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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系列化文创产品开发中多元化设计模式的应用。方法 首先，从系列化文创产品设计的

构成要素出发，搜集多类型文创产品样本，采用聚类分析法、分析比较法、归纳总结法、图谱分析法等

方法对设计对象类型、文化元素提取角度、设计方法、产品类型、色彩方案等方向进行研究。在此基础

上，形成多元化设计流程框架，构建系列化文化创意产品多元化设计模型。最后，通过赛珍珠文化案例

验证文创产品多元化设计模式并进行设计实践。结论 多元化设计模式能够在系列化文创产品开发中，

充分发掘设计对象的文化特征、结构化设计流程、明晰设计步骤、提炼设计要素，从而达到管控整个设

计活动，提升整体的产出效率的结果，以此激发文化市场的活力，满足当前市场巨大的消费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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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JIANG Si-ju, LU Zhang-ping, LI Ming-zhu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design pattern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First, starting from the elements of seri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ollecting multiple typ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samples, and us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analytical comparison method, inductive summarization 

method and map analysis method to research design object types, cultural element extraction angles, design methods, 

product categories, types, color schemes. On this basis, the diversified design process framework is formed, and the di-

versified design model of seri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constructed. Finally, through the Pearl S. Buck culture 

case verify the diversified design mod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design practices. Diversified design mode 

can fully explor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objects, structural design process, clear design steps and refine de-

sign el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ri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o as to control the whole design activitie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output efficiency. So as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cultural market and meet the huge consumption 

gap of the curren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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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品是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热门

方向。作为文化与设计的融合产物，文化创意产品通

过创意化的思维，将文化与功能产品有机结合，赋予

了产品新的内涵，也为文化传播找到了新的载体[1]。 

多元化设计是系列化文创产品开发中的一种常

见形式，其具体表现是以设计对象的文化特性为素

材，衍生出承载其文化特征的多类型产品。在文创产

品开发中，多元化设计的应用提供了高效、快速的文

创产品产出效率，是系列化文创产品开发的有效形

式。本文将从多元化设计流程入手，从构成要素角度

对多元化设计进行剖析，探究系列化文创产品产出的

一般规律，为相应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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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化设计流程的构成要素分析 

文创产品设计研究通常涉及各种设计要素的整

合与应用，作为文创产品开发的一种形式，多元化设

计同样需要整合各类设计要素 [2]。当确立设计对象

后，多元化设计首先需要收集设计对象的相关资料，

其次以剥离的形式从设计对象中提取具有特征性的

文化点作为文化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再次对文化元

素进行艺术化的转换，运用不同的设计方法对单一或

者组合的文化元素进行处理，形成艺术化的设计元

素。最后将设计元素与设计者认知范围内的多类型功

能产品进行适配融合，形成“一点多元”的系列化文

创产品。 

以卢浮宫金字塔系列化文创产品设计为例，见图

1。设计师以卢浮宫金字塔为设计对象，提取金字塔

造型作为文化元素，运用设计方法进行文化元素的艺

术化表达，形成金字塔重构造型的设计元素，最后与

多类型的产品进行融合，形成多元化的卢浮宫金字塔

文创产品。由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多元化设计模式主

要构成要素包含：设计对象、文化元素、设计元素、

元素提取角度、设计方法、产品载体、系列化文创产

品等 7 个方面。其中设计对象属于输入项；系列化文

创产品属于输出项；文化元素、设计元素属于关键要

素；元素提取角度、设计方法属于方法论；产品类别

属于资源库。各构成要素整合运作，构成了多元化设

计流程。 

2  基于案例研究的文创产品设计对象分析 

从多元化设计流程的构成要素出发，首先需要对

文创产品设计对象进行系统的解读，充分了解设计对

象的内容、类型、特征等。本文将通过案例研究法和

文献研究法，对文创产品研究文献进行内容梳理，提

取设计对象并按类型进行题材分类，然后对相应题材

进行解读并分析其文化元素筛选角度。 

在文献样本选取上，在知网中以文创产品、文化

创意产品、非遗文化产品为主题检索，摘取文创产品

设计理论、设计方法、设计应用等研究成果共 30 篇，

主要从文献研究对象、题材类型、文化元素等方面进

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由于文化的交融性特征，研

究对象题材类型边界的模糊性较大，可能存在部分题

材相互涵盖的现象，因此本文只分析具有通俗代表性

的题材类型。分析归类后，从中筛选出典型案例进行

研究，见表 1。 

 

