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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数字化交流快速更迭的今天，国内的文化创意产品展现出积极的发展势头，大量传统元

素、民族元素、地方元素融入其中，使得文化创意产品朝着传统与现代、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立体化方向

发展。文化创意产品不再仅限于对某种文化的直线表达，而是逐渐融入到地方文化中，形成具有地域特

征的文创 IP。这类的文化产品不仅推动了地域文化的传播，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经济、人文等多方面的发

展，提供了有效的地域发展新路径。通过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与梳理，将其文化要素进行归纳，提炼出适

宜文化创意设计的落脚点，并适应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以此进行多维化立体式的可持续发展。

方法 以多维视角来分析文化产品对地域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结果 通过对地域文化、地方经济、区域政

策、人文环境的研究和整理，理清促进地域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的关键要素。结论 开辟出了一条既能传

承发展地域文化，又不影响当地生态平衡，同时能够综合促进地域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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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LIU Bin 
(Tianjin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fast changing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domest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shows a posi-

tive development momentum, with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national elements, and local elements inte-

grated into it, mak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 in a three-dimensional way, where tradition and moder-

nity,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coexist.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linear expression 

of a certain culture, but gradually integrates into the local culture and form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P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ot only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humanities and other aspects, providing an effective new path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udy and sorting of regional culture, its cultural elements are summarized to extract the ap-

propriate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foothold, and adapt to the loc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so as to carry out 

multi-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nd crea-

tive industry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By studying and sorting out regional culture, 

local economy, regional policy,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are clarified. In this way, a new path can be found which can not only inherit and develop regional cul-

ture, but als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without affect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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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文化自信，在这一思想理

念的指导下，我国的文化事业稳步发展。对于文化的

研究，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壁垒，使得文化与周边领域

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更加频繁，这种立足本土文化、

着眼世界文化的发展模式使得我国文化领域的研究

框架更加系统化、模式更加规范化、方法更加科技化。

立体化的文化产品新模式成为了文化交流与发展的

新纽带，是文化自信与时俱进的新趋势。 

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文化现象，文

化类型、文化活动、文化设计、文化艺术、文化人群

等，应运而生了相应的文化产品。文化领域不再只是

高知人群和科研人群的聚集地，而是真正地走向了大

众。一方面，大众开始尝试运用现代人的视角和生活

方式去了解文化、认识文化、接触文化、创新文化，

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1]；另一方面，通过两者间的相

互作用，可以将我国的优质文化传递给大众，让更多

的人了解我国的文化瑰宝。新的文化传播方式提高了

人们的参与度与体验感，开启了大众与文化之间新的

互动方式，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在带来新的挑战的同

时，也成为了推动文化创新的关键性动因。我国的地

域特色文化种类较多，为了适应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

和推广地方文化，衍生出了带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

创意产品[2]。 

1  地域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现状 

地域文化的形成源于日积月累的地域特征、风土

人情以及历史发展的积淀，这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的

过程。研究人员为了更好地研究地域文化，会将其进

行分类，以现有地域文化形态进行划分，大致可分为

两大类别：一个来自于文化发展的静态沉淀，这种沉

淀来自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另一个源于动态发展，主要

体现在社会人文背景的主观改变。一方面，地域文化展

现出这个地区的历史足迹、文化特色以及民众的生活方

式、耕作习惯；另一方面，人文现象的改变对地域文

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客体的发展和主

体的影响，碰撞出了地域文化中的独特性和排他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和城镇一体化的推

进，地域文化也悄然发生变化，这种适者生存的生境

让一部分地域文化逐渐消逝，一部分艰难地生存下

来，一部分被商品化。这种现状的产生来源于现代社

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这种影响在带来巨

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1.1  客观因素 

目前，地方的文化创意产品可谓是琳琅满目，既

突出了地域人文，又能结合时下的设计，颇受人们的

喜爱。但创意产品市场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这类

现象的产生，有地域文化本身的制约性，也有来自于

外部环境的局限性。一方面，地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出现不适应情况，主要是现存地域文化无法与现代技

