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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文创产品在新时期的发展机遇及其表现出的创新应用路径。方法 分析文创产品的概念

及其在纪念性、功能性、沟通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结合文创产品近年的发展趋势和具体市场动向

进行探究，挖掘当前文创产品在市场上现实存在的开发层次低、重观赏性轻实用性、同质化严重、推广

欠缺等问题，对未来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进行整理，最后以文化视角开展研究，分析文创产品在推陈出

新、与时俱进、引发共鸣等层面所做的创新性尝试，指出具体应用路径。结论 文创产品在发展过程中

对美学特征、文化元素、人文精神等方面所做的全新的尝试使得各种文化元素可以借助有效载体渗透其

中，产生新型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文创产品的形式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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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HOU Ming-ming 
(Sanya College, Sanya 572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and its important role in commemoration, 
function, and communication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pecific market tren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s of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emphasis on viewing rather than practi-
cality, serious homogenization, lack of promotion, etc. of curr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market were ex-
plored. The design ideas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in the future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researched was car-
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o analyze the innovative attempts in terms of putting forward new idea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resonating to points out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ath. New attem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in terms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elements, humanistic spirit and other aspects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makes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can permeate it by virtue of effective carrier to produce new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
ucts, and further enrich the form and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 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ultural elements; innovation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足，其对文化层

面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且要求越来越高。文创

产品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衍生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

野，并以极快的速度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

为了促进文创产品设计等方面工作的开展，我们有必

要对文创产品进行深入研究，最大化地激活其发展潜

质，以更加独特的外在与内涵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

吸引人们的视线，丰富人们的生活。从市场实际分析，

部分文创品牌没有通常品牌的设限，更多的是服务于

设计师的创意和生活的周边，其类型主要包含服装、

餐具、文具、玩具、家具装饰等方面，虽然这些产品

在图案、材料、工艺等方面大多做到了文化和创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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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但这并不能代表文创产品已经发展到顶端、完

全无需创新[2]。相反，我们要超越当下的审美观，抑

或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新内涵，以新奇的艺术审美和丰

富的内涵给消费者带来更加理想的情感体验，进而赢

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1  文创产品概述 

文创产品是从文化创意产业衍生出来的，主要包

含创意内容、载体两部分，是经过设计师的思考、创

意以及制作产生的产品[3]。具体来看，文创产品设计

师需要从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等视角进行探寻，

挖掘典型的文化元素和特色，并将其融入产品设计及

加工过程中，实现创意、文化、内涵的多重表达。与

普通文化产品不同的是，文创产品更具设计感和创意

感，对文化性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突出强调，能够满足

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和精神需求，尤其是其中所蕴涵的

文化特质，更让消费者获得了一定的精神慰藉和寄

托，满足了消费者的审美需求，激发了消费者的内心

情怀，这恰恰是文创产品自身的作用和意义所在。 
鉴于文创产品的特殊性，其在纪念性、功能性、

沟通性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4]。纪念性多表现在文

创产品中有一部分是仿制文物，是一种纪念性的存

在，让人们进入一种回忆，而这正是文创产品自身特

有的。功能性多表现在其创意基础是实用性和便利

性，所以多会以生活中的改良需求为基点，借助创新

思维解决问题。沟通性则主要是指文化创意产品与人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着很强的实用性，能够让人们

在审美欣赏的同时深刻了解历史文化内涵。 

2  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存在的问题 

文创产品虽然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在取得成

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文

创产品的实际发展[5]。综合分析，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2.1  重观赏性轻实用 

对于一个文化产品而言，其存在必须与文化需求

相匹配，如果脱离了市场需求，那么极有可能失去生

命力。当前的一些文创产品之所以市场前景不好，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过于重视自身的审美价值，忽视了实

用价值，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加之部分文创产品过

于高端，价格昂贵，更让一般的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从而阻碍了文创产品的市场推广[6]。 

2.2  开发层次偏低 

市场上部分文创产品虽然标榜的是文创，但很多

都是对现有文化产品的简单复制或按比例创造，也有

一些直接将文化元素印制在抱枕、丝巾、手机壳上，

整体的开发层次偏低，缺乏吸引力。当消费者看到大

同小异、简单重复的文创产品时，自然不会产生驻足

欣赏或购买的欲望[7]。 

2.3  品种创意单一 

在不同的地域，文创产品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形

式，无论是雨伞、项链、手机壳、文具还是耳机、台

灯、杯具，都可以在其他地域轻松找到类似款或者同

款，这种单一性的创意导致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难

以实现理想的设计效果，更无法获得人们的认同。 

2.4  市场推广欠缺 

专业的市场化运作的缺乏，整合营销活动的缺

少，都给文创产品的市场推广带来了障碍[8]。相关的

文创品销售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销售理

论教育，在销售过程中缺乏专业的销售技巧和基本的

销售热情，这严重影响了文创产品的市场推广。 

3  新时期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新路径 

新时期的文创产品设计要从创新性出发，尽量避

免低层次、低标准的开发方式和单一的创意、缺乏实

用性等不足，精准把握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市场定

位，结合当下的审美方式，开发出更具特色的文创产

品[9]。以下主要针对文化产品在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引发共鸣等层面对文化元素的创新应用展开具体的

