创产品体现地域文化特征的创新设计策略，以拓宽粤剧文创产品的设计方

法，提升粤剧文创产品的竞争力。方法 以地域性文创产品的研究现状为基础，结合粤剧发展现状，探

究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粤剧文创产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整体性引入转译理论和文化三层次结构，将地域

文化的独特性运用到增强文创产品的附加值中，以促进消费者的文化认同感，助力优秀地域文化及其产

品的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结论 挖掘地域文化价值，并将之融合于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中，是增强传统

文化自信的必然手段。在粤剧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通过对粤剧文化物质、精神、行为层面的典型元素

进行设计转译，由外及内地将岭南审美价值、人文意境和文化创新三方面应用到产品开发过程中，可设

计出极具岭南特色的地方性粤剧文创产品，丰富了设计手法，同时也拓宽了粤剧文创产品的开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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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Translation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Cantonese Op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ZHAO Wo-lin, XUE Yong-ju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ummarize the innovative design strategies of Cantonese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flecting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enrich the design methods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antonese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eg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Opera,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integrating regional cul-

tural elements in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Cantonese Opera were explored.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three-level culture" were introduced wholly to apply the uniqueness of regional culture to enhance the added valu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onsumers and help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

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products in the new era. Excavating regional cultural value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the inevitable means to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rough the design translation from the material, spiritual and behavioral elements of 

Cantonese Opera, the aesthetic value, humanistic concep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of Lingnan are applied in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from outside to inside, which can design the Cantonese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Lingnan 

characteristics, enrich the design methods, and broaden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Cantonese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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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设计是系统且复杂的交叉学科，其过程

涉及民俗、地域、艺术、设计与人文的融合。以地域、

文化、美观、创新等设计要求进行研发的粤剧文创产

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岭南地域特色民俗风情和人

文风貌的变迁、传承和发展，是一种社会传统文化的

表征，同时也反映了审美意识、民族制度、物质表现

等由内及外的文化构架[1]。尽管戏剧类文创产业近年

来呈现良好态势，但粤剧文创产品设计仍处于起步阶

段，其研究大多是单一审美向度的元素嫁接，呈现出

同质现象严重、精神意味不足、地域特色欠缺等问题，

对文化内涵的设计转译流于表象，未能充分转化粤剧

的文化创意价值，更未能反映粤剧被誉为“南国红豆”

所承载的岭南地域艺术特色。本文尝试以地域文化为

视角对粤剧文创产品进行物质、精神和行为层面的创

新设计转译，并针对其地域性表达提出改进策略，以

期为粤剧文创产品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1  地域文化与粤剧文创产品 

地域文化是流动于特定地区过去、现代和未来的

开放系统，同时也是区域历史发展和文化革新的内驱

力量与智慧源泉[2]。孕育了民族瑰宝粤剧艺术的岭南

地域文化，不仅具有多种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同时

还具备特色鲜明的空间性、功能性与民族性特质，能

为粤剧文创产品提供丰富的设计创新源泉。以此为突

破口开展粤剧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可将岭南地域文

化元素转化为有形或无形的产品与服务，突出岭南特

色的艺术价值，并能推进地域文化在当代文创产品现

代性语境中的重构与创新。 

1.1  粤剧文创产品的现状概况 

目前学界形成共识并常被使用的文创产品设计

流程，可概括为提炼文化特色、定位设计概念、展开

产品设计等[3]。而学者们仍在积极探索地域性文创产

品的设计范式，其研究背景和主题多为乡村振兴、文

旅融合和旅游文创产品、博物馆文创产品等，且大多

集中在地域文化符号、视觉元素等方面。早在 2009

年，粤剧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在广州市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中明确提出通过文创产品“让年轻人爱上