 
 

图 1  卢浮宫金字塔系列化文创产品设计案例 
Fig.1  Design case of seri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Louvre Pyramid 

 
表 1  文创产品研究文献案例分析 

Tab.1  Literature case analysis char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research 

文献 研究对象 题材类型 文化元素 

泰山石敢当文创产品的现代设计与运用研究[3] 泰山石敢当传说 神话传说 
石敢当形象、精神石虎、石狗

形象 

秦绣抽象几何纹样提取与设计应用[4] 陕西秦绣 区域特色 秦绣图案 

唐三彩的艺术特征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研究[5] 唐三彩 器物 唐三彩骆驼、马的造型、色彩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设计研究[6] 十二生肖 通俗文化 十二生肖形象 

基于山东民间故事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7] 梁祝典故 典故事迹 梁祝典故的色彩、环境、情节

李白文化在现代创意产品中的设计再生[8] 李白 人物 《将进酒》诗歌意境 

致敬经典《西游记》主题卡通形象及文创产品应用研究[9] 《西游记》 著作 《西游记》人物形象 

道学文化在武夷山文化旅游产品设计中的应用[10] 武夷山道教文化 宗教文化 武夷山道学造型、纹样、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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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文献分析列表可知，文创产品设计对象

主要分为 8 种题材，分别为神话传说、区域特色、器

物、通俗文化、典故事迹、人物、著作、宗教文化等。

通过文献查阅，分别对 8 类题材进行解读，然后按照

题材特点分析各类题材的文化元素提取角度。同时，

根据文化元素能否被人体感官直接感知为判断依据，

将文化元素区分为显性元素和隐性元素，因此在分析

文化元素提取角度时需要考虑文化元素的显性、隐性

问题[11]。具体的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文创产品题材分析 

Tab.2  Theme analysis char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设计目标类型 类型介绍 文化元素提取角度 

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指民间对超能力的崇拜而想象的故事，或对不可理解的超自

然现象的统称。在科技蒙昧的时代，人们习惯将一些难以理解的超自然

事物视为神迹，并口口相传。随着时间的流逝，事物的起源已难以考究，

口口相传的故事成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是通过艺术加

工，真实性有待考究的故事，以神话传说为设计对象的文创产品通常以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作为文化元素，具有显著的神话色彩 

