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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用文创设计来开发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在传承中保护海南黎族传统民俗文

化。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与个案比较研究，对黎族传统的物质、社会、口承和精神四大类民俗进行梳理、

分析与提炼，对黎锦、黎族银饰等日常用品进行民俗文化的分析、提取和转换，探讨黎族传统民俗在文

创设计和文化 IP 打造中的开发和创新设计途径。结论 黎族传统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富于民族特色和本

土特色，结合新兴设计技术手段和文化 IP 理论探究，对其进行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是打造民族民俗

特色文创产品的重要途径。通过 IP 打造和文创产品设计，不仅可以提升文创产品的文化内涵，而且可

以促进本土旅游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对传承和弘扬黎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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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Li Traditional Folk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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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of Li nationality i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distinctiv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y means of cultural and crea-

tive design, so as to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of Li Nationality in Haina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comparative study, this paper collates, analyzes and distills the four categories of traditional Li Folk Customs, namely 

material, social, oral and spiritual, extracts and transforms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Li nationality, and probes into the de-

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design approaches of Li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in the materialized design, non-material design 

and cultural IP creation.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of Li nationality is rich in content, laden with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sign and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new design technol-

ogy and cultural IP theory. Through IP creation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t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cul-

tural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promote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local tourism products, but also be 

instructive for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Li nationality. 

KEY WORDS: folk customs of Li nationalit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 and innovation; cultural symbols; 

cultural inheritance 

202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的旅游和文化市场

迎来了全新的机会。文化创意是风口产业，发展潜力

巨大，对寻求打造国际旅游岛的海南来说，推动民族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能有效推动旅游消费的升级，

丰富的文化创意产品能够增加游客在旅游目的地驻

留的时间，并刺激整体的消费意愿。对海南的产业发

展来说，开发和设计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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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具有海南黎族特色的文化创意产

品。黎族民俗文创产品的设计一定要立足黎族传统文

化和历史，在设计和开发中要尊重黎族风俗习惯，创

新而不逾矩，对其民族和民俗文化符号予以提取和转

换，对其民俗文化进行文化 IP 开发，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黎族民俗文化的衰落与消亡，让传统文化进

入当今的日常生活，重新唤起现代社会对黎族传统民

俗文化的关注。 

1  黎族的传统民俗分类 

民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是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

活、习惯、情感和信仰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是一个

民族或社会群体通过语言和行为世代传承的习惯、喜

好、风尚和禁忌等，是地域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

现象。民俗存在于民族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

活中，体现出了一个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是一个民

族不同于其他民族或地域的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行为

方式，是一种不容易随时间变化而转移的相对稳定的

文化事项。民俗的内容涉及物质、风俗、观念、文化

等领域。 

民俗学家陶立墦[1]在《民俗学概论》这本专著中，

把民俗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和精神民

俗 4 类，文中采用此分类方法对海南黎族民俗进行分

类分析，见表 1。海南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岛，近年

来人口已经达到 150 多万[2]，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其传统民俗富于文化意义，在建设海南国际自贸岛的

背景下，黎族的传统民俗文化对开发文创产品具有很

大的启示意义。 
 

表 1  黎族民俗分类内容 
Tab.1 Classification of Li folk customs 

分类 具体内容 黎族民俗内容 

物质民俗 
居住、服饰、饮食、

生产、交通运输等 

船型屋、黎锦、银饰品、

斗笠、山兰酒、独木舟、

葫芦舟 

社会民俗 日常仪式、节日风俗
闺隆、纹面、三月三、

竹竿舞 

口承民俗 
神话、民间故事、 

民间歌谣 

《大力神》《鹿回头》

《甘工鸟》，黎族民歌

精神民俗 宗教信仰，道德礼仪
自然崇拜、杀鸡祭祀、

合亩制 

 