粤剧”的大背景下，通过粤剧从业人员、观众群体、

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粤剧守正创新发展的步

伐大大加快[4]；而且粤剧文创产品兼备纪念与实用价

值，理应是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文化产品。 

然而，在现有的粤剧及其文创产品研究中，大多

以岭南文化、非遗为切入点应用于园林、服装等设计

领域，而在传统艺术大众化、商业化的今日，针对粤

剧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研究及地域性表现仍处于摸

索阶段，需要更多学者及设计师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

研究。因此，将地域文化与粤剧文创产品结合并以此

进行探讨和创新设计时，应该从地域符号创意转化及

文化内涵挖掘的角度入手，突出地域特有的气质形

象，为求恰当运用地域文化资源并在粤剧文创产品中

创造感知差异，使消费者在使用与回味中激活对地域

文化的情感共鸣，从而大大提升传统民族艺术的文化

自信。 

1.2  粤剧文创产品的融入思路 

将岭南地域文化融入粤剧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

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文化认同感。岭南文化源远流

长、丰富多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而粤剧

在悠长的历史发展中，受岭南地理与人文因素的影响

与相互作用，在唱腔设计、曲调编排、剧目题材等戏

剧结构中融合了岭南文化元素，也继承了开放融通、

经世致用的岭南文化精神。随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日

渐昌盛，加之粤剧与岭南文化血脉相连，设计师必然

要将岭南文化元素融入粤剧文创产品中。这种设计手

法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显得尤为重要，也逐渐成为当

代文创产品较为常用的设计手段；也唯有这样才能帮

助产品呈现更强烈的地域特征，引起消费者的民族性

共鸣，从而通过文创产品来体现并传播粤剧艺术文化。 

然而，在粤剧文创产品中融入地域文化，并非简

单地将文化元素附加在日常用品中，实现装饰功能，

而是要求设计师提升对地域文化的认识，提炼粤剧特

有的岭南地域特色，在对地域文化的设计转译中，以

用户和消费者可感知的方式表现于产品设计中，从而

促进粤剧文创产品对岭南文化的融合吸纳并进行创

新转化。消费者在产品体验中获得有别于其他地域文

化的认知，从而促进岭南文化与消费者的交流。这不

仅是粤剧文创产品设计突破同质化严重、文化性不足

等困境的重要路径，更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开发，

进而顺应民族文化自信建构的更高要求，如图 1（作

者自绘）。 

 

 
 

图 1  地域文化、粤剧文创产品、粤剧与消费者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among regional culture, Cantonese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tonese  
Opera and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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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粤剧文创产品的意义与价值 

粤剧与不同地方的戏剧和文化进行融合交流发

展，逐渐强化了地域标签，承载着岭南人文的精神内

核[5]。粤剧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能完成理论与实践

方面的双向进化与发展：在理论上，在中国文化大背

景下，支持弘扬粤剧等岭南文化，能完善大湾区文化

创意产业体系，从而塑造湾区独有的人文精神；在实

践上，开发粤剧文创产品能促进粤剧文化元素的产品

转化，为戏曲文创产品这一特殊品类开创更多元的设

计道路，从而提高地域文化产品的附加值。 

粤剧文创产品通过粤剧文化元素有机整合当代生

活方式，有利于丰富人们感知岭南文化的途径，从而

巩固岭南地区的文化凝聚力，同时使优秀地域文化得

到超越本土的群众认同感，助力优秀地域文化更广泛

地传播与弘扬[6]。此外，将优秀的岭南地域文化与优

秀的粤剧艺术相结合，使地域文化为文创产品提供丰

富的灵感来源，能满足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文化需求；

广东粤剧院业已响应国家号召，牵头联合工艺美术公

司开发粤剧文创产品，可弥补粤剧文创市场的空白，

让地域文化在新时代语境中得到创新形态的发展。 

2  粤剧文创产品的设计转译 

“转译”在语言学中指借助中介语译文本进行的

翻译行为[7]。而在过往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中，“转

译”概念延伸为经由设计语言将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

文化特性的产品要素这一创新行为[3]。地域文化下粤

剧文创产品的设计转译过程，不仅取决于设计师对岭

南地域文化特色元素的整体理解与细化认知，还要求

设计师在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及方法进行创新设计的

过程中，不断具体物化完善其造型、结构、形式和

功能，并以此来完成大众喜闻乐见、精美细腻的产

品，创造出较为深入且具开发性与创新性的产品设计

方式[8]。 

以地域文化的转译进行岭南特色粤剧文创产品

的创新设计，旨在将地域文化概念转化为消费者可感

知的设计语言[9]。在粤剧文创产品的地域文化转译过

程中，应以岭南属性的强识别性为目标，并需要对粤

剧文创产品的转译情况进行梳理，因此综合参考并运

用了文化史学家庞朴[10]提出的文化三层次结构，将粤

剧文化元素分为物质、精神与行为，并进行三个层面

的设计转译；此外，依据唐纳德·A·诺曼[11]的设计

三层次理论，粤剧文创产品要素可分为形式、语义、

功能三个方面。经由粤剧文创产品的设计语言，将表

现文化外在特征的物质层元素，转译为产品给予用户

直接感受的形式要素；还可将表现文化独有气质的精

神层元素，转译为产品传达情感的语义要素；可以将

表现文化内在风俗习惯的行为层元素，转译为产品给

予用户差异化体验的功能要素。以此构建粤剧文创产

品的设计转译框架，深入了解、分析、思考成功转化

的案例，从而得知粤剧文创设计实际生产的可供性及

可拓展范围，并完成整个设计过程，如图 2（作者自绘）。 
 

 
 

