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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所需求美的形式的运用，重新追溯以往的口红形态演变认知体

系，以深化现如今口红文创系列产品的方法实践认知。方法 立足当前文化创新的支持政策，结合当下

文创商品开发的市场需求传承文化，通过对消费者的心理分析加以形态化研究；通过亲和图建立市场联

系；重新阐述现代消费者审美观念与传统造物之间的隔阂与路径。结论 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挖掘口红内

涵寓意，在传统文创造物手段中寻找其市场价值。从而吸引大众消费，进而更好地为传统文化产品提高

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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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tick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Inheritance Elements 

XIE Jing, CHEN Hong 
(Gongqing College of Nanchang University, Jiujiang 33202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the forms of beauty needed in different tim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re trace the 

cognitive system of lipstick form evolution in the past, so as to deepen the practical cognition of lipstick cultural and cre-

ative products. Based on the current support policy of cultural innov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market deman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mmodity development, inheriting 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sumers' psychology, to con-

duct morphological research. Establish market connection through affinity diagram.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strange-

ment and path between modern consumers' aesthetic concept and traditional cre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s, the 

connotation of lipstick is deeply explored, and the market value is found in the traditional means of cultural creation. So 

as to attract the public consumption, and improve the added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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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的发展加速了文化产业的革新，由传统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为主导，推动经济革新。近年来

随着我国对文创产业的重视，各地方政府提出了一系

列指导方针，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

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把“沉睡”的文化资源挖掘好、

利用好、发展好。因此设计各领域逐渐以造物转为为

人而服务，以单纯的设计造型转变为提升大众人文素

养[1-2]。化妆品行业在线下销售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消

费者的需求，采用化妆品试用的方式帮助消费者选择

适合自己的产品，这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卫生安全问

题，本文从改变口红试用形式着手，将传统的口红试

用方式借鉴到现代口红设计上，从而解决现实问题。 

1  口红的历史文化与造型特征 

1.1  口红经济 

口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种类不断更新，受到全

球女性的追捧，在过去经济形势不好的环境下，人们

会放弃消费高额的奢侈品，把目光转移到口红这种小

件商品上。一方面口红是将人的容貌提升气色的化妆

品，是价格低廉的奢侈品；另一方面，口红对人气色



第 42 卷  第 22 期 谢晶等：基于传承元素的口红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299 

 

的影响相当显著，这有利于经济低谷时期的人们提升

对生活的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在现代特

指当消费者对经济形势的信任处在低谷时，他们会将

投资转向影响较小的商品上来降低风险。这一现象就

叫“口红经济”[3-5]。 

现如今口红是成年女性化妆包必备的一款化妆

品，贩卖口红的实体店也越来越多，商家为了促进销

售对口红一类化妆品实行试用的营销策略，消费者选

择口红色号时更加直观，又能促进销售，但随之而来

有诸多问题。在文创产业革新的背景下，针对口红的

试用形式进行外观的改良设计，使“沉睡”的文化焕

发魅力。 

1.2  口红文化的传承 

中国口红历史非常悠久，古代把口红称作“口

脂”或“唇脂”。文物记载新石器时期的红山女神像

嘴唇有朱砂[6]。古代妇女称其为点唇，通过将朱赤色

的口脂涂抹嘴唇，给人健康、有活力的感觉，女子也

常用涂抹口脂的方式来展示自身的魅力。唐代是个

开放和浪漫的朝代，在政治、思想、文学、艺术上尤

为明显 [7-8]，这种思想也深入到了女子唇妆的细节

中，唐代的唇妆变幻莫测，形式多样，流行用檀色点

唇[9-10]，檀色就是浅绛色，多涂于嘴唇中间，借此改

变唇形，娇小红艳，亮丽可爱。 

在早年间，西方的口红一直代表宗教意义，在祭

祀时被作为宗教图腾，涂抹在面具或神像上。随后，

社会阶层的变化，口红代表了高层身份的象征。世界

上首支口红的雏形是苏美人用白色铅和红色岩石制

成的唇彩。古埃及口红首次成为全民的日用品，这是

口红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欧洲中世纪迎来了一个转

折，教会认为口红有治愈疾病、驱赶死神、控制男性

心智的魔力，而制作、交易和使用变成了巫术的行为。 

后来传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随从研发了首支

以石膏为基底的固体唇笔。19 世纪下半叶，口红出

现在商店并以商品的形式出现。二次革命以后，口红

褪去了宗教色彩，变成一件普通商品。 

1.3  口红造型特征 

在西方早期，口红都是用带颜色的矿石、树胶、

动物色素、甲壳虫、蚂蚁、胭脂虫等调成膏直接涂抹

在嘴唇上的 [11]。工业革命的到来出现了首只管状唇

膏。1884 年，娇兰的首支商业口红的形式是固定的膏

体位置，需要借助工具涂抹。1915 年，莫里斯·列维

发明了一款金属管口红，滑动小杠杆膏体便可弹出[12]。

1923 年，詹姆斯·布鲁斯·梅森创造的“梅森管”