探讨。 

3.1  推陈出新：历史文化元素的新生 

在我国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文明及历史的逐渐发

展造就了我国特有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元素又在发展

过程中逐渐外延并与各种新型的艺术形式相融合，实

现了更加长远的文化传承[10]。文创产品对历史文化的

继承与发展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设计师结合文化元素

进行现代化的设计创意，再借助现代加工生产制作出

全新的文创产品，更好地满足了现代人的生活情趣的

追求和精神审美的需求。从具体的设计实践来看，一

方面，历史文化元素的融入要进行深入的挖掘，充分

提炼其中的造型语言，讲究较高实用价值；另一方面，

历史文化元素的融入要具备很高的观赏价值，避免出

现过度追求文化特色影响使用功能的现象，同时要在

世俗观念、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创新。 
关于历史文化元素的选择，设计师可以将取材的

视角聚焦于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等方面，从

中进行艺术化的提炼，将其与文创产品巧妙地结合在

一起。比如《山海经》中提取的鱼元素、古代流传下

来的鱼文化等都可以与文创产品进行融合，设计出充

电宝、缠线器、艺术摆件等产品，突出其中的文化特

色和实用功能。在一款瓷灯文创产品设计中，设计师

就将与鱼相关的文化元素进行了艺术化的创新改造，

并借助不同透光性材料设计成莲花造型，实现了有趣

的光影效果。此外，历史上很多的代表性文化如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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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青花元素等都可以与文创产品设计挂钩，借助

定向设计、仿生设计、反向设计抑或组合设计等方法

进行合理使用，再充分融入现代性元素，实现外观与

功能的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多

样化需求[11]。 

3.2  与时俱进：影视文化元素的渗透 

影视文化中包含有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多

种元素，这些元素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并随着影

视作品的播出而逐渐受到人们的追捧。在文创产品设

计中应用流行影视文化元素，能够为文创产品提供新

的生命，既有效丰富了文创产品的内涵，又提高了文

创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借助这样的影视文化中的流行

元素进行创意设计便成了创新的设计方向。有了这样

的文化元素的辅助，文创产品的文化内涵得以提高，

市场份额也得以拓宽，有效推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稳

步发展。 
从影视文化中提取设计元素后，文创产品的设计

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姿态，现代风格、奇幻风格抑或

后现代风格未来主义风格，都以最大限度地吸引消费

者为目的，追求对消费者视听体验的深层次满足。电

视剧《花千骨》中古灵精怪的“糖宝”就深受电视观

众的欢迎，将这一影视文化元素进行形象化的提取，

与文创产品充分融合在一起，可以借助电视剧的东风

将后续的文创产品——“糖宝”纺织小玩偶进行有效

宣传，从而在更大限度上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并对

该文创产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以游戏为基本的题材

而展开剧情，这对游戏类文创产品设计有着极大的参

考价值。设计师在进行相关的文创产品设计时，可以

对该电视剧中的相关元素进行艺术化的表达，充分发

挥影视作品的诱导作用，赋予作品新的造型语言、表

达形式，使这样的文创产品更富时代趣味，包含一定

的流行取向。 
需要注意的是，影视文化本身就是创意设计的一

种类型，其多会通过在内容上加入一些其他影视剧中

并未出现过的文化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吸引力，从

而调动他们对影视剧甚至其中某个代表性的点的视

觉影响与把握[12]，否则同样会显得滞后并与现代社会

格格不入。 

3.3  引发共鸣：地域文化元素的贯穿 

文创产品是一种艺术衍生品，其多源于地方文

化，在创意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转变创意思路，从而

成为了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13]。文创产品的设计离不

开地域文化的加持，只有将地域文化重新解构，并与

文创产品融会贯通，才能设计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

文创产品，实现特色化展现。通常而言，地域文化主

要是某个特定区域的文化特征的集中展现，有着普遍

性、独特性、差异性、渗透性、影响性等特点，其在

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有效贯穿，应把握其本身的核心价

值，将文化意义和视觉美感结合在一起，有效引起人

们内心的共鸣。 
徐州的汉兵马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其与西安的

秦兵马俑存在明显不同，突出表现在徐州兵马俑景区

的文创设计中。从那些以这一典型的地域文化符号进

行开发设计的旅游文创产品可以看出，整体的地域性

文化元素十分突出，既宣传了徐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基

本精神，又将这一文化品牌进行了更加深刻地宣传展

示，效果令人满意。 
总之，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应从地

域性出发，正确选择叙事情境的建构模式，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可以接受并乐于接受的文化产品类型。这正

是新时期文创产品的创新性表达。 

4  结语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从表

层来看似乎出现了文化趋同的现象，但尊重多元文化

的呼声从未减少。作为文创产品设计师，必须结合开

发形式的特点、历史及文化内涵，探索新的途径。在

进行文创产品的设计时，设计师要将文化创意产品与

消费者情感联系起来，形成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关键

点，同时从历史文化、影视文化、地域文化等方面进

行实际的灵感探寻和形式的丰富，如此文创产品才能

走得更远，实现大跨步式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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