图 2  粤剧文创产品的设计转译框架 
Fig.2 Translation framework for design of Cantonese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2.1  粤剧物质层面的产品形式转译 

粤剧文化元素的物质层面主要由语言、脸谱、戏

服、乐谱、乐器等显性物态元素所构成；设计师需要

将这些最具有岭南特色的戏剧元素作为转译内容，通

过色彩提取、纹样重构、造型创新等方式转译为产品

载体的形式要素，即造型、图案、材质等，以此让消

费者在玩赏过程中直观感知粤剧的岭南属性。 

正如广东粤剧艺术博物馆 2020 年与非遗动漫品

牌“旧予新造”联名开发的粤剧主题产品“梨园红豆”

系列，此系列产品提炼粤剧“六柱制”行当服饰的典

型特征进行动漫人物创作，运用粤语口头禅加以点

缀，并以明快夺目的配色加以融合，来表现传统粤剧

讲究“火爆场面”的特点，如图 3（图片源于网络）。

显然，这一案例虽选择了粤剧在岭南地域发展过程中

所形成的文化元素与视觉艺术特征作为设计要素，并

进行了相应的产品表达，但其作为主要设计转译内容

的人物形象风格较为同质化，同时产品载体在岭南特

色凸显方面也有所欠缺，降低了粤剧的地域识别性。

相反地，2020 年第三届“第一福”广府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的金奖作品“粤印人生”系列，在设计表达过

程中，运用现代设计语言将粤剧角色形象进行几何处

理，更好地诠释了粤剧文创产品的年轻化特征，并很 
 

 
 

图 3 “旧予新造”设计的“梨园红豆” 
Fig.3 "Li Yuan Hong Dou" designed by "Jiu Yu Xin Z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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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表现了岭南地域的艺术形象，如图 4（图片源于

第三届“第一福”广府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网站）。 
 

 
 

图 4  “粤印人生” 
Fig.4 "Yue Yin Ren Sheng" 

（设计师：温锦妮） 
 

粤剧文化元素物质层面的设计转译，不仅要注重

文化元素的岭南地域识别性，以此拓宽消费者对粤剧

艺术的视觉感知，还应注重产品呈现的岭南地域识别

性，从而凸显粤剧自古以来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但

也要避免发生因过度抽象物质元素而使粤剧主题难

以辨识的现象。因此，在粤剧文创产品创新设计时，

应采用贴近岭南地域艺术风格的视角，选取合适的产

品载体与设计方法，尤其是在产品的视觉呈现对产品

整体的地域识别影响方面，从而在产品形式层面展现

粤剧独有的岭南属性。 

2.2  粤剧精神层面的产品语义转译 

粤剧立足于岭南，也放眼于世界，在不断变革创

新的数百年中勇于突破传统剧目与唱腔等艺术形式[12]，

逐渐形成了由包容开放、积极创新、融会贯通等隐性

内核所构成的精神层文化元素，而且在当代发展过程

中积极融合全息投影、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13]，让粤

剧艺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与观众喜好中，仍保持

旺盛的生命力。 

精神层面的转译可通过在文化元素与产品载体

中构建合理的感知逻辑，以此在消费者对产品语义的

感知中传达地域文化内涵。在粤剧元素中，每一张粤

剧脸谱都象征着一个性格鲜明的角色，蕴含着粤剧创

作者对人物塑造的价值取向；如徐晓星[14]运用互联网

产品优势中传递情感的高效性，将经典粤剧剧目的脸

谱制作成表情包这一数字产品，将传统地域文化与当

下流行文化进行碰撞，顺应了粤剧紧跟潮流的文化形

象，并以趣味性和新颖性为切入点进行完美融合，整

合了互联网即时通讯中的情感表达与粤剧角色的喜

怒哀乐，通过脸谱表情包的形式，将粤剧精神与深层

次设计内容进行产品语义转化，如图 5。 

粤剧文化元素精神层面的设计转译，不但需要设

计师在设计伊始深入了解粤剧文化内涵与岭南文化

意蕴，还要注重产品语义要素与地域人文精神的巧妙

融合；同时还需在产品设计创作生命周期中，在产品

语义中赋予粤剧精神内核，借助产品形式与产品功能

为消费者营造文化情境，给予消费者想象空间去领悟

粤剧的文化内涵。 
 

 
 

