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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研究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旨在使非遗文创产品既可以承载非遗的文化内

涵，又能顺畅地融入当代生活。方法 基于文化生态的理论，将非遗置于其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整体研

究，提出了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流程和设计策略。将非遗文化解构为物质层、行为层、精

神层三个层次，提取各层次的文化属性，研究文化生态系统各构成要素的演变状态，探究非遗各层次文

化属性在当代文化生态系统下的变迁趋向，并在此基础上设计非遗文创产品。最后以磁县剪纸文创产品

的设计为例践行了该方法。结论 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策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考虑非遗

文化的发展变迁，把握非遗文化基因在非遗文创产品上的取舍和呈现，使文创产品既能承载非遗的文化

内涵，又能契合现代生活方式，该方法拓展了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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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aiming to mak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not only carr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integrate into contemporary lif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cology,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studied as a whole in its cultural ecosystem, the design process and design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cultural ecology are proposed. Firstly,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econstructed into three levels, namely material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spiritual level, and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each 

level are extracted. Secondly, the evolution state of each component of the cultural ecosystem is studied. Then the chang-

ing trend of cultural attributes of various level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ecosystem 

is explor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designed. Finally,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Cixian paper cutting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practice this method. The design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cultural ecology should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grasps the choice and presen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ene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o th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not only carry the cul-

tural conno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fit the modern lifestyle. This method expands the design idea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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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我们的祖先在漫漫时

间长河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的基

石[1]。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文化建

设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政府不断出台的

非遗保护政策，到国风的流行，全社会已经意识到非

遗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基于非遗的文创产品是非

遗文化的有效载体，是非遗文化走进生活的重要途

径，在非遗的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于非遗传承

及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已有丰富的研究，在宏观上主

要集中于立法及政策制定、产学研合作开发、品牌形

象建设、数字化开发等策略模式的研究[2-4]；在微观

上主要表现为非遗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非遗特征的提

取、变换及应用等方法策略研究[5-9]。非遗文创产品的

开发还需要考虑非遗文化对当代生活方式的适应，非

遗繁盛于遥远的过去，其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而当

今世界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

进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非遗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非遗文创产品所承载的非遗文化如何与当

代文化生态相适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文

化生态的视角出发，在文创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考虑文

化生态的演变和非遗文化的变迁，构建基于文化生态

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策略，使文创产品既能承载

非遗的文化内涵，又能融入现代生活方式。 

1  文化生态与非遗文创产品设计 

1.1  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即文化的生态，指文化形成、发展、

延续所依赖的环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其中环境包括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10]。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朱利安

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在对美国西部印第安部落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把生态

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人类学的研究，讨论了自然环境和

人类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以生态学的方法分析文化

的适应和变迁[11]。文化生态的理论认为人类创造的各

种文化对应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物种，文化所处

的外部环境就是文化的生态，文化也与生物一样，其

产生、发展、变迁、消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文化生

态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首先文化不

是孤立的，而是与其生态系统各要素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其次演化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文化

生态系统是动态演变的，其构成要素处于发展变化

中； 后，文化及其生态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的，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化会引起文化的产生和变迁，

同样，文化也会影响其生态系统的演变。 

1.2  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考虑文化生态的意义 

非遗可持续传承，要求其必须走进生活，非遗文 

创产品是基于非遗衍生的文化创意产品，承载了非遗
的文化基因，非遗文创产品是非遗在生活中活起来的
有效途径之一。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非遗的文
化生态遭受了猛烈的冲击，失去了其原有的创造力，
已不能靠文化的自我调节作用来适应文化生态的演
变[12]。基于凝滞状态的非遗文化而开发设计的文创产
品在文化层面无异于刻舟求剑，不能契合当下的文化
生态，不能融入现代生活方式，亦不能很好地实现其
对非遗文化继承传播的目的。非遗是保守的、持重
的，但基于非遗的文创产品可以是开放的、活跃的，
与生活紧密联系的。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既需要考虑
非遗文化基因的继承，也需要考虑文化生态系统的演
变，非遗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文创产品承载的文化是什
么，文化生态决定了文创产品的创新怎么做。 

