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4 卷  第 12 期 

400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3 年 6 月 

                            

收稿日期：2023–01–22 

基金项目：2021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J2021932）；2021 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1YY171） 

作者简介：盛卓立（1980—），男，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情感化设计、设计管理。 

通信作者：孙琪（1984—），女，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管理、展陈设计。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盛卓立，孙琪，王慧敏 
（晋中信息学院，山西 晋中 030800） 

摘要：目的 探索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路径。方法 博物馆文创产品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多学科产物，

需要展开全面的研究，找出一条适应时代要求和受众需求的文创产品设计路径。从博物馆的发展实际出

发，总结其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多元化尝试，引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实际，总结其中所存在的不足；

从实际设计中的不足着手，分析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在品类、文化、创意等层面的问题；从审美构思、

传神达意和联系生活三个方面归纳总结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路径，同时从宏观的角度，联系博物

馆文创产品的部分设计实例开展深入的探讨。结论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应对有效的传统文化、

丰富的内涵和审美追求有所关照，让自身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以此拓宽

市场，促进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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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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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A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multi-disciplinary produc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museums need us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find a design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 the diversified attempts in the current so-

cial environment were summarized to lead to the actual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museum,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Then, starting from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actual design, the problems in design of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ategories, culture, creativity and other aspects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de-

sign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were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aesthetic 

conception, vivid expression and connection with life. At the same time, some design exampl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were discussed in depth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Effec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rich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 pursui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

seums, so as to fully reflect their own cultural value, aesthetic value and commercial value, expand the market and pro-

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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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博物馆给人的感觉都是厚重且神秘

的，它是中华文明的有效承载者，是历史凝结而成的

空间，置身其中，欣赏着千年文明的精髓，总是能够

激发人们的传承和探索欲望。今天，博物馆开始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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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起来，不再仅限于展品的参观，还进一步增加了

体验内容，以迎合这个体验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趋

势。各种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博物

馆与社会大众的桥梁，让博物馆的文化教育功能得到

延伸，也使其商业价值得到提升[1]。从北京故宫博物

院的“萌萌哒”系列文具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小

夜灯，再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饼干，这些活泼有

趣、充满创意的设计成为人们爱上博物馆的理由，各

色的文创产品让人们无法拒绝，有效提高了他们的兴

趣度[2]。但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仍不够完美，很

多时候会在各种细节上出现不足之处，从而影响其整

体的价值。比如，文化特色不够，在文化符号的挖掘

上多集中于浅层，对受众的吸引力有待提升；品类单

一，多集中于摆件、明信片、胸章、钥匙扣、本子等

产品形式，与其他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区别不够鲜明；

重视对历史的还原，缺少了与时代潮流的结合，新与

旧的割裂难以实现相得益彰的效果[3]。这些都是在当

前这个体验经济时代所必须改变和提升的，将博物馆

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作为一项事业，作为一个工程，

从个性化、体验化、多元化等层面进行升级，让受众

的情感产生代入感，从而更愿意为之买单，才是实现

长远发展的有效路径。 

1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原则 

1.1  实用性 

对产品而言，其所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能够满足

使用者的需求，为其提供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功能

作用。为了引发消费者的兴趣，达到他们的期望值，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必须遵循最基本的实用

性原则[4]。比如，可以推出日用百货、数码周边和家

居装饰品等利用率相对高的文创产品，或者选择布

料、金属、塑料、纸张、原木等材质，避免产品在消

费者的携带和运输过程中意外损坏。因此，从实用性

出发，这是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首要原则。 

1.2  审美性 

消费者对审美一直有着较高的追求，尤其是对博

物馆文创产品这一类型更是有着较高的审美要求[5]。

因此，审美情感的融入是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另一

个原则。以简约化的设计风格为例，设计师在文创产

品设计中可以从功能性出发，对产品的结构、材料等

加以重视，凭借简单的造型、清新的色彩和朴素的格

调来满足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这样

的设计形式有一种独特的形式美，简约中让人感受到

其精致所在。 

1.3  地域性 

因地制宜是造物的原则之一，要求从实际情况出

发，采取不同的措施。具体到博物馆文创产品而言，

这一原则有必要遵循，因为雷同、重复的文创产品必

定会导致产品的吸引力降低、价值弱化，只有因地制

宜，从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出发，才能让文创产品具

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并且在众多的其他博物馆文创产

品中得以凸显，赋予文创产品更加深厚的寓意[6]。 

2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策略 

2.1  审美力与创造力的结合 

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基础有赖于审美力和创

造力的结合[7]。对审美力而言，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过

程中研究博物馆藏品的背景资料，同时考虑文化传播

功能，对产品的形态、功能、色彩等基本构成因素充

分考虑，以消费者为中心，做好设计。在这一过程中，

设计师可以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对传统的色、质、形

进行突破，从人文和艺术两个层面寻找设计灵感[8]。

创造力的激发同样需要设计师拥有长远的发展眼光

和对发展方向的把握，大胆从历史中寻找创造的灵

感，以此拓展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市场和渠道，使其成

为博物馆及其藏品的一种代表形象，展现更多的设计

形式与更加深刻独特的内涵。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代表 IP——唐妞，就是从一尊