2  黎族传统民俗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原则 

2.1  紧贴民族特色，以实用为基础 

文创产品设计是器用设计的一种，民艺家柳宗悦

在《工艺之道》中传达了器用之美在于“用”，在今

天来看，仍然不失其价值，审美功能要建立在“以人

为本”的实用功能基础上，黎族传统民俗文化在文创

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也不例外。设计出来的文创产品因

为有用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以“用”为中心的本质初

衷及实际功能意义，始终贯穿着黎族传统民俗文化发

展过程，例如山栏酒、黎锦、独木舟等，既富有民族

特色，又满足了黎族生活日常的“用”。黎族传统民

俗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在讲究实用的基础上，还应不

断进行设计的创新，做到与时俱进，通过创新来满足

消费者新的审美倾向、功能需求及价值追求，见图 1。 
 

 
 

图 1 《山栏米酒》包装设计 
Fig.1 Packaging design of "Shanlan Rice Wine" 

 

2.2  发挥创新本质，以文化为导向 

黎族传统民俗文化展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充分体

现了黎族人民在文化层面的追求，黎族传统民俗文化

的核心在于其民族特殊的文化属性，文创产品设计的

灵魂是文化，将这样的立意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能

够展现文创产品独特的文化品位。在进行文创产品设

计过程中，设计者要深入理解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精

髓，追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在运用黎族传统

民俗文化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时，设计师不仅要熟悉、

了解、深挖黎族传统民俗文化，而且要进一步深入挖

掘其文化的内涵和精神，解读其审美形式特征，并发

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特征，从而创作出“既富有民族

特性又不失现代感”的文创产品，如《黎织印象》系

列产品，见图 2。总之，依托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文

创产品设计，要以优秀的黎族传统民俗文化为基础，

吸收其文化的精髓与价值，增强其文创产品的文化价 
 

 
 

图 2 《黎织印象》系列产品 
Fig.2 "Impression of Li Textile" series products 



第 43 卷  第 10 期 凌秋月：基于黎族传统民俗传承的文创产品设计 321 

 

值，并提升消费者对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情感认知和

文化体验感。 

2.3  把握审美趋向，以情感为目标 

依托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在形式

上要适应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与审美。当下，黎族传统

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不断吸收着现代审美理念，

继承了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特点，不断尝试并创

作了反映时代主题与现代审美的文创产品。例如黎锦

中蕴含着和谐幸福、吉祥如意的寓意，也符合广大旅

游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因此，需要根据消费者对文创

产品的情感需求进行设计，如《这香有黎》系列作品

（见图 3），与消费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这种情感

并不只是单纯的美观性、时尚性和情趣性，更是消费

者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或是人们触动心灵的一种回

忆，或是对往日岁月的一种留念，或是对传统文化的

一种认知，这些正是文创产品设计所需要的情感内涵。 
 

 
 

图 3 《这香有黎》系列作品 
Fig.3 "Fragrance with Li" series products 

 

3  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在文创产品设计

中的提取 

黎族民俗文化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黎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文明产物，海南岛独特的

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为黎族人民提供了优良的发展

条件和生存空间。黎族传统民俗所表达出来的极具特

色的文化内涵，在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中得到充分

表现，是文创产品设计的核心环节。因此，黎族传统

民俗中的文化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开发和设计是研

究的基础。因此，拟通过对黎族的物质民俗、社会民

俗、口承民俗和精神民俗等四大类民俗中所涉及到的

文化符号提取，来进行概括性地介绍。 

3.1  传统物质民俗中文化符号的提取 

物质民俗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俗与文

化。黎族住在海岛，其物质民俗极具热带海岛风情，

主要有黎锦、饰品、编藤、船型屋、山兰酒、独木舟、

葫芦舟等，其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主要运用黎族民俗

文化的外观特征，涉及色彩、肌理、造型、材质、线

条、细节加工等元素。在提取黎族物质民俗文化的外

观特征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种形式：提取纹样特征、

提取外观特征、提取外观局部特征，这些都可以作为

了解黎族物质民俗文化的切入口。其中，黎族服饰文

化是黎族物质民俗文化中最有特色的艺术，有着漫长

的历史，黎族服饰图案多采用在海南常见的具有热带

特征的植物、动物、山川等纹饰，如黎锦各种动物的

抽象图案，见图 4。黎族传统饰品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最富于民族特色的饰品是黎族银饰（见图 5），