术相结合，只能靠传统工艺维持，一旦出现手艺人断

层，那么地域文化将无法传承发展；另一方面，当地

的经济水平高低、政策帮扶制度是否完善、文化发展

程度等外部因素在推动地域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的同

时也会对其产生制约性，制约其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

一就是地域特色文化的拿来主义现象严重。在文化创

意产品发展中，要植根于文化，突破于创新，不能简

单地嫁接搬运，要进行深度的脉络研究，归纳整合，

通过关键文化基因的嫁接来进行地域文化创意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元素提炼与设

计，将其他相似或者相关文化创意元素直接应用，就

会导致文创产品出现生搬硬套的廉价感。这种地域文

化的转述表达缺少实际的文化内涵，不具有相应的地

域文化价值。究其原因发现，在地域文化转述上，缺

乏相关组织或人员对地域文化加以梳理，欠缺相关设

计团队或设计人员对文化元素的提炼与设计，因此，

导致现有的一些文化创意产品不能够很好地表现出

该地域的文化精髓。人们在接触地域文化创意产品

时，察觉到与某地区的产品雷同，缺少该地域文化的

独特性，这种文创产品降低了人们对地域文化的求知

欲与猎奇心。这些因素都是在地域文化创新应用中存

在的客观问题[3]。比如脸谱文创设计见图 1，扇子是

以传统京剧脸谱为要素进行设计的，在设计中将脸谱

与现代设计表情包进行结合，虽然有一定的创意理

念，但是在结合上并没有很好地将脸谱元素进行提炼，

而是直接在五官中加入表情，过于生硬，不够精致。 

1.2  主观因素 

地域文创产品的最终服务对象是人，造成其发展

缓慢甚至滞后的另一大诱因来源也是人。首先，人们

对文创产品的认知相对比较单薄，一部分当地人认为

这种产业的发展会打破地方传统产业结构，另一部分

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一个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往往是要

以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这一层面，这种有敌意的想法

使地域文创产品的发展寸步难行。其次，现有的相关

方面的人才储备不足甚至断层。最后，作为地域文创

产品最终输出的受众，其接受度和认知度也存在着参 
 

 
 

图 1  脸谱文创设计 
Fig.1  Faceboo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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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齐的现象。 

文创产品最后服务的对象在于大众，但现有的文

创产品的设计形式无法与大众的实际诉求相一致，因

此，在构建地域文创产品初期，就应有一个明确的定

位，了解自身地域文化的特色，了解人文特征以及地

理环境风貌，通过这种清晰的产品定位逐渐辐射各类

群体。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绸粘缎山水楼台

图木柄团扇见图 2，其整体造型呈葵瓣状，以绸面为

底，上面粘制山水楼台，整体扇面兼有远山近水、祥

云、楼阁等。扇面很好地将水墨色彩和层次以堆栈的

手法进行了表现。整体采用画与粘的手法展现，扇面

既丰富又具有立体感。 

地域文化对于大众大致有两个层面的影响：一是

对于了解该地域文化的民众或者是本地居民来说，其

文创产品的形式要能够直接与人们产生共鸣点，能够

有据可依、有迹可循，让人们能够寄托情感。二是对

于第一次来到该地区或者不了解当地地域文化的人

们，可以通过地域文化创意产品立马了解到最具当地

文化特色的元素，让人产生猎奇的心理[4]。目前，地

域文创的形式较单一，设计的目的性不明确，表达不

够清晰，无法满足大众的认知心理与实际需求。 

2  文化产品的融合性价值 

2.1  文化依托与延伸 

文创产品是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以创新科技为

依托、以文化为基础、以创意为设计研发前提的新型

产品。是以文化为主旨，创新为理念的新型产业，强

调依托文化价值为背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力

进行产业链形式的开发，利用供需关系的变化来推进

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发展。这种以文化为根本、创新性

为核心、设计为手段、技术为动力、产业链形式为载

体的朝阳产业，已然成为了新的发展趋势，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 
 

 
 

图 2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绸粘缎山水楼台图木柄团扇 
Fig.2  Cultural Crea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Silks and 
damask landscape tower drawing wooden handle tuan Fan 