旋转式唇膏一直沿用到现在。 

早在中国秦汉时期，口红（口脂）就受到了百姓

喜爱，原料多取自于朱砂，也会加入些许香料涂于唇

部，被称作“点唇”。到了隋唐，口红呈管状固体。

相传古时贫穷人家的女子会用撕下一小块对联纸用

水浸湿，从而获取红色的染料涂于唇部。 

2  消费者心理分析 

2.1  冲动性购买 

购买新出的口红色号具有较高的高的风险，而研

究发现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的目标并不明确，因

此在商场中购买产品容易受情境的影响导致冲动购

买[13-14]。也有很多购买者表示一些网购的口红往往和

图片色号不符或不适合自己要求退货或被闲置。盲目

跟风和无计划的购物已经让女性口红的购买呈现过

度消费的态势。 

2.2  对卫生问题担忧 

商场陈列的口红似乎给消费者提供了无限选择，

口红专柜就像光谱一样，跳跃的色彩激发着女性的购

买欲望。现在的口红专柜放置了试用品，这些启封产

品没有专门检测标准，在经过几个消费者试用后抽检

时多半是细菌超标的。在口红试用区很少看到有在手

腕部位试用的提示，以及试用后尽快擦去化妆品的标

识。也很少有消费者能意识到在试用完化妆品后使用

卸妆棉或酒精消毒，这种试用方式很容易造成细菌的

大量滋生，尤其是对眼唇比较脆弱的肌肤来说，增加

了人与人之间交叉感染的风险[15]。 

2.3  对新产品的尝试 

产品试用的促销方法日益盛行，是现代市场环境

下的营销法宝，产品试用作为有可靠的信息来源，通

过多感官直接接触化妆品形成的感知是有可信度的。

口红产品的色号多到不胜枚举，每个人对色彩的理解

也不同，虽然在商场化妆品店的口红商品都会标注色

号、颜色名称和色卡，但是对口红颜色的理解存在消

费者主观性。消费者选购口红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他们可能是朋友推荐，或是要根据妆容、衣服颜色、

商场灯光冷暖甚至心情来挑选。如今许多化妆品店的

柜台都放着试用装或小样提供给消费者来尝试色号，

消费者也极其愿意试涂样品以便更准确、直观地挑选

适合自己的口红颜色。 

3  口红试用装需求与质量要求分析 

根据口红文化的传承和消费者心理分析，在口红

试用服务中需要从产品质量、文化、人的行为 3 方面

进行分析和研究。 

3.1  KJ 法归纳 

以 KJ 法（亲和图）为研究方法，以口红类为例，

归纳出其意象特征。KJ 法由东京人文学家 Kawakita 

Jiro 在 1964 年创始发表。KJ 法通过文字描述的方式

将重要事实收集整理，通过对这些事实的整理、归

纳，展开并捕捉到问题的重点，用分层处理的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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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或者复杂的问题架构清晰化，以探索式的形式发

现问题。 

在口红试用装的消费者需求分析中，以传承元素

为背景对化妆品店的消费者需求进行调研。在某商场

内化妆品店门口随机采访了 58 名女性和 18 名男性，

通过访谈的方式从消费者回答中得到了 7 种需求关

键词，分别为安全卫生、色彩准确、试用方便、一次

性、无意识、使用优雅、节约时间。结合文创产品及

市场的需求总结了 3 种典型的外界需求，分别为传承

文化、加工方便、刺激消费。将这 10 种需求归类为

二级需求，一级需求分别为本能要素、行为要素、外

界要素。口红需求试用装需求要素亲和图见图 1。 

通过口红产品的质量要素展开分析获得产品各

个功能模块，创建出功能和结构表，结构表可以清晰

表达口红试用装产品的质量要素，能对产品进行更好

地拆解分析。口红试用装产品质量要素展开见图 2。 

3.2  需求重要度问卷调查 

通过前期对消费者需求的调查，得出问卷调查

表，此次问卷共发放 100 份，总回收 96 份。参与问卷

的消费者需要对口红试用装的需求要素进行评分，评

选为非常需要（5 分）、需要（4 分）、一般（3 分）、

不需要（2 不分）、非常 需要（1 分）5 种指标。算出权 
 

 
 