上面的纹饰变化多端，大都象征着吉祥和丰收之意，

用凤尾纹寓意和谐和幸福，用云纹和龙纹寓意喜庆，

用缠枝纹象征团结和睦，这些纹样可以很好地被提取

并应用于现代黎族银饰的设计和开发上。总之，要开

发设计黎族传统民俗文创产品，必须以历史为依据、

以民俗元素为特色。 
 

 
 

图 4  黎锦图案要素 
Fig.4 Pattern elements of Li brocade 

 

 
 

图 5  黎族银饰 
Fig.5 Silver ornaments of Li brocade 

 

3.2  传统社会民俗中文化符号的提取 

黎族传统社会民俗文化是丰富多彩的，由于黎族

长期处于封闭的生存环境，所以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

社会民俗文化内涵。黎族社会民俗的内容主要有纹

面、三月三、竹竿舞等。其中，纹面是黎族社会民俗

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之一，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现在这种不利于妇女健康的民俗已经消失了。历史上

黎族 4 个方言区有着不同的纹面符号，传说纹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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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在原始社会有着区分不同部落的作用，同时还

被赋予了死后和得到本民族祖灵认同的“通灵”功能，

此外还有祈求吉祥、平安的寓意[3]。黎族纹面的图案

造型各异、种类繁多，虽然现在已经不再纹面，但是

可以传承其中的视觉元素，提取并转化为富于民族特

色的纹面贴纸。此外，“三月三”是黎族最重要的节

日，节日中的风俗有对歌、跳舞、击鼓、拔河、饮酒

等娱乐活动，将这些活动通过故事形式进行符号提

取，可以达到体验设计的效果。 

3.3  传统口承民俗中文化符号的提取 

在黎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有许多民间传说被代

代相传了下来，这也是黎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大力神》《鹿回头的传说》《五指山的传说》

《黎母山的传说》《椰子树的传说》《槟榔的传说》《木

棉树的传说》《山兰稻种的传说》等都是黎族珍贵的

文化遗产。可以将黎族口承民俗通过情感诠释的文化

符号进行提取，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对口承民俗的

寓意、精神进行提取；提取口承民俗中体现的设计思

维、造物思想，以及可用的设计方法；对口承民俗的

历史背景、故事性进行提取；提取口承民俗中与现代

生活中相呼应的审美方式。其中，《鹿回头的传说》

是黎族民间传说中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的代表[4]，讲

述了黎族青年和一只神鹿的爱情故事，黎族青年猎手

在捕猎时看到了美丽的小鹿，不忍射杀，于是从五指

山追到南海边，走投无路的小鹿回头幻化为一位美丽

的少女。在这个优美的口承民俗故事符号的提取中，

可以把鹿、少女和猎手 3 个中心要素提取为主要符

号，将山上的槟榔树和海浪等背景环境要素提取为边

缘符号。《羁绊》系列文创设计见图 6。总之，少数

民族瑰丽的神话和传说故事，为文创设计者提供了更

加广阔想象空间，通过对这些故事符号的提取，并结

合相应的场景可以做出不同的设计。 

 

 
 

图 6 《羁绊》系列文创设计 
Fig.6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 "Fetters" series 

 