文化生态的理论为非遗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
另一种思路，通过把非遗置于当代文化生态系统中，
用整体的、发展的眼光审视非遗文化，顺应时代发展
趋势，考虑非遗的文化属性与当代文化生态的适应
性，对非遗的文化属性进行取舍和转化，有选择性地
在文创产品上表达非遗文化的属性，使所设计的文创
产品既承载非遗的文化内涵，又能融入当代生活，促
进非遗文化的传承。 

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考虑文化生态的原因主
要有三点： 

1）文化生态系统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13]，非
遗大多繁盛于农耕社会，而现在已步入信息社会。 

2）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变引起文化的变迁，文化
变迁理论中一个基本的理念是文化生态适应 [13]，非
遗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考虑其对文化生态系统的适
应性。 

3）非遗文创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属性来源于非
遗，如果非遗文创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属性适应当代文
化生态，则非遗文创产品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需要考虑
其所承载的文化与当代文化生态的适应性。 

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思路的优势
主要有两点： 

1）为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非遗文化属性的
选择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依据，避免了盲目性。 

2）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符合文化

的发展规律，使所设计的文创产品既能承载非遗的文

化内涵，又能与当代生活方式相协调，有助于触发文

化共鸣，提升文化认同，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 

2  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流程 

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流程如图 1

所示。 

2.1  非遗文化的解构 

首先对非遗的文化进行解构。根据文化的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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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流程 
Fig.1 Design proces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cultural ecology 

 

理论，可以把非遗文化分为物质层、行为层和精神层

三个层次结构[14]，每个层次又包含若干属性。物质层

是可触可感的特定形态的实体，是非遗文化的物质载

体，主要包括非遗的形态、构成材料、生产工具和场

所；行为层主要体现为非遗文化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

式，主要包括礼俗、制度、习惯、操作方式等方面；

精神层是非遗文化的核心，主要包含价值取向、信

仰、情感意识、审美情趣等方面。非遗文化的三层次

结构及各层次的属性描述了非遗的文化特征，并且与

当时的文化生态相适应。 

2.2  非遗的文化生态系统演变分析 

其次分析目标非遗的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变。文化

生态系统是由文化及其环境所构成的相互作用的有

机整体，主要包含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五个构成要素[15]。文化生态系统

无时无刻不处于演变之中。从空间范围上看，文化生

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某一区域的文化生态系统

持续与其他区域进行信息和物质的交换，文化交流互

鉴，吐故纳新；从时间历程上看，文化生态系统又是

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文

化个体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演变是文化生

态系统的基本属性[13]。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变是渐进式

的，其构成要素的状态也是逐步变化的，并没有明确

的时间点界限，但是不同时期某个非遗个体的文化生

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状态却是有显著区别的，以磁县剪

纸为例，其在农耕时代的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状

态与在信息时代的是显著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演变

的分析需要针对具体的非遗文化，采用文献分析法、

专家咨询法，结合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

社 会 制 度 和 价 值 观 念 这 几 个 因 素 中 发 生 的 重 要 事

件，确定时间点界限，分析不同时期文化生态系统构

成要素的状态。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分析非遗文化生

态系统的演变，主要分析非遗文化繁盛时期文化生态

系统构成要素的状态和当代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

状态的变化。 

2.3  非遗文化属性在文化生态作用下的取舍与转化 

在分析非遗文化生态系统演变的基础上，根据当

代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状态变化，逐一分析各要

素对非遗各层次文化属性的影响，保留并发展与当代

文化生态相适应的文化属性，转化与当代文化生态不

太适应的有价值的文化属性，摒弃与当代文化生态相

抵触冲突的文化属性。 后形成目标非遗可用文化属

性集合，以供文创产品设计使用。 

司马云杰 [15]按照文化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主体

影响程度的强弱，对其构成要素进行了排序，依次为

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和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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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但是各个构成要素对非遗文化变迁的影响程度需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杆秤制作技艺的凋零，