图 5  粤剧脸谱互联网产品 
Fig.5 Internet products of Cantonese Opera mask 

（设计师：徐晓星） 
 

2.3  粤剧行为层面的产品功能转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粤剧艺术文化元素的行为

层面由唱念做打、岭南风俗等行为习惯与道德规范所

构成，而岭南地域的风俗习惯也影响着粤剧的形成与

变化。在粤剧文创产品设计时，设计师可选取粤剧的

行为层面要素，通过产品功能的拓展、嫁接、演化等

方式，让消费者在有趣的产品体验过程中，提升对粤

剧艺术的兴趣，促进对岭南地域文化属性的深刻认知。 

2019 年，广东粤剧院联合“第一福”开发了“睇

大戏”粤剧主题文创礼盒，把广彩技艺、鸡仔饼等岭

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粤剧艺术主题进行有机结合，将

粤剧所处的地域文化生态转化为文创礼盒的体验功

能，整体烘托出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氛围，如图 6（图

片源于广东粤剧院微信公众号）。在文创礼盒中多个 

 

 
 

图 6  广东粤剧院“睇大戏”粤剧主题文创礼盒 
Fig.6 Cantonese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gift box "Di Da 

Xi" by Guangdong Cantonese Opera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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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元素的联动呈现，能够形成用户对地域文化的整

体感知[15]。然而，文创礼盒在消费层面存在高价格、

低使用率等局限性，并不能满足大部分人对文创产品

的体验需求。针对这些问题，“第一福”文创设计银

奖作品“粤扇粤靓”为此提出解决方案。它创新性地

将花灯功能嫁接到团扇上，将粤剧脸谱造型的亚克力

灯作为发光主体，重现了以扇掩面和以灯赴会的岭南

生活意趣；运用功能整合的设计方法丰富产品体验，

有效解决了单个产品的体验单调、价格高且使用率低

等问题；这一案例还实现了粤剧艺术文化符号的功能

拓展，大大增加了文创产品的新颖性和实用性，进而

在消费者潜意识中创造了有效的价值联结，如图 7（图

片源于第三届“第一福”广府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网）。 
 

 
 

图 7 “粤扇粤靓” 
Fig.7 "Yue Shan Yue Liang" 

（设计师：欧阳澜） 
 

粤剧文化元素行为层面的设计转译，不但要完成

传统粤剧行为元素与当代生活习惯的有机整合，还要

积极重塑消费者对岭南文化的认知，使产品达到实用

性与趣味性的平衡，激发消费者体验及购买欲望，让

消费者在使用、把玩与品鉴过程中产生愉悦感与满足

感，从而构建对粤剧岭南属性的感知，促进认知文化

与传播文化的知行合一。 

3  粤剧文创产品的创新策略 

粤剧文创产品设计转译的核心是基于物质、精神

和行为三个层面，将岭南地域文化由外到内、自然真

实地应用到产品的造型表现、精神意象和交互行为的

产品创新设计构建过程中。要实现粤剧文创产品对岭

南文化的设计转译，设计师不仅需要突破原有的设计

思维，将地域文化元素附加于产品载体的直觉思维，

转换为提炼与表现文化内涵的感知思维，还需要把握

粤剧在时代急速变迁中的革新发展，使文创产品的创

新设计紧紧联系原根性的地域文化。因此，针对产品

在功能形态、地域识别性、创新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以下设计策略，力求为未来的粤剧文创产品创新

设计开发提供借鉴与参考。 

3.1  归纳粤剧艺术表征，彰显岭南审美价值 

文创产品对粤剧艺术的表征，主要依赖于物质层

面的设计转译，而这个层面的地域文化元素主要由显

性的造型形态元素所构成。岭南地域文化为粤剧演进

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让粤剧的艺术形态得到丰富创

新，也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永续灵感，使粤剧元素

的岭南审美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因此，设计师在设计

过程中，需要突破固有设计环境的局限，转而充分调

动并整合粤剧组织机构、岭南文化相关文献资料等地

域资源，从而提升对粤剧地域特征的认知；并积极运

用粤剧台词、粤剧戏服、岭南地域风光等物质文化元

素，归纳更多元的视觉要素，以丰富粤剧文创产品对

岭南文化的表征，让消费者得以在更多元的文化场景

中认识、体验粤剧的岭南属性，从而在更完善的产品

体系中，彰显岭南审美带来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如图 8（作者自绘）。 
 

 
 