图 1  口红需求试用装需求要素亲和图 
Fig.1  Affinity diagram of lipstick demand  

trial demand elements 

 
 

图 2  口红试用装产品质量要素展开 
Fig.2  The expansion of the quality elements  

of lipstick trial products 
 

重和（ 11 5 12 4 13 3 14 2 15 1Yi P P P P P     ＋ ＋ ＋ ＋ ）、

权重（ 1Xi Minxi ＋ ）和需求重要度（权重值全部均

除以 10，得到需求重要度越大，需求度越高）。口红

试用装的消费者需求权重见表 1。 

由消费者需求要素和口红试用装功能要素的质

量屋矩阵分析，并在矩阵中依照关系程度，以 1、3、

5 标注相关符号：“强相关”权重为 5；“相关”权重

为 3；“弱相关”权重为 1。逐步检视各项的需求要素

与质量要素的强弱关系，或是否为无相关（无相关为

空白）。首先应解决的主要问题为重要度（Ki）百分

比权重占比，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为创新性、功能性、

安全性、传承性、实用性、工艺、文化性、便利性、

色彩，在此次文创口红产品中将前 7 项作为改进重

点，见表 2。 

根据亲和图下消费者需求与产品质量要求中要

改进的当下口红产品试用质量问题的相关要素，基于

传承文化主题的文创产品并结合口红发展的历史脉

络，古代女子涂抹口红的印象是女子妆容束发完成

后，用一张红色的纸在嘴唇上轻轻一抿就能给唇部赋

予颜色。参照这一点给对现代化妆品店的口红试用装

进行改良，使消费者在使用时既能保证试用的舒适、

安全等基本要素，还能感受到涂抹口红时古朴的风

韵，这也间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16]。 

4  隐喻理论下的口红文化传承 

文创产品设计常常会用到隐喻的表现手法，对口

红试用装符号隐喻修辞方法进行解析，有助于探索产

品形式与内涵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消费者创造 佳的

服务环境。 

“隐喻”一词源于希腊语“metaphora”意思是“超

越”[17-18]，是以类比或相似性为基础的一种比喻修辞

手法[19-20]。隐喻修辞是符号学中重要的内容[21]。 

在产品设计中，产品符号相当于符号集，它被隐

喻修辞分解为本体符号与喻体符号[22-23]。本体包括能

指和所指；喻体符号是所比喻的事物，包括喻体符号

能指与所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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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口红试用装的消费者需求权重 
Tab.1  Consumer demand weight of lipstick trial 