3.4  传统精神民俗中文化符号的提取  

黎族人民的宗教意识并不浓厚，一般遵从自然神

灵[5]。宋代多以杀牛来祭祀鬼神，苏东坡到海南后多

次劝农保护耕牛，因此后改为杀鸡来祭祀鬼神，现在

海南人逢年过节都要杀鸡或许与此有关。设计民俗文

创产品时，必须根据民俗的实际情况，鸡在黎族民俗

中代表吉祥之物，因此可以对此形象加以合理使用。

同时黎族女子可以自由恋爱和婚嫁，若是族群发生了

矛盾，妇女也可以起到调和的作用，在古籍《琼黎风

俗图》中描述过相关画面：2 个黎人怒面对方，似乎

要动手，2 人之间有一位黎族女性正在进行劝说[6]，

根据文献描绘的内容，这种民俗文化的具体造型转换

过程见图 7。黎族传统精神民俗中含有对生活、未来

充满幸福向往的意愿表现。为了传播与弘扬黎族传统

的和睦精神，应研究黎族风俗中的精神内容，尊重其

宗教信仰，把传统的和睦精神转化为文创产品，作品

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传达出其艺术含义。如果

设计者能在设计过程中挖掘精神与文化内涵，并进行

全面的艺术处理，自然就能更好地把含义传达出来，

从而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大

多数设计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者将技术、色彩和材料

有效地结合起来，并通过有效的手段来进行设计。例

如，可以在海南公共建筑的壁画上复制这些民俗图

案，让更多游客了解到黎族灿烂的文化精神，同时还

可以通过明信片（见图 8）、手袋等宣传这些民俗文

化，从而使传统民俗从博物馆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图 7 《羁绊》叙事内容的视觉转换 
Fig.7 Visual transformation of "Fetters" story 

 

 
 

图 8  黎族民间故事明信片 
Fig.8 Postcard with Li folk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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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黎族传统民俗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转换 

探究黎族传统民俗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是文中

研究的重点，也是进行文创产品设计的关键。黎族民

俗文化内容繁多，如黎族传统服饰、民间故事、纹面

纹样、传统习俗等，这些都是黎族民俗文化 IP 打造

的基础。要在文创产品设计中体现黎族民俗文化的精

神非常不易，需要认真学习黎族历史与文化，理解和

掌握黎族的民俗与民族精神，这样才能将黎族民俗文

化中的各种元素作为设计素材，结合现代材料与技术

来进行文创产品的开发和设计，才能将设计素材转换

为本土化、特色化、现代化审美意味的形象构图，打

造出独具特色的视觉识别效果，从而达到设计信息理

念沟通的最大化。 

4.1  黎族民俗在物质化日用品中的设计转换 

在文化创意消费成为主流的今天，黎族日用品中

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是进行文创产品开发 

的重要的文化资源。日常生活用品，看似平常，却反
映出了黎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特质，是文化具体的物
质载体。黎族人民在日用品的使用和创造中，有着独
特的民俗文化，并深深地扎根在了黎族人民的意识
中，对黎族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以女性
日用品为主进行文创产品设计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在
如今的黎族社会中，仍能找到母系文化的影子，黎族
社会中的女性社会地位较高，具有代表性的纹面文
化、黎族织锦文化等活动的主体也都是女性[7]，例如
运用“黎锦纹饰”创新设计的披巾文创产品（见图 9）、
2020 年第三届三亚国际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中吴虹设
计的黎锦旗袍（见图 10）、三亚慧之彩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利用黎族符号设计的黎族风台灯系列（见图 11）。
这类文化的重心是与黎族女性相关的民俗文化，因
此，在进行黎族传统民俗的文创产品设计时，要提取
与女性相关的民俗文化，如服饰、饰品、纹面等。以
女性日用品为主进行的文创产品设计创新，主要表现
形式有黎锦、银饰、斗笠和藤编等。 

 

 

 