显性：地点、人物、物品、场

景、事迹 

隐性：时代背景、后世评价、

影响、精神内涵 

区域特色 

区域特色是指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或事物，是地域人民世世代代生

活总结而来的物质与精神的结晶。由于区域特色文化与事物的流传性局

限于地方，因而除限定区域外，其他地区的民众对其认知度可能会有限。

以区域特色文化或事物作为设计对象的文创产品通常具有浓厚的地域

风味，其目的通常是为了区域文化能够更好地传播与传承 

显性：名人、建筑、服饰、饮

食、习俗、物品、事迹 

隐性：文化内涵、影响、思想

器物 

器物指器具和货物，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的实物产品。文创产品设

计对象中的器物泛指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或者具有纪念意义的物

体。当以器物作为设计对象时，文创产品的设计本质上是对器物文化内

涵的移植，是将器物中蕴涵的文化内涵通过全新的艺术化手法再度表现

的形式 

显性：设计者、造型、材质、

功能、色彩、图案、使用场景、

生产方式、 

隐性：内涵、意义、影响 

通俗文化 

通俗文化一般是指具有广泛传播性和普遍认知度的文化，是经过历史洗

涤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一般而言，文创产品设计研究的通俗文化包含

广为流传的思想、前人总结的知识经验以及民间习俗等。作为人类文明

的宝贵财富，通俗文化是承载着人类智慧的历史结晶，对人类社会的发

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性：图案、色彩、习俗、人

物、物品、事迹 

隐性：思想、文化内涵、影响

典故事迹 

典故是指典制和掌故，出自《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

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12]典故事迹

是指真实发生在历史中的事情，在汉语中的意思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诗

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的词语；二是具有教育意义且大众耳熟能

详的公认的人物、事件。作为大众熟知的事物，以典故事迹作为设计目

标的文创产品具有强烈的纪实性以及鲜明的文化特征性，能够巧妙地唤

起大众对事件的认知，达到传播文化内涵的效果 

显性：发生时间、地点、参与

人物、物品、环境、情节 

隐性：时代背景、后世评价、

重大影响、文化内涵 

人物 

人是构造人类文明的主体，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接受者。文

创产品设计对象中的人物主要是指在历史上具有杰出贡献或经历过重

大事件被人们所熟知的个人或群体，这类人往往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

征，是常见的设计目标之一 

显性：人物形象、事迹、著作、

居所、相关人物、 

隐性：重大影响、评价、时代

著作 

著作是个人或群体通过主观能动思考对客观世界的精神性创作，是首次

出现且前人没有记载的成果。从现代认知角度分析，著作一般包括文章、

报道、小说、影视作品、音乐、平面绘画等。由此可见，著作偏向于非

实体性的精神内容，因而文创产品的设计也可能主要偏向精神内涵的表达

显性：作者、名称、表现手法、

情节、人物、物品 

隐性：创作背景、内涵、评价、

影响 

宗教文化 

宗教是人类精神文化中关涉人生意义和终极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13]，是

人类精神中存在的一种信仰。而宗教文化则是宗教内在包含的人、事、

物、思想以及精神的综合。从文创产品设计角度而言，以宗教文化作为

设计对象通常需要先深入解读宗教思想与精神内涵，以达到产品与思想

有机融合的形态 

显性：人、宗教物品、事迹、

建筑、服饰、饮食、习俗 

隐性：思想、精神、文化内涵、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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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案例研究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设计方法是设计行为中的方法论指导，是由长期
设计经验总结形成的规律性认知。一般认为，设计方
法是指在设计行为中，采用规范化的手段，推动设计
流程，最终实现设计目标的手段。在文创产品设计过
程中，设计师根据自我认知，选择与设计目标相匹配
的设计方法，指导文化元素艺术化表达以及设计元素
与产品之间的有机融合，直至形成最终的产品。因此
理论上设计方法分为两个部分：（1）文化元素转换为
设计元素的方法；（2）设计元素与产品有机结合的方
法。本文通过网络搜集大量文创产品样本案例，经过
人工筛选，以设计方法为聚类点，将案例分为 10 类，
并选取其中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见表 3。 

根据上表分析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典型案例，可
以将文化元素转换设计元素的方法分为 10 类，分别 

为内涵提取法、色彩元素提取法、形象提取重构法、

造型提取重构法、局部复制创新法、实物复刻法、风

格沿用法、技法沿用法、纹样沿用法、材质沿用法等。

设计元素与产品融合方法分为 5 类，分别为元素载体

化、元素移植法、元素再现法、实物复刻以及综合应

用法。 

3.1  设计元素转换方法 

3.1.1  色彩元素、形象元素、造型元素的提取重构 

色彩、造型、形象都是设计对象的基本体态特征，

是显性的文化元素。色彩元素提取是指提取设计对象

的配色方案，多运用在色彩具有强烈印象性的设计目

标中，如蒙德里安的红蓝黄构图、古埃及法老黄金棺

等。造型元素与形象元素均属于表象轮廓特征，但差

别在于造型元素提取偏向于实体造物的外形元素提

取，而形象提取偏向于人物或者动物的形态元素提 
 

表 3  文创产品设计方法案例分析 
Tab.3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product design method case analysis chart 

样本名称 样本形态 文化元素 形态 设计方法 

思量直尺 
 

“思量” 

 

内涵提取 

元素载体化 

古埃及系列耳环 

 

古埃及法老面具 

 

色彩元素提取 

元素再现法 

埃及萌神领口胸针 

 

阿努比斯 

 

形象提取重构 

元素载体化 

宝剑冰棍盒 

 

青铜宝剑 

 

造型提取重构 

元素综合应用法 

蒙娜丽莎图钉 

 

蒙娜丽莎的微笑 

 

局部复制创新 

元素移植 

葡萄花鸟纹香囊 

 

葡萄花鸟纹香囊 

 

实物复刻法 

波普风鲁迅钥匙扣 

 

波普风小熊 

 

风格沿用 

元素再现法 

竹编灯 
 

竹编产品 

 

技法沿用 

元素再现法 

祥云火炬 

 

祥云图案 

 

纹样沿用 

元素再现法 

麋鹿皮刀具 
 

麋鹿皮带 

 

材质沿用 

元素再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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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因此两者在文化元素的应用选择上不同。一般而