文创产品将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多元化的延伸

和创新化的诠释，赋予了那些远离人群的文化领域新

的属性与价值，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为

切入点，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文化的单向输出，让人们

主动参与到文化创新中去，从空间上和时间上拉近了

两者之间的距离，产生了相辅相成的关系[5]。 

早期，一些文化内容在传播方式上大多选择口口

相传或者纸媒的方式，以广告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

前，人们在接收文化的时候缺乏相应的主动性和参与

度，一段时间过后，对其文化内容及文化价值的记忆

程度逐渐下降。文创产品的出现有效地让人们自主地

对文化信息进行筛选，自觉参与到文化现象中，及时

捕捉其内容与价值，产生良好的互动体验。 

2.2  文化形式与融合 

通过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引领人们追求更加丰

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满足基本的物质功

能需求，而且还能提供精神层次的体验与享受[6]。其

主要是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加以实现，运用产业化的

形式进行文创产品的输出，是集文化性、知识性、科

技性、价值性、多元性、系统性为一体的新型产业模

式。文创产品通过文化 IP 的设定，利用数字媒体技

术、现代设计理念、美学心理、市场规划、商业周边、

品牌效应等多种形式进行表现。故宫文化创意 IP 的产

生使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光

彩，将故宫的文化瑰宝进行传承与发展，以现代社会

背景为切入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引用现代人们的

生活行为方式，结合文化内容，设计出既符合现代社

会发展，又不失传统文化底蕴与价值的文创产品。故

宫文创 IP 的成功有着故宫深厚的文化底蕴加持，将

一件件普通的产品转变为人们热议的文创产品，发掘

出中国历史文化价值与自身文创 IP 流量的产业链，

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文化价值深远，深受人们

喜爱[7]。 

3  地域文化产品发展要素研究 

3.1  掌握大众的心理诉求 

文创产品之所以在我国能够迅速发展，首先是我

国的历史悠久，承载了五千年的文化文明，其文化精

髓不胜枚举。其次，近几年国内大力扶持地方特色文

化，倡导文化自信，寄希望于通过地域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以文化向心力为指引，大力发展创新产业，提

高人们的认知度。最后，地域文化产品发展的关键在

于文创产品能够在保留自身文化属性和价值的前提

下真正做到与大众心理诉求相契合，在消费导向与审

美标准上尽量与人们的心理诉求达到统一水平[8]。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满足于产品的功能性

价值，开始逐渐关注具有故事性的产品，通过这种故

事性的叙述，更能让人们产生认同感，使得这种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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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被人们所推崇和喜爱。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性心

理，多数文创产品打破了惯有思维，将现代设计理念

和技术与地域特色文化相结合，这有利于满足现代人

的审美方式，在产品上附加文化属性利用故事的代入

感和沉浸感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从而改变人们对地

域文化的刻板印象[9]。 

比如洛可可公司推出的“龙宫嘻游”系列产品（见

图 3），将连云港丰富的旅游资源与传统龙宫的故事

相结合，放大了连云港地域特有的神话题材，打造成

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品牌文化，促进了连云港旅游文化

事业的发展。 

3.2  文化产品的年轻化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在文创产品的消费购买力
上，年轻消费群体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意
味着年轻消费群体对文化的认知度和需求度有所增 
 

加，这种积极的现象，不仅提高了文化现象在年轻人
中的认知度，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且也为文化
的传承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基于这种文化性消费群
体的变化，使得文创产品的开发需要进行较合理的群
体划分，以此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消费群体的诉求
点。针对年轻的消费群体，在产品的创意上需要贴近
年轻人的工作特点和使用习惯，为此，文创设计需要
倾向年轻化、娱乐化、亲民化，将年轻人喜爱的生活
方式融入其中，在文创推广上采用文化价值的故事
性，不仅满足了年轻人的文化性消费心理，而且也促
进了价值消费的可持续性。比如《故宫猫》文创形象
见图 4，其背景是基于故宫典藏中大量猫的形象，像
《五狸奴图》中将猫的各种形态进行了表现，时至今
日，还能在故宫里见到一些猫的影子。为此，洛可可
公司还推出了《故宫猫》文创产品见图 5，其呆萌的
卡通形象受到了年轻群体的喜爱。 

 
 

图 3  “龙宫嘻游”系列产品 
Fig.3  “Longgong Xiyou” seri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图 4  《故宫猫》文创形象 
Fig.4  “The Palace Museum Cat” Text an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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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故宫猫》文创产品 
Fig.5  “The Palace Museum C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图 6  “敦煌礼盒” 
Fig.6  “Dunhuang Gift Box” 

图 7  一天就消失的巨型浮雕沙画 
Fig.7  “Disappear in a day” giant relief sand painting 

 
年轻化的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

迎合了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将传统意义上的卖东西转

换成诉说文创产品背后的故事与情怀，准确地切入到

了这类消费群体的心理诉求，这种传递方式让人与物

之间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形成了最坚实的情感纽带

和情感认同，提升了地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3.3  地域文化再设计 

受社会发展、环境改变、人类迁徙活动等诸多影

响，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传统

的地域文化或多或少出现了改变或者断层的现象，为

了延续这些地域文化，使之焕发生机，需要注入新的

生命之源。为此，文创产品利用现在的技术方法将地

域文化进行提炼加工，并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衍

生出了既具有传统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又符合大众

审美心理的文创产品[10]。 

甘肃地区的敦煌文化除了敦煌博物院推出的文
创产品之外，还与一些品牌进行了合作，进行了地域
文化再设计。比如与良品铺子合作设计的“敦煌礼盒”
见图 6。为了呼吁大家保护敦煌石窟，还在敦煌鸣沙
山创作了一幅一天就消失的巨型浮雕沙画见图 7。 