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更方便的称

量工具；长阳土家族“撒叶儿嗬”原来禁止女性跳，

现在女性可以自由参加，价值观念的转变起了主要推

动作用[16]。 

非遗文化属性取舍与转化的准则是其与文化生

态系统的适应性，非遗文化属性在文化生态作用下的

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自然环境对非遗文化的影响。自然环境因素

比较稳定，很少发生变化，其对非遗文化的初始形态影

响比较大，并在其生命周期内持续产生影响。当自然环

境发生变化时，可能会影响到非遗物质层的材料、场

所。以青州红丝砚制作技艺为例，青州黑山特有的自

然资源红丝石是该非遗发展的基础，但是红丝石资源越

来越少，目前的红丝砚制作，大多使用的是存量原料，

红丝砚的生产材料匮乏，已经对其发展产生影响，在这

种情况下就可以探索如何对生产材料进行适当的转化。 

2）科学技术对非遗文化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

展，对非遗文化中物质层的材料、工具、场所和行为

层的操作方式产生直接影响。以剪纸的变迁历史为

例， 开始使用的材料是树叶、金银箔、皮革、绢，

后来造纸术发明后，纸由于成本低、方便操作的优

势，成为剪纸的主要材料，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带来了更具优良特性的替代材料[17]。再以刺绣的生产

方式为例，山西刺绣工艺大师武俊敏借助现代科技改

变了传统手工刺绣的生产方式，把手工刺绣与电脑制

版、机器刺绣巧妙结合起来，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

解决了机器生产图案单一的问题[18]。 

3）经济体制对非遗文化的影响。经济体制的改

变影响非遗文化行为层的制度、习惯、操作方式和物

质层的场所、形态。以浚县泥咕咕为例，在小农经济

时代，泥咕咕主要是自产自用，或区域小范围销售，

泥咕咕的生产模式主要以家庭作坊为主，形态主要以

传统的泥咕咕和骑马人形态为主，彩绘图案稍显粗

糙，有鲜明的地域风格特色；在市场经济时代，为了

面向大众销售，泥咕咕的主流生产模式转变为公司型

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形态上除了传统的造型外，还

新增了卡通题材造型，彩绘图案精致[19]。 

4）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非遗文化的影响。社

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主要会影响非遗文化行为层的礼

俗、制度、习惯以及精神层属性。以土家族“撒叶儿

嗬”为例，随着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撒叶

儿嗬”由原来的“无丧事不跳丧”转变为可随时跳的

广场舞形式，由原来的“女人跳丧，家破人亡”转变

为女性可以自由参加[16]。再以剪纸为例，在社会制度

和价值观念转变的影响下，剪纸原来所蕴含的巫术信

仰和原始生殖崇拜思想逐渐消失，祈福纳祥和对美好

生活的希冀成为主流[17]。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分析的是文化生态系统各构

成要素对非遗文化属性比较直接的、主要的影响，实

际上除了直接影响外它们之间还会有间接影响，比如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非遗的精神层属性，非遗的