期望程度 

需求项目 非常需要 

（5 分） 

需要 

（4 分） 

一般 

（3 分）

不需要 

（2 分）

非常不需要

（1 分）

权重和 

（Yi） 

权重 

（Xi） 

重要度 

（Ki） 

安全卫生 46 17 8 1 0 324 136 1.41 

色彩准确 31 16 7 1 0 242 54 0.56 

试用方便 42 3 1 0 0 225 37 0.39 

形式创新 32 20 9 2 4 275 87 0.91 

一次性 37 14 11 3 0 280 52 0.54 

无意识 33 18 9 0 0 264 92 0.96 

使用优雅 18 19 9 5 5 208 20 0.21 

节约时间 36 17 5 2 1 268 80 0.83 

传承文化 40 12 2 0 0 254 66 0.69 

加工方便 12 22 7 6 8 189 1 0.01 

带动经济增长 27 23 4 2 0 243 55 0.57 

 
表 2  口红试用装质量要素 

Tab.2  Quality elements of lipstick trial 

口红试用装质量要素 

基本功能 其他 

产品规格 产品结构 优化功能 

强相关：5 

相  关：3 

弱相关：1 

重要度 

（Ki） 

色彩 功能性 工艺 实用性 便利性 安全性 文化性 传承性 创新性

安全卫生 1.41 1  3 3  5    

色彩准确 0.56 5   3      

试用方便 0.39  5 1 3 5    3 

本能 

需求 

形式创新 0.91 1 3 3 1 1  5 5 5 

一次性 0.54  5 1  5 5   5 

无意识 0.96  5     3 1 1 

使用优雅 0.21  3 1  1  5 3  

行为 

需求 

节约时间 0.83  3  3     3 

传承文化 0.69   3     5 5 

加工方便 0.01  3 5  3    1 

消费者 

需求 

要素 

环境 

需求 
带动经济增长 0.57 3 3 3 3 3 5 5 5 5 

绝对权重 6.83 17.04 11.93 12.19 7.51 12.6 11.33 12.44 18.18重要度 

（Ki） 百分比权重 6.2% 15.5% 10.8% 11.1% 6.8% 11.4% 10.3% 11.3% 16.5%

 
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是对深层内涵进行拓展应用。

“象征”是“象征文化”形象和理性实现途径的关系。

在本次口红试用装的创新设计中重点要解决好“传

统”和“创新”的关系[25]，即用服务设计的理念将古

代女子涂抹口红这一传统运用到现代口红试色这一

服务中，巧妙地将传统与创新相联系。 

文创产品设计的符号分为显性隐喻和隐性隐喻。

显性隐喻 [26]是利用产品符号形式层面的能指通过比

较寻找产品本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进行比喻的方法，将

产品本体与喻体符号的能指对本体寓意进行更改，从

而赋予本体新的内涵。隐性隐喻[26]是利用产品符号意

义层面的所指的相似性通过比较产品的本喻体所指

的相似性进行关联，将喻体符号所指赋予到本体符号

所指上，从而得到喻体符号的意义[21,27]。在本次设计

案例中，功能的表现已通过质量展开要素表展现，因

此着重考虑的是显性隐喻。口红试用装的显性隐喻见

图 3。 

该款口红试用装传达了中国古典特征，增加了更

深层次的情感满足，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在需求三层

次上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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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口红试用装的显性隐喻 
Fig.3  The explicit metaphor of the lipstick trial 

 
在口红的文创产品设计中本体是指改变唇色和

口红，喻体是指东方文化和传承文化。在口红试用装

设计中通过分析产品的功能要求和结构方式、产品自

身的要求和用户对此产品的需求确定产品形态，使设

计具体化[28]。将本体“口红”产品的形态用中国古代

传统“口脂”的形式表现，使现代化妆品柜台消费者

对口红试用的行为做出改变，喻体选用历史物，现代

口红和古代口脂都是用来改变嘴唇颜色的物品，它们

的用途具有相关联性。古代“口脂”的特点为小巧轻

薄、便于携带，具有浓郁的东方女性特征，将这些喻

体提炼出来的特征提炼、抽象、演变转换到口红试用

产品的形态中，设计出符合消费者需求并能传达产品

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带动经济的增长[29]。 

5  基于传承元素的口红文创产品设计 

在基于传承元素的口红设计中，面对化妆品柜台

口红试用现状对口红文创产品进行创新设计，该设计

有以下创新点。 

1）改变试用装的造型，一改传统口红的金属杆

造型，以片状形式代替，将口红代表的色号附着于一

张纸片上，在使用时推下口红另一端，即可将口红纸

暴露在外，轻抿唇部即可涂色，它比普通的口红试用

更加安全，防止化妆品类产品多人使用造成的真菌

感染。 

2）抽取式口红片有两端被黑色卡纸壳包裹，消

费者可将两端黑色卡纸捏住上色，不会将手指染色，

方便使用。 

3）即使等待口红试用的人多，也能减少等待时

间，抽取一片，即取即用。制造成本低又富有文化内

涵的形式，消费者用完后还可以带回家留作纪念或个

人继续使用，延长使用的寿命。这种形式的创新更能

抓住现代女性对新产品形态的好奇心理，也间接将文

化传承了下去。 

4）从服务设计的角度看，提供口红试用的服务

通过改变产品形态，将其加入隐喻含义，也间接促进

了文化的传承。消费者争先试用口红产品是对产品

好的宣传，将文创产品与促进经济、商业的发展紧密

结合。体现口红试用装的显性隐喻见图 4。 

  
 

  
 

图 4  体现口红试用装的显性隐喻 
Fig.4  Products that represents the explicit  

metaphor of lipstick trial 
 

6  结语 

本文将消费者需求与隐喻理论建立联系，将该方

法应用于传统文化符号的再设计中，对文创产品商业

化开发提供方案。巧妙地将传承文化的内涵通过隐喻

形式转换成大众能读懂并且符合现代人需求、现代消

费需求的设计产品，审美情趣浓厚。并且设计的口红

试用产品解决了不卫生的问题，将传统文化用创新的

形式呈现出来，使口红试用产品不会用毕即弃，体现

出了文创产品的价值。以文化带动产业发展的趋势，

对当今化妆品行业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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