言，色彩元素提取法、形象元素提取法、造型元素提

取法是将文化元素转换设计元素的三大基本方法。 

3.1.2  内涵提取法 

内涵提取法主要针对隐性非实体的文化元素。当

以隐性文化元素为转化目标时，通常需要先深入剖析

该文化元素表达的内涵，形成具象化概念后再进行提

取转换工作，并且由于个体认知的差异，不同设计者

对隐性文化元素的内涵理解也各不相同，因而内涵提

取的不确定因素很大，提取结果的优劣也差别甚大。

然而，由于内涵提取法创作的优秀作品往往具有一股

独特的人文韵味，契合文创产品表达的内在价值，因

而被广泛使用。 

3.1.3  风格、技法、纹样、材质沿用 

风格、技法、纹样、材质都属于产品特征类型范

畴。当作为文化元素转换为设计元素时，通常保留其

原有特征，采用“沿用”这种形式直接附着在新的产

品载体上。风格指的是某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手

法，词源于希腊文“στ”，本义为一个长度大于宽度

的固定直线体，因而风格一词狭义而言有“一贯如此”

的概念，产品风格也是指具有共同特性的产品类别。

技法指运用工具和材料以获得有表现性效果的方法

或技术。一般来说，技法沿用一方面是指生产方法的

继承，另一方面是指与采用特定技法生产的材料的创

造性融合，其形式与材质沿用类似，但仍有差别。材

质沿用是指对某种具有特征性的材质的复用，其形式

与技法沿用中的特定技法生产的材料的使用相关联，

但区别在于材质沿用包括未经加工的天然材质，而采

用技法生产的材料必定是经过人为加工的。纹样沿用

是指对具有特征性的图案、纹样进行继承。由于其转

换特性，纹样沿用针对的文化元素一般为平面图案、

纹样等二维化装饰，与产品的结合方式通常是元素直

接移植。 

3.1.4  局部复制创新与实物复刻 

局部复制创新法是将文化元素进行局部复制再

创新的转换方法。这类方法能够在最大限度保留设计

对象艺术特性的同时，赋予设计元素趣味性与潮流

性，多运用在绘画、图案等平面形式的文化元素转换

中。实物复刻类似于局部复制创新法，但区别在于实

物复刻是对设计对象的完全复制，且适用于实体的设计

对象，通常运用于自身具有强烈艺术性的设计对象中。 

3.2  产品融合方法 

3.2.1  元素移植法 

元素移植法是将设计元素直接映射或植入到产

品载体中，融合形成文创产品的方法，主要针对图案、

纹样、色彩等平面类型的设计元素，是设计元素与功

能产品融合的一种基本方法。从产品角度看，图案、

纹样、色彩都是具有装饰性的设计元素，其对产品的

作用是辅助性的审美价值提升，但并无在实际功能上

的价值增益。从文创产品开发角度分析，元素移植法

是通过赋予产品载体装饰性的文化特性来产出文创

产品的方式。 

3.2.2  元素载体化 

元素载体化是将设计元素通过变形、形态立体

化、造型抽象化等方式变换成载体，并赋予产品功能，

最终形成文创产品的方法。相较于元素移植法设计元

素服务于产品载体的结合形式，元素载体化更偏向于

设计元素的凸显，达到实现产品功能屈从于设计元素

的效果。因此，元素载体化对设计元素的应用更加局

限于设计元素本身的特点，形成的文创产品往往具有

明显的设计元素特征。 

3.2.3  元素再现法 

元素再现法主要是对已存在的传统标志性设计

元素的创造性复用，是将传统的设计元素以创新的形

式与现代化产品融合的方法，主要应用于一些传统技

法、情景、材料、风格、纹样等设计元素的再现。元

素再现法通过将传统与现代巧妙地融合，以意想不到

的方式赋予现代产品新的表现形式，达到古为今用，

古今结合的效果。 

3.2.4  元素综合应用法 

元素综合应用是指在同一文创产品中将元素移

植法、元素载体化以及元素再现法综合应用的方法，

也是文创产品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在同一个文创产

品中，为了达到凸显设计元素的目的，可能会运用多

种产品融合方法，以保证文创产品充分显现文化特征

性。与此同时，同一文创产品可能承载多种设计元素。

在此情况下，设计者需要用适当的表现手法达到设计

元素的平衡融合。 

3.2.5  实物复刻法 

实物复刻法是设计元素与产品融合方法中的一

种特殊形式，它是对设计对象的完全复制，通常运用

在具有典型代表性和强烈艺术文化价值的设计对象

中。由于实物复刻法的特殊性，复刻的产物通常与复

刻目标具有强烈的同一性，因而一般运用在艺术品摆

件或具有纪念意义产品的开发中。 

4  系列化文创产品类型特征分析 

系列化文创产品是围绕固定文化主题设计的系

列文创产品，产品之间相互关联，具有显著的文化同

一性特征。系列化文创产品通常由大型文化站点，如

名人纪念馆、旅游胜地、地方博物馆等官方机构发布，