图 8 “彰显岭南审美价值”的设计策略 
Fig.8 Design strategy of "showing aesthetic value of Lingnan" 

 
归纳整理粤剧艺术表征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转

译的过程中，设计师要合理地从历史溯源、文化研究

的角度深化对粤剧艺术的理解，并以粤剧艺术博物

馆、广东粤剧院、粤剧私伙局等极具岭南特色的相关

场所为首要考察对象，结合古戏台、剧场观戏的实际

切身体验，以及访谈粤剧艺人、爱好者、利益相关者

等，从而深度提炼粤剧艺术中极具岭南审美的物质元

素。鉴于粤剧视听交融的艺术特点，设计师不妨从音

响产品、游戏产品等大众喜爱的消费品类出发，在生

活场景中以亲切有趣的方式让消费者体会岭南审美

魅力。 

设计师在创新设计过程中，可对同属岭南文化圈

的醒狮文化创意产品进行借鉴。赵家狮非遗生活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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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非遗传承人、非遗保护组织等地域资源，挖掘岭

南特色表征的艺术元素，并结合当代年轻人时尚新潮

的消费偏好打造醒狮品牌，在服饰、餐饮、娱乐等方

面丰富完善醒狮系列文创产品，并在永庆坊等极具岭

南文化底蕴的新消费场所创设线下体验馆，极大丰富

了消费者对南国醒狮艺术的文化体验，如图 9（图片

源于赵家狮微信公众号）。从地域审美角度归纳粤剧

艺术表征，可参照赵家狮醒狮文创产品的设计手法，

提取粤剧艺术活力张扬的各种形象，融合艺术形式中

浓墨重彩的典型配色风格，将标志性的表征艺术元素

体现在文创产品中，从色彩、品类、空间等方面烘托

出岭南文化古今兼并的审美特征，从而彰显岭南审美

的当代价值。也唯有如此，设计师才能创新设计出满

足当今消费者多元审美需求的文创产品，以更完整的

地域文化物化表征拓展粤剧受众群，通过粤剧艺术及

其文创产品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地域文化与创新产品[6]。 
 

 
 

图 9  赵家狮非遗生活馆 
Fig.9 Zhao's Heritage Atelier 

 

3.2  挖掘粤剧艺术内涵，表现岭南人文意境 

在岭南地域文化的滋养下，粤剧艺术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力守地方区域特色，融合粤讴、南音等岭南本

土音乐，不仅发展出极具粤语韵味和南国审美的戏剧

形态，而且还蕴含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中华传统

美德，形成了彰显传统民族精神、促进地方文化认同

的岭南艺术文化内涵[16]。粤剧扎根于岭南文化中，受

岭南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于其他

剧种的人文意境和艺术内涵。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

不仅要吸收艺术内涵中岭南文化延续至今的人文思

想、传统理念等，还需要将其设计转译为文创产品的

地域审美层面，在趋同化的文创产品市场中，力求提

升粤剧文创产品的辨识度，深入挖掘粤剧的艺术内

涵，让粤剧文创产品紧靠岭南主题，从而准确转译粤

剧与生俱来的岭南自然与人文意境，如图 10（作者

自绘）。 

 

 
 

图 10 “表现岭南人文意境”的设计策略 
Fig.10 Design strategy of "expressing humanistic artistic conception of Lingnan" 

 

在粤剧文创产品的实际设计中，设计师可选取与

岭南意境最为匹配的粤剧文化元素作为设计内容，例

如可以将《荔枝颂》《刁蛮公主憨驸马》等以岭南元

素为灵感、表现岭南叙事风格的经典粤剧剧目作为产

品设计主题，将人物角色、舞台美术、剧情要素转译

为粤剧文创产品，从而表现岭南特色的人文思想与传

统理念；另外，还可以借助岭南地域元素以增强产品

整体的地方特性，例如运用低饱和度、冷色调的配色

方案在产品形式中增强清幽与典雅的岭南水乡特征，

或通过在岭南民俗器具和民间美食中赋予粤剧元素

的设计方法，在粤剧元素的功能拓展中表现粤剧独特

的岭南人文意境。如图 11（作者自摄）中粤剧艺术

博物馆售卖的粤剧系列口红，以粤剧旦角化妆为切入

点，在传统粤剧剧作中选取杜丽娘、长平公主、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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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穆桂英、祝英台五个经典旦角形象作为包装设计