精神层属性也会对非遗的物质层属性造成影响。文创

产品设计过程中非遗文化属性的取舍与转化应以非

遗与文化生态系统的适应性为准则，以非遗文化变迁

的历史为参考，探索其在当代文化生态系统影响下的

变迁趋向。具体实施过程可参考以下流程。首先采用

逻辑分析法分析非遗文化各层次属性与其文化生态

系统的适应性；然后采用焦点小组讨论的形式初步确

定 非 遗 的 哪 些 文 化 属 性 与 当 代 文 化 生 态 系 统 相 适

应，这样的文化属性需要保留；哪些文化属性与当代

的文化生态系统相抵触，这样的文化属性需要舍弃；

哪些文化属性经转化形式后可以与当代的文化生态

系统相适应，这样的文化属性可以转化形式后保留；

后可采用专家咨询或问卷调查的形式确定 终的

目标非遗可用文化属性集合。 

2.4  非遗文创产品设计 

通过对非遗文化属性在文化生态作用下的变迁

与取舍，形成了适应当代文化生态系统状态的可用非

遗文化属性集。非遗文创产品衍生于非遗，承载了非

遗一个或多个层次的文化属性。文创产品开发时，根

据载体的种类，从经过筛选和转化的非遗文化属性集

选择适合产品类型的文化属性，并在文创产品的设计

中体现出来，使非遗文创产品既能表征非遗的文化基

因，又能顺应当下的文化生态，融入当下的生活方式。 

3  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策略 

文化生态理念下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流程，把非

遗置于文化生态系统中，考虑非遗对文化生态系统的

适应性，选择适合当代文化生态的文化属性应用于文创

产品的设计，其核心是非遗文化的取舍、转化及应用。 

3.1  在物质层移花接木 

移花接木，就是把非遗文化这朵花，嫁接到现代

产品上。物质层是非遗文化的表层， 容易受文化生

态发展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非遗文化物

质层的形态、材料、工具、场所以及产品载体都出现

了很多可替代的先进形式，在对非遗文化物质层属性

进行取舍和转化时，应根据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保留

或发展物质层的形态特征；应善于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的先进成果，选择更经济、更高效的材料替代传统材

料；应采用适应当代生活的产品替代几近消亡的产品

作为非遗文化的物质载体。此外，把非遗文化嫁接到

现代产品上时，还应考虑非遗文化与现代产品的亲和

力，非遗文化与其载体产品应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亲

和力越强，形成的文创产品就越能适应当代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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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以川剧变脸面膜为例（如图 2 所示），使用

现代材料及生产技术，把川剧脸谱的图形、色彩应用

到面膜上，给面膜增加了文化内涵和趣味性，此外，

脸谱和面膜都作用于脸部，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非遗

文化和文创产品形成了比较完美的结合。 

3.2  在行为层行随境迁 

行随境迁，指非遗行为层文化属性应随文化生态

的变化而变化。行为层连接了物质层和精神层，通过

和物质层的互动体现精神层的内涵。非遗行为层文化

属 性 的 应 用 是 文 创 产 品 设 计 中 容 易 忽 略 的 一 个 方

面，实际上人与文创产品的互动是获取非遗文化认知

的一个重要途径。行为层属性的礼俗、制度、习惯、

操作方式需要以特定的外界环境为背景，这个环境就

是文化生态。在对非遗行为层文化属性的取舍与转化

时，应考虑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

行为层的影响，移风易俗，使行为符合当代价值观 
 

念；还应考虑科技发展对生产技术的革新、操作方式

的改变、人的行为能力的扩展，借助当代科技成果转

化行为层属性的形式；非遗的行为层属性应用于文创

产品时，还需要考虑行为与文创产品物质载体的匹配

性，符合当代用户的行为习惯。以微信红包为例，发

压岁钱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但是随着经济制

度由小农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

聚居式大家庭逐步发生改变，在家庭成员散布各地的

情况下，传统的发压岁钱红包行为在异地的情况下难

以实施，微信红包借助信息技术，转变压岁钱红包的

形式，把传统的发压岁钱红包行为转化为线上压岁钱红

包，线上发压岁钱红包的行为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变化，

使发压岁钱红包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发展。再以“上上

签”牙签盒的设计为例（如图 3 所示），“上上签”牙

签盒的灵感基础是占卜卦签，把抽卦签的行为转化为

抽取牙签，结合其“上上签”的名字，极具祈福含义。 

 

 
 

图 2  川剧变脸面膜 
Fig.2 Sichuan Opera Face Mask 

 

 
 

图 3  上上签牙签盒 
Fig.3 SSQ Toothpick Container 

 