原因在于上述机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性，易获得的

文化资源开展主题设计工作，并且大型文化站点具有

较高的关注度，系列化文创产品的开发成果可以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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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14]。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作为国内藏品最丰富、涵盖最广泛的文物收藏机构，

其前身是清代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具有鲜明的皇权文

化象征性，宫内收藏的众多国家级文物，每一件都具

有独特的文化特征，是为大众所关注的国家重宝。因

此，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一直是当前国内文创产品开

发与销售的佼佼者，也是系列化文创产品的主要发布

方之一。 

系列化文创产品承载了文化主题的特征性，将多
类型产品联系在一起，聚类形成了一个类似族群的产
品类型体系。由于文创产品的特性，这种产品类型体
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扩展性，但相应也存在着一定
的局限性。本文从各大博物馆官方销售渠道搜集的系
列化文创产品中进行筛选，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五个主 

 

题的系列文创产品，通过从产品类别、产品类型、样
本色彩等方向的对比分析，总结系列化文创产品类型
特征，建立系列化文创产品类型特征分析，见表 4。 

5  多元化设计模型构建 

通过以上对设计对象、文化元素筛选角度、设计

方法、文创产品类型特征等构成元素的研究，获得了

文创产品多元化设计的核心内容：（1）明确了设计对

象的八大类型以及文化元素提取的显、隐性角度；（2）

通过案例对设计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将设计方法分为

文化元素转换为设计元素的方法与设计元素与产品

载体融合的方法，并进行逐一分析；（3）通过对博物

馆官方发布的系列化文创产品的案例分析，获得了系 

表 4  系列化文创产品类型特征分析 
Tab.4  Type feature analysis chart of serializ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样本主题 罗塞塔石碑 《清明上河图》 《蒙娜丽莎的微笑》 《千里江山图》 盖亚.安德森猫铜像

主题形态 

  
 

 

样本列表 

   

 

样本类型 

餐 饮 茶 具 、 服 装 配

饰 、 电 子 产 品 与 配

件、旅游出行、家居

日用、艺术摆件、皮

具箱包、珠宝首饰、

彩妆护理、办公学习 

办公学习、家居日

品、服装配饰、皮

具箱包、艺术摆件、

办公学习、餐饮茶

具、休闲娱乐 

家 居 日 用 、 服 装 配

饰、皮具箱包、办公

学习、休闲娱乐 

服装配饰、办公

学习、家居日品、

皮具箱包、餐饮

茶具、艺术摆件、

电子产品与配件 

餐饮茶具、服装配

饰、家居日品、皮

具箱包、餐饮茶具、

艺术摆件、电子产

品与配件 

样本色彩 
黑色、白色、灰色、

黄褐色 

棕褐色、黄褐色、

白色、灰色、黑色、

钴蓝色、橙色、绿

色 

黄色、黄褐色、橄榄

绿色、黑色、灰色、

红色、黄色、蓝色、

紫色 

黄色、黄褐色、

橄榄绿色、黑色、

灰色、红色、黄

色、蓝色、紫色 

黑色、黄色、粉色、

蓝色、红色 

总结 

系列化文创产品涉及类别广泛，表现形式丰富，对主题样本特征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其类别多分布在家居

日用、服装配饰、办公学习、珠宝首饰、彩妆护理、皮具箱包、餐饮茶具、旅游出行、休闲娱乐、艺术摆

件、电子产品与配件等轻量化产品中，配色方案大多类似主题样本的色彩形式，与样本主题有很强的特征

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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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化文创产品类型、色彩规律。以此为基础，形成了