地域文化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两种载体，一种
是物质形式的载体，另一种是非物质形式的载体。对
于物质形态的文化元素，可以在保留地域文化精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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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元素重构，利用现代的设计思维
进行创新。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则需要利用现代技术
进行合理加工，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
非物质文化的展现，需要增加人们的其他感官体验，
让人们能够切实了解到地域文创的价值。 

基于以上表述不难看出，通过文化创新进行地域

文创产品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地域文化与文化

创意的融合问题[11]。如今的地域文化发展方式不再仅

限于单一的教授学习、被动接受，而是应该整合地域

文化与地方资源，形成既可以循环发展，又能交互联

动的特色产业链，将科学化、信息化、多维化的发

展方式进行实际应用与操作，切实做好多维度的地

域文创产品的发展措施，增加人们的信息传递，培

养相关设计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合理进行地域特色

资源开发。 

4  地域文创多维立体式创新发展 

4.1  政府支持，协助引导 

地方产业的发展除了自身科学规范的运作外，还

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政策与法规，健全的政策制度能够

有效地指引地域文创产品的良性发展。根据地域特

色，可以与周边省市进行联动，将本地区的特色文创

产品进行输出，精准投放市场。同时也可以引进周边

省市的企业入驻，有效地衔接文创产品链。另外，还

可以对文创产品进行专项支持，将特色文化、特色产

品进行创意征集，以此来提高对地域特色文化及产品

的关注度[12]。 

4.2  线上线下，齐头并进 

在数字媒体成为时下信息交流主流媒体的今天，

线下传统方式宣传的影响力日渐减弱，有效信息的传

达局限性逐渐显现。传统的宣传模式较为单一，属于

直线传播，缺少持续性，不能有效地将内容反复传递

给人们，大量的宣传投资消耗不仅增加了成本，其成

效也微乎其微，因此，利用现代数字平台进行推广势

在必行。依靠网络平台发布文创产品，并用故事性方

式进行解读，利用信息可视化技术对产品的创作灵

感、设计来源，以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进行诠释，建

立起与消费人群的关系。这种交互方式可以让消费者

足不出户就能直接了解文创产品[13]。 

线上宣传的优势在于其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

信息接收及时、成本投入少。但同时也要做好线下宣

传工作，可以定期开展一些体验活动，让更多企业、

社会团体或个人能够亲身体验文创产品，近距离地了

解这些文创产品的诞生过程。同时，为文创产品提

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做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以此助力地域文创产品

的发展。 

北京故宫文创产品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

宣传，线下店通过快闪的形式，让人们体验到了故宫

文创的魅力，北京故宫文创快闪店见图 8。在几大电

商平台中也有专营店，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见图 9。

除此之外，还通过公众号不时地推送一些新的信息和

资讯，不仅有新的文创产品的推广，而且还能让人们

了解一些和故宫相关的历史文化、经典故事、典藏来

源等。既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又提升了人们的精

神追求。 

4.3  打造品牌，提升实力 

地域文创产品需要强调内涵化的设计，通过打造

具有情感关怀的产品，将地域特色文化融入其中，创

造性地进行产业输出[14]，这就必须在设计之初保留产

品本身的价值，巧妙结合地域文化，把握两者之间的

共性与个性取向，形成独特的地域品牌文化。对于地

域性文化产品，其关键不是将文化产品进行过度包

装，而是通过最朴实的故事去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

增强文化产品的情感温度。 

文创品牌的树立不仅能够提高地域特色产业的

知名度，为地域文化地域性经济带来新的推动力，而

且还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地域文创

产品要扎根于本土文化，从中获取灵感素材，而不是

直接套用成果[15]。只有树立自身地域文化自信，才能

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文创品牌。 
 

 
 

图 8  北京故宫文创快闪店 
Fig.8  A pop-up cultural store at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图 9  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 
Fig.9  The Palace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Flagshi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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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从多维的角度探索地域文创产品发展的可行性

方案，为区域文化、地方资源和区域经济提供新的发

展路径。将文化创意热的发展机遇与地域文化相结

合，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地域文创产品的发展要

根植于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优化整合区域资源，利

用数字化大平台，实现走出去，为地域文创产品的发

展寻求一条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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