3.3  在精神层取精去粗 

取精去粗，即保留精华，去除糟粕。从适应文化

生态的角度，“精”指符合当代社会制度、价值观念

的文化属性，“粗”指与当代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相

抵触的文化属性。非遗精神层文化属性的取舍与转化 

应以取精去粗为原则，分析非遗精神层文化属性与当
代文化生态的适应性，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
的属性应保留，朴素的道德观和优良的精神内涵应保
留，与当代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相适应的精神层文化
属性应保留；非遗精神层文化属性里包含的落后的封
建思想应舍弃，与当代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相违背的
文化属性应舍弃；此外，文创产品应用非遗精神层文
化属性时，还应考虑精神层属性与行为层、物质层的
协调。以年画为例，年画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一
些年画题材表达了陈旧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等级
思想，而一些年画题材蕴含朴素的惩恶劝善、敬老爱
幼、爱国爱家、祈福祝愿等优秀的传统精神。设计年
画 文 创 产 品 时 就 需 要 发 扬 年 画 里 的 优 良 精 神 层 属
性，抑制不良精神层属性，如图 4 所示。再以洛可可
“上山虎”香台的设计为例（如图 5 所示），“上山虎”
香台以石代山，以虎喻人，香灰落到香台上形成的轨迹
极具内涵，表达了一种勇往直前、步步登高的吉祥寓
意，产品的精神层和物质层、行为层得到了协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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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年画文创手提袋设计 
Fig.4 Design of New Year's painting tote bag 

 

 
 

图 5 “上山虎”香台 
Fig.5 "ShangShanHu" incense platform 

 

4  基于文化生态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以磁县剪纸为例 

4.1  磁县剪纸的艺术特色 

磁县剪纸是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磁县古

称“磁州”，位于东部平原，西部太行山区，临近殷

都、赵都、邺都三个古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剪

纸文化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磁县剪纸独具特

色，体现了河北省南部地区的风俗习惯，积淀了燕赵

文化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是我国北方剪纸典型代表

之一，另外由于其地域偏僻，受商业侵蚀较小，保留

了原始的文化特征。 

古磁州处于燕赵文化范围圈内，独特的自然地理

环境造就了“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燕赵文化[20]，

磁县剪纸亦深受燕赵文化的影响，表现为剪纸图形风

格古朴稚拙、粗犷随意、不拘小节，内容表达直抒胸

怀、幽默诙谐、轻松戏谑。 

磁县剪纸主要分为单色和染色两种。单色剪纸操

作方便，材料随手拈来，风格自然纯真，是民间艺人 

常用的手法，单色剪纸里面红色的应用 为常见。磁

县剪纸的题材主要有图腾崇拜、生殖崇拜、民间戏

曲、祈福纳吉，保留了诸多民间原始文化的痕迹。在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社会

制度下，剪纸是磁州妇女必备的技能之一，也是女性

用于抒发情感、社交沟通的载体之一。 

磁县剪纸的用途广泛，节日庆典，婚丧嫁娶，都

少不了剪纸的影子。磁县剪纸主要贴于格子窗上，所

以剪纸也称为窗花，旧时每年春节都要把格子窗上的

窗户纸换成新纸，并贴上窗花，窗户纸多用白麻纸，

比较素淡，窗花多为红色，极具装饰作用，可营造辞

旧迎新、喜气吉祥的春节氛围；另外，剪纸还可作为

装饰物贴在其他地方，贴在门楣或堂屋二梁上的剪纸

叫做门笺，贴在灯笼上的剪纸称为灯花，贴于顶棚上

的叫顶棚花，贴于屋内墙壁上的叫做墙花。 

4.2  磁县剪纸文化的解构 

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法挖掘磁县剪纸

的文化属性，然后通过卡片分类法确定各属性所属的

层次结构， 后通过德尔菲法调整并确定磁县剪纸文

化的层次结构及各属性的特征，结果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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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磁县剪纸文化的解构 
Fig.6 Deconstruction of Cixian paper cutting culture 

 

4.3  磁县剪纸文化生态系统演变的分析 

磁县剪纸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变是一个连续的过

程，有的时间段处于稳定状态，变化不明显，有的时

间段变化比较大。经文献研究分析，本文界定辛亥革

命前的文化生态为其历史文化生态，2004 年我国加

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的文化生态为其当

代文化生态。经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和德尔斐法，

磁县剪纸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演变如表 1 所

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自然环境外，磁县剪纸的文

化生态系统其他构成要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表 1  磁县剪纸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演变 