“设计目标→文化元素筛选→N*（设计元素转换＋

产品类型选取+产品融合方法运用→文创产品）＝系

列化文创产品”的基本方法框架。根据基本方法框架，

结合上述研究的核心内容，构建文创产品多元化设计

模型，见图 2。 

6  以赛珍珠文化为例的多元化设计应用 

赛珍珠（Pearl S.Buck）是美国第一位同时获得

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曾在江苏镇

江居住 18 年之久，度过了人生的童年、少年、青年

时期[15]。她一生创作了诸多中国题材作品，被称为近

代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赛珍珠文化是赛珍珠

精神内涵的体现，也是社会各界对赛珍珠一生事迹的

认可[16]。 

本文将以赛珍珠文化为例，运用多元化设计模式

进行赛珍珠系列化文创产品的设计研究。由于赛珍珠

文化是一种名人文化，因而从设计对象角度考虑，归

属于人物范畴，文化元素提取角度可从显性的人物形

象、事迹、著作、居所、相关人物以及隐性的时代、

重大影响、评价等入手。在大量查阅赛珍珠相关文献

资料后，利用思维导图对赛珍珠文化进行思维发散，

构建以下赛珍珠文化元素思维导图，见图 3。 

按照思维导图对赛珍珠文化的发散内容，确立了

以上八类赛珍珠文化相关的文化元素，并分别以显性

文化元素中事迹类的诺贝尔奖和隐形文化元素中评

价类的“人桥”为例，进行下一步设计工作。 

在设计实践中，参照赛珍珠文献资料对文化元素

进行解读：由于“人桥”元素为隐性文化元素，无法

被设计者直观地感受到，需要从中提取其内涵，故使

用内涵提取法将之转换为设计元素，且因隐性元素的

特性，设计元素的表现偏向于抽象性；“诺贝尔奖”

元素是能被直观感受得到的文化元素，因而根据其元

素特性以及设计需求，运用局部复制创新法进行设计

元素转换，且因显性文化元素特性，设计元素偏向于

具象性。在获取设计元素的基础上，根据设计元素各

自的特点，选择适当的产品融合方法使之与具体产品

适配融合，进而形成了承载赛珍珠文化特性的系列化

文创产品，具体设计流程见表 5。赛珍珠“人桥”系

列产品见图 4—7。 

通过以上赛珍珠文创产品设计实践中的多元化

设计应用，可以明确多元化设计模式的一些功能：（1）

在系列化文创产品开发中结构化设计流程；（2）明晰

当前所处的设计步骤；（3）提炼可间断性重复利用的

设计要素。以上功能使得多元化设计模式能够管控整

个设计活动，提升整体的产出效率。 

 

 
 

图 2  文化创意产品多元化设计模型 
Fig.2  Diversified design mode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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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赛珍珠思维导图 
Fig.3  Pearl S. Buck mind map 

 
表 5  赛珍珠系列化文创产品设计实践分析 

Tab.5  Analysis table of Pearl S. Buck seri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文化元素 显隐性 解读 转换方法 设计元素 融合方法 产品类型 设计成果

人桥 隐性 

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

方文明的“人桥”。东方

代表中国，西方代表美国 

内涵提取法
元素综合 

应用法 
挂坠、跳绳 见图 4—5

诺贝尔奖 显性 
赛珍珠凭借《大地》获得

1938 年诺贝尔奖 
局部复制创新

元素 

移植法 
笔盒、直尺 见图 6—7

 

 

图 4  赛珍珠“人桥”元素挂坠 
Fig.4  Pearl S. Buck’s “Human Bridge” element pendan 

 

图 5  赛珍珠“人桥”元素跳绳 
Fig.5  Pearl S. Buck’s “Human Bridge” eleme nt skipping 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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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赛珍珠“诺贝尔奖”元素笔盒 
Fig.6  Pearl S. Buck’s “Nobel Prize” element pen case 

 

图 7  赛珍珠“诺贝尔奖”元素直尺 
Fig.7  Pearl S. Buck “Nobel Prize” element ruler 

 

7  结语 

伴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崛起，以大型博物馆为首的
全球文化站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广自身文化品牌，
以期占据文化市场的一角。在此市场背景下，文创产
品多元化设计模式研究顺应了文化创意市场的发展
格局，在为各大文化站点提供了主题式系列化文创产
品开发的方法论指导的同时，激发了文化创意市场活
力，推动了文化市场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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