的主要形象，并借用岭南地域元素将口红色号命名为

木棉红、荔枝红、广绣红、珐琅红、广彩红，运用产

品形式、语义与功能的相互联系，很好地将岭南地域

元素与传统粤剧叙事进行巧妙融合，让消费者充分在

灵动、明快、活泼的岭南人文意境中穿梭。 
 

 
 

图 11  粤剧艺术博物馆的粤剧系列口红 
Fig.11 Cantonese Opera series lipsticks in  

Cantonese Opera Art Museum 
 

3.3  结合粤剧艺术行为，展现岭南文化创新 

粤剧艺术行为是人们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情感

表达的灵动体现。粤剧的唱做念打与观演互动在悠长

的发展中兼容并蓄了本土草根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

华，并受社会政治经济变动的影响，形成今日雅俗共

赏的样貌。在“新文创”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得益于

技术赋能[17]，推进了优秀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变革。信

息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使文创产品中交互体验的渗

透设计成为可能。设计师不仅要在地域文化的时代变

迁中进行批判性继承，依据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进

行设计需求的不断革新；还需要在坚守传统优秀观念

的基础上展望未来，结合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等

新兴产物，以拓宽粤剧文化与消费者的行为互动；而

且还需以科技驱动粤剧元素的交互产品转化，表现岭

南文化积极创新的精神风貌，从而带动岭南其他地域

优秀文化，进行适应时代需求的艺术创意创新发展，

如图 12（作者自绘）。 
 

 
 

图 12 “展现岭南文化创新”的设计策略 
Fig.12 Design strategy of "exploring cultural  

innovation of Lingnan" 
 

传统粤剧是由声音、色彩、动作、空间等要素相

辅相成、相互呼应构成的地方剧种；观众只有在剧场

中观赏粤剧，才能体味粤剧最具原真性的观感，形成

对粤剧相对完整的感知。粤剧舞台在近年来不断融入

新兴技术，带给观众越发创新的观戏感受。而粤剧文

创产品以纪念粤剧为主要目的，能够唤醒消费者的观

戏体验，并吸引消费者再次走进剧场体验粤剧。因此

设计师不妨大胆将粤剧行为要素与 VR、AR 等新兴

技术相结合，开发具有文化创新精神的新型粤剧文创

产品。如图 13（图片源于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

学院官网）的互动式粤剧播放机，是将交互技术融入

粤剧文创产品的独特尝试。设计师运用声光电产品技

术模拟粤剧舞台形成创新产品形式，并通过手势操控

来完成产品的交互功能，在声、色、光等感知要素中

给予用户方寸之间粤剧的临场感，加以五彩缤纷的岭

南色彩风格及传统图腾，在传统符号与现代技术的交

融中，展现粤剧在岭南文化滋养下亘古不变的创新精神。 
 

 
 

图 13  互动式粤剧播放机 
Fig.13 Interactive Cantonese Opera player 

 

当然，粤剧文创产品设计应开发粤剧独到的新文

创模式，使粤剧独特的岭南意蕴通过耳目一新的创新

方式走进日常生活中，从而激发消费者的兴趣，提升

粤剧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并以创新科技驱动地域文

化的良好发展。在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粤剧文创产

品的地域性表达需要进行多个策略融合方能实现。策

略的融合实践通过岭南主题的物化呈现，在创新设计

思维中塑造粤剧文创产品体系，更能满足求新求变的

时代需求，提高粤剧文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而发

挥文创产品的创意价值，最终促进地域文化的继承、

创新与发展。 

4  结语 

随着消费者对地域性文创产品的需求日趋提升，

设计师有意识地使用粤剧艺术的地域文化转译方法，

从凸显岭南文化特色的地域艺术特征出发，可有效解

决现有粤剧文创产品的形式同质、体验单调、语义浅

薄等问题，并设计出优秀的文创产品，从而提升岭南

文化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能够在粤剧文创产品中凸

显粤剧艺术的地域文化特征，有助于在全球化语境中

以产品为载体呈现粤剧的新时代形象。此外，设计师

通过整合地域资源，归纳粤剧艺术表征，可大大彰显

岭南艺术审美价值；同时充分挖掘粤剧艺术内涵，可

为消费者构建更具表现力的岭南人文意境产品；通过

结合粤剧艺术行为要素，融合新兴产物展现岭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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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将粤剧文化转译为实用性、美观性、地域性兼

备的文创产品，让用户在充满岭南韵味的审美活动中

体味岭南文化的艺术魅力，并以此来助力地域文化的

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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