唐代仕女俑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的，借助独特的审美

力和创造力，设计师塑造出活泼可爱、造型不一的唐

代仕女俑形象，并且这个形象的特点有一个是特别突

出的，那就是胖，丰满的体态、峨眉高髻、面如满月，

整体保留了唐朝的妆容，但又与轻松活泼的风格相结

合，不但充满了时尚趣味，还糅合了西安十三朝古都

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深厚的文化背景拓展出博物馆文

创产品的宽广渠道，成为了博物馆的代表形象。相关

的文创产品也各有千秋，除了简单的手机壳、冰箱贴、

钥匙链等，还有公仔、抱枕、团扇，有效宣传了西安

的历史文化，也让相关的文创产品变得内涵丰厚，具

备了突出的市场竞争力。 

2.2  传神与达意的追求 

对传神与达意的追求是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

第二重境界，讲究的是以意传神、以形达意。作为设

计者，应从博物馆的藏品、空间、参观者三方面进行

认真审视，找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达方式，从而更

好地使文创产品拥有深层含义、能够让消费者产生联

想，达到文化共鸣的设计效果[9]。在实用性上，博物

馆文创产品设计有着执着的追求，希望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艺术化的同时拥有令人难以忽视的实用性。在艺

术性上，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也追求审美性，而不是

以普通商品来对待，更多的是结合活跃的设计思维、

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合理的艺术元素进行全新的包

装，使之成为拥有独特魅力的艺术产品，从而强化其

市场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市场[10]。在时尚性上，博物

馆文创产品设计更多地将年轻消费者群体作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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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众，结合其所具有的思维活跃、观念新颖、态度

鲜明等特点，创造出了很多迎合市场需求的现代化文

创产品，赋予了文创产品以时代特征。 

“国潮”设计的崛起就是对传神与达意追求的一

种观照，曾经，这样一种设计被人质疑俗套，但经过

当前设计师的创新表达，已经拥有了传统中融合个性

和品位的符号象征，在传统元素的跨界表达中展现潮

流意识和独特风格，这样的设计风潮为博物馆文创产

品设计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引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

的强烈认同感[11]。故宫博物院就曾推出了六色故宫口

红，对故宫文物进行合理的提取，六色故宫口红分别

对应不同的故事，如枫叶红口红就从矾红的百花蝴蝶

纹圆盒中汲取灵感，同时借鉴黄色绸绣绣球花棉马褂

进行外在的造型设计；变色人鱼姬口红则从清雍正胭

脂水釉梅瓶中取色。值得注意的是，口红的上盖四周

统一有着“国潮”设计元素，分别配以蝴蝶、瑞鹿、

仙鹤、蜜蜂等形式，下方的外壳则辅以各种吉祥纹样。

这种“国潮”设计风格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消费者尤其是

年轻消费者的追捧。可以说，其之所以取得成功，离

不开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强烈的传神与达

意的追求，最终才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2.3  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 

在文创产品的带动下，博物馆与大众的距离得到

了有效的拉近，并且这样的文创产品让博物馆的藏品

不再冰冷，而是拥有了一定的情感温度[12]。从这一层

面看，博物馆文创产品在设计时可以从情感角度出

发，从大众的现实需求出发，从大众的生活实际出发，

努力在大众与文创产品的初次接触中就给大众带来

愉悦和惊喜，甚至是心灵上的满足[13]。如此，博物馆

文创产品才能在市场占领和未来发展中占据有利形

势，拓展更大的受众面。 

第一，从功能上实现丰富多样。早期的博物馆文

创产品更加注重纪念价值，所以在设计上总是简单复

制或者提取藏品中的一些典型元素，并不会过多地进

行创造，功能相对单一。但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博物

馆文创产品不断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除了纪念收

藏的功能，其还要具备实用功能和更高层面的精神功

能，所以设计师在对其进行设计时应努力提升使用价

值，甚至赋予一定的教育和象征意义，从而更好地满

足当下消费者的现实需求。 

第二，适当私人定制。随着消费者的追求的逐渐

提高，以及个性化的强烈要求，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催

生了私人定制，各种订制化服务不断涌现，博物馆文

创产品设计也不例外。设计师在设计时可以从宏观视

角考虑，也可以针对个体的消费者进行私人定制，这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多

样化发展，也有利于市场更大范围的占有。在一定程

度上，只要是合理、科学的私人定制，就可以适当进

行尝试。 

3  结语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一直处于探索和

发展中，若盲目、片面为之，必定会令人担忧，甚至

出现一些消极的影响，而一味追求新奇，也难免陷于

娱乐化的泥沼，进而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精神

层面的坚守。因此，在具体的设计中应找到平衡点，

让博物馆与大众的距离拉近，让文创产品与人们的追

求相适应，甚至成为对博物馆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者，

在未来的设计历程中，不断找寻藏品、文化与大众、

时代、审美等层面的平衡点，让博物馆文创产品与人

民大众的连接更加紧密，创造出文化内涵丰厚、底蕴

深厚、形式新颖的好产品，并在审美力与创作力的作

用下，在传神与达意的支持下，在与人们的生活的紧

密联系中成为被市场所接受的文创产品，从而让“文

物活起来”，达到真正的文化服务层面，创立更为完

备的文创产业研发体系，促进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创新

与发展。做到了这一点，文创产品才不是空有其表，

也不是形同虚设，而是一种真实、艺术与审美、实用

的结合体，给大众带来更多的愉悦，给自身创造更大

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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