Tab.1 Evolution of cultural ecosystem elements of  
Cixian paper cutting culture 

文化生态系 

统构成要素 

历史文化 

生态系统 

当代文化 

生态系统 

自然环境 西部山区，东部平原 基本没有变化 

科学技术 农 耕 文 明 ， 经 验 技

术，手工生产 

信 息 文 明 ， 科 技 发

达，智能生产 

经济体制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社会分工，商品经济

社会制度 男 尊 女 卑 封 建 宗 法

社会 

男 女 平 等 民 主 文 明

社会主义社会 

价值观念 封建传统儒家思想 个性解放多元互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4  磁县剪纸文化与当代文化生态的适应性分析 

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变，必然会对磁县剪纸产生影

响，一些文化属性会保留，一些文化属性会消亡，一

些文化属性会转化。在对磁县剪纸文化生态系统构成

要素演变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文化属性与

文化生态系统适应性的逻辑分析、焦点小组讨论、专

家咨询法和问卷调查法得到磁县剪纸可用文化属性

集合，如表 2 所示。在设计文创产品时，根据载体的

功能和形态特征，从可用文化属性集合选择合适的文

化属性。 
 

表 2  磁县剪纸可用文化属性集合 
Tab.2 Collection of availabl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Cixian paper cutting 

 层次 属性 状态 

材料 
彩纸、生宣纸、PVC、其他

新型材料 

工具 
剪刀、刻制工具、模切机、

数控切割机 

物质层

形态 红色为主、传统吉祥图案 

学 
男女均可、人与人传授、数

字媒体学习、社交网络交流

剪 
手工剪、机器制造、“剪”

的转化 
行为层

贴 
贴到窗户上、贴到其他现代

物品上、“贴”的转化 

磁县剪纸

可用文化

属性集合

精神层 祈福文化 
祈福纳祥、祝福、许愿、吉

祥寓意 

 

在物质层，受科技发展的影响，磁县剪纸可用的

材料更加广泛，从防水耐用可静电粘贴的 PVC 塑料，

到具有特殊功能的复合材料，拓展了剪纸的使用场

景。剪纸的工具也发生了变化，模切、数控激光切割

已投入使用，提高了剪纸的生产效率，但是手工工具

剪纸技艺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生产工具上是传统与

现代并存。在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的影响下，磁县剪纸

的图形构成增加了一些现代元素，但是红色、传统纹

样及图形的剪纸仍是大众对磁县剪纸认识的主流。 

在行为层，受经济体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

展的影响，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模式已被打破，学剪

纸已经不再是女性的专属，而是转变成一种不分性别

的手工爱好继续存在，剪纸技艺的家庭传承、好友交

流模式已经支离破碎，年轻的手艺人更多从数字媒体

学习剪纸技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交流技艺；剪纸，

从家庭制作自给自足，变为传承人、手工爱好者手工

制作，机器生产、其他人购买的模式；贴剪纸已成为

童年美好的回忆，剪纸的使用场景少之又少，一些传

统节日的庆祝方式已经改变，剪纸的影子已无踪可

觅，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剪纸的载体比如纸

糊格子窗、灯笼等在现代生活已不多见，很多原来贴



380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10 月 

 