图 9  黎锦披巾 
Fig.9 Li brocade shawl 

图 10 黎锦旗袍 
Fig.10 Li brocade cheongsam

图 11 黎族风台灯系列 
Fig.11 Li decorative table lamp 

 
在对黎锦、斗笠进行设计创新时，应该根据黎锦

的传统图案进行创新，并提供多种配色方案，如黎锦

系列的披巾可以提供暖色系与冷色系，以满足消费者

在不同场合的使用需求。暖色调的设计方案活泼清

新，适合搭配清爽的休闲服装，稳重的冷色调方案适

合搭配通勤装，从而营造出优雅干练的女性形象[7]。

银饰设计创新较为难做，但是可以在“复古”上下功

夫，并挖掘其更多的功能和用途。斗笠创新较容易，

可以把富有黎族文化色彩的各种黎锦图案移植到斗

笠上，做好竹编或者藤编的设计即可，尽量采用环保

的编织图案，避免采用简单的染色方案[8]。 

4.2  黎族民俗在数字化视觉体验中的设计转换 

视觉设计的本质是传递内容和信息[9]，因此在开

发和设计黎族传统民俗文创产品时，必须坚持信息的

相互交流，让广大黎族民俗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进

行充分交流。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文化产品，其实是在

与文创产品所承载的信息进行对话和交流。尤其是在

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媒体是传播民俗文化的

重要的信息交流途径，因此数字化视觉文创也是黎族

民俗传播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以黎族民俗为主题的数字化信息视觉文创设

计过程中，可以通过具有浓郁装饰性的视觉信息长图

来呈现[10]。下面以黎族民俗“衣食住行”4 个部分的交

互动态长图设计创新为例，长图中整体的画面内容：

衣，包括种棉花、采棉花、纺棉线、染线、织黎锦等

画面，重点展示黎锦的制作过程；食，包括刀耕火种、

牛踩田、插秧、收稻子、捕鱼、猎野猪、射鹿、酿山

兰酒等画面；住，包括船型屋、上住人下畜牧的干栏、

落地型金字屋等画面；行，包括黎族人用水葫芦、独

木舟渡河，牛车运输货物等画面。设计者在运用这些

要素时，既要准确地呈现民俗内容，又要进行合理的

视觉转化，这种转化必须符合民俗习惯，避免习俗禁

忌。在这个过程中，民俗文化与文创产品之间经历了

再造的环节，最后共同构建出了符合民众需要的黎族

民俗文创产品，这使民俗题材生活用品与信息视觉设

计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关联，增加了创意性和趣味性，

同时运用数字化技术也加强了现代设计与民俗文化

的联系，拓宽了黎族民俗的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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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黎族民俗在文创产业设计中文化 IP 转换 

近年来“IP 热潮”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热点，被运

用于多个领域，并创造了很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

值，文化 IP 也启发、引导了文创产品的设计[11]。通

过打造黎族民俗文化 IP，来进行文创产品的开发和设

计，将是黎族民俗文创产品设计发展的未来。IP 是一

种知识产权，是劳动人民在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创

造出来的具有相应智力劳动成果的一种专有权利[12]。

文化 IP 的实质是一种文化消费，是对优质文化资源

的挖掘和培育，文创产品的设计是有形的、摸得着的，

而文化 IP 是无形的、摸不着的，文创产品的设计以

“投入”为核心，文化 IP 的存在是以“输出”为核

心[13]。黎族民俗文化 IP 的打造是黎族民俗文化“遗

产”到民俗文化“资源”的身份转换过程，选取符合

时代要求的黎族民俗文化内容进行黎族民俗文化 IP

内容的打造，并转化为设计语言，将对黎族传统民俗

文化的发扬和传承产生积极的影响。 

文创产品为文化 IP 增添活力，文化 IP 赋予文创

产品以灵魂。在黎族传统民俗文化 IP 进行文创产品

开发设计中，黎族民俗文化是核心，文创产品设计是

文化 IP 具体的落地形式，通过黎族民俗文化 IP 串联

起文化产品的不同种类，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产业

链。黎族传统民俗文化 IP 注重对民俗文化内容的利

用，通常将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民俗和精神民

俗等传统民俗文化基因与文化产品进行深度融合。在

黎族民俗文化 IP 开发设计时，可以根据产品的形式

选择合适的文化 IP 内容，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文化 IP

选择要开发的产品形式。不论选择哪种设计生产方

法，都要注重黎族民俗文化 IP、文创产品和使用环境

的紧密贴合，注意避免生搬硬套地拼凑。文创产品的

功能、结构、色彩、使用场景、用户消费心理等要素

都应与黎族民俗文化 IP 的内容相呼应，找出黎族民

俗文化 IP 与文创产品之间的关联性。运用想象、联

想和重构等设计方法，使两者巧妙、自然地融合在一

起，赋予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和形式美感。 

5  结语 

在海南建设国际自贸港的背景下，彰显地域传统

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是海南吸引消费者的方式之一，

因此，应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面向时代的发展，根

据文创产品的具体特质，有选择地吸收民族传统文

化。民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还

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黎族民俗

文化进行传承、转化和创新设计，既弘扬了民族文

化，又提升了现代人的生活审美意趣。开发和设计少

数民族民俗文创产品时，一定要从了解少数民族的历

史与民俗文化开始，还要对现代生活样态和设计技术

进行合理地运用，同时做到设计观念与时俱进，抓住

社会发展的热点，打造民俗文化 IP，这样才能熟练地

运用其文化符号，提取出属于本民族、代表着民族精

神和艺术品位的“艺术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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