剪纸的地方已经不复存在或不再适合贴剪纸，但是结

婚、春节这两种场景还是有人会在玻璃窗上粘贴剪纸

寄托祝福，不过庆典结束后，一大部分剪纸会很快被

移除。所以贴剪纸的行为需要进行转化。 

在精神层，受价值观念的影响比较大，男女平等

观念深入人心，包括剪纸在内的女红文化作为女性的

评价准则被破除，剪纸技艺作为非遗文化被保护起

来，或者流传于剪纸手工兴趣爱好者群体之中；原始

的图腾崇拜已经失去生存的土壤，生殖崇拜也黯然失

色；不过磁县剪纸里的祈福文化依旧受到推崇，人们

以物寄情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有增无减。 

4.5  磁县剪纸文创产品“福带”的设计 

根 据 对 磁 县 剪 纸 文 化 及 其 文 化 生 态 系 统 的 分

析，剪纸文创产品既需要承载磁县剪纸文化，也需要

根据文化生态的变化，舍弃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文

化元素，更需要通过文创产品引导大众认识、接受、

传播磁县剪纸中的优良文化元素，促进磁县剪纸文化

的传承。笔者综合以上研究，指导牛亚萍、齐心设计

了基于磁县剪纸的文创产品——“福带”，如图 7 所

示。“福带”是一款带有祈福寓意的腰带，所承载的

磁县剪纸文化各层次属性如图 8 所示。在物质层，“福

带”对剪纸图形布局进行了调整，保留了磁县剪纸的

传统色彩和图形；剪纸材料变更为 PVC，增加剪纸的

耐久性。在行为层，为了方便用户初次使用产品提供

了机器生产的剪纸成品；此外，“福带”可自定义剪

纸图形的设计鼓励用户自己动手剪纸，用户自己剪的

剪纸更具祝福意义；“福带”提供配套 APP，提供剪

纸教程，帮助用户学习剪纸技能，促进用户学习交流

剪纸技能，如图 9 所示；“福带”对贴剪纸的行为进

行了转化，用户可一边把具有祝福意义的剪纸贴在腰 
 

带扣上，一边希冀美好生活，如图 10 所示。在精神

层，“福带”以磁县剪纸的祈福文化为核心，每套腰

带配有已经制作好的具有吉祥祝福寓意的剪纸，用户

可以根据情境需求贴上不同寓意的剪纸图案，如图

11 所示；在配套 APP 上，用户可以了解各种剪纸吉

祥图案详细的寓意来源，如图 9 所示。 
 

 
 

图 7  磁县剪纸文创产品“福带” 
Fig.7 "Fu Dai" bel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based on Cixian paper cutting 
 

 
 

图 8 “福带”承载的磁县剪纸文化属性 
Fig.8 Cultural attribute of "Fu Dai" belt inherited  

from Cixian paper cutting 

 

 
 

图 9  齐心设计的“福带”配套 APP 
Fig.9 "Fu Dai" belt APP designed by Qi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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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贴新的剪纸 
Fig.10 Paste a new paper cutting 

 

 
 

图 11 “福带”剪纸吉祥剪纸图样示意图 
Fig.11 Examples of auspicious paper cutting patterns of "Fu Dai" belt 

 

针对基于文化生态的磁县剪纸文创产品“福带”

的开发，首先对磁县剪纸文化从物质层、行为层、精

神层进行解构，其次分析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演

变，然后分别剖析磁县剪纸文化各层次属性在当代文

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影响下的变迁，保留适应当代文

化生态的文化属性，放弃与当代文化生态有冲突的文

化属性，并根据当代文化生态出现的新事物，对与当

代文化生态不太适应的文化属性进行转化，在此基础

上结合产品的功能确定文创产品承载的文化属性。

“福带”的设计把磁县剪纸文化和日常生活用品腰带

结合起来，突出了磁县剪纸的祈福文化，引导了用户

对剪纸艺术的了解，传播了剪纸文化，鼓励用户动手

制作剪纸，促进了剪纸技艺的传承，“福带”的设计

实现了非遗在生活中“活起来”的目标。 

5  结语 

非遗文创产品承载了非遗的文化，这是其主要特
征。在设计开发非遗文创产品时，如何既能合理地传
承非遗的文化，又能恰当地融入现代生活，是设计师
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本文运用文化生态理论以解决
这个问题，从非遗的外部环境入手，剖析非遗文化属
性与当代文化生态的适应性，分析文化属性的取舍、
转化以及在文创产品上的应用。提出了基于文化生态
的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流程和设计策略，并以磁县剪纸
文创产品的设计为例，践行了该策略。此外，非遗和
非遗文创产品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该方法设
计的非遗文创产品，基于非遗，又根据当代文化生态
有所变化，非遗文创产品在生活中的迭代和成长，可
以为非遗未来的发展探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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