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卷  第 24 期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12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227 

                            

收稿日期：2022–07–05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基金项目《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设计研究》研究成果（20YS13） 

作者简介：蔡克中（1976—），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学。 

通信作者：汤繁希（1990—），女，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学。 

基于赣南采茶戏视觉元素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蔡克中 1，韩若男 1，汤繁希 2 
（1.南昌航空大学，南昌 330063；2.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顺德 528300） 

摘要：目的 赣南采茶戏作为江西省的传统戏剧之一，独具特色，但与之相关的文创产品种类却较为单

一，研究赣南采茶戏视觉元素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以丰富赣南采茶戏的设计可行性元素。方

法 将赣南采茶戏作为研究样本，提取采茶戏中的人物角色、道具、服饰、美妆四大视觉元素，分别对

其典型元素的造型、纹样、色彩、语义进行提取与归纳，搭建视觉元素模型库，并运用解构、重构、重

组等设计方法对纹样、造型进行重新设计，将其应用于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儿童手拍鼓设计案例中。

结果 拓展赣南采茶戏作为视觉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领域中的可行思路。结论 通过对赣南采茶戏中视觉

元素的分析提取及语义表达，既有利于传播赣南采茶戏，又为设计相关文创产品提供了设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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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Visual  

Elements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CAI Ke-zhong1, HAN Ruo-nan1, TANG Fan-Xi2 
(1.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2.Shunde Polytechinc, Guangdong Shunde 528300,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dramas in Jiangxi Province,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relat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relatively single.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ele-

ments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in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enrich the design feasibility elements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the four visual elements of 

personas, props, costumes and makeup in the Tea Picking Opera were extracted. The shape, pattern, color and semantics 

of the typical elements were extracted and summarized respectively to build the visual element model library, and the de-

sign methods of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were used to redesign patterns and shapes which were 

applied to the design case of children's hand drum,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The fea-

sible ideas of applying visual elements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to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were expanded. Analysis, extraction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of the visual elements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not only 

benefit the dissemination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but also provide a new way for designing relat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 WORDS: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赣南是一个以客家文化闻名的地区，位于江西省

南部，与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区接壤。戏曲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瑰宝，赣南采茶戏作为其中的一个类别，

是江西省赣州市的传统戏剧，在 2006 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设计是指以文化创意为

基础，将某种传统文化元素提取出来进行再设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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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应用到产品的设计中，这类产品文化意蕴深厚，

独具创意，功能恰当。对赣南采茶戏进行元素提取与

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新的设计手法对其进行再设

计，探索将提炼后的造型、图案、文化内涵等应用到

产品设计中的形式，可以为赣南采茶戏的传承以及文

创产品的设计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 

1  赣南采茶戏及其文创产品的设计研究  

赣南采茶戏作为江西独具特色的剧种历史悠久，

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其最初发源于赣南安远县

九龙山地区，该地区盛产茶叶，人们为了缓解在种茶

采茶时所产生的疲劳之感便创作了采茶歌，这也是采

茶戏的第一个阶段——采茶歌时期；第二阶段为茶篮

灯或采茶灯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唱采茶歌的同时开

始加入道具，将进行采茶劳作时常用的茶篮、扇子、

花灯等道具加入采茶歌中，并融入人物性格，载歌载

舞；第三阶段为采茶戏时期，这一时期采茶戏的表演

艺术形式已经形成，其表演方式为以三人为主的“三

角班”形式，其中一名男性担任丑角；在表演语言上，

多以客家方言为主，音乐唱腔具有民歌风味，在内容

上采茶戏多源于劳动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喜剧、爱

情题材居多。总的来说，赣南采茶戏作为江西的代表

性剧种，它反映出江西地区独特的文化与风情，极具

研究意义。 

文创产品是指基于一定的文化内涵、造型基础、

功能价值，经过文化思考与元素提取重组，将具有文

化内涵的创意转化为具备使用功能的具体产品。例如 
 

布达拉宫文创藏戏面具挂饰，见图 1，提取藏戏中的

五色面具，将五官进行元素简化提炼，用几何的形式

呈现出时尚、轻松的造型，同时又将五色面具中善良、

圆满、智慧等象征美好的文化内涵融入挂件中，极具

地方特色，见图 2。与京剧、昆曲、黄梅戏、藏戏相

比，目前市面上与赣南采茶戏相关的文创产品寥寥无

几，主要以卡通人物摆件、产品包装为主，缺少创意

与实用性，设计形式不够新颖，对赣南采茶戏的文化

内涵表达不够深刻[1]，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现状，见

图 3。将赣南采茶戏中的视觉元素进行元素提取与分

析，并对其进行再设计，让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

中感受传统戏剧的魅力，另外将传统赣南采茶戏中的

视觉符号融入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在传播采茶戏的

同时也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2]。 
 

 
 

图 1  藏戏面具挂饰 
Fig.1 Tibetan opera mask pendant 

 
 

图 2 藏戏面具挂饰设计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ibetan opera mask decor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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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设计现状 
Fig.3 Design statu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2  赣南采茶戏视觉元素设计分析 

根据赣南采茶戏不同的视觉呈现方式，对采茶戏

视觉元素进行提取，因为直观的视觉表达方式相对于

采茶戏的具体剧目内容表达而言，可变量更为丰富，

在提取和转译的过程中更灵活，所以针对赣南采茶戏

的主要视觉元素——人物角色、道具、服饰、美妆进

行设计分析，见图 4。 
 

 
 

图 4  赣南采茶戏主要视觉元素提取 
Fig.4 Extraction of main visual elements in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2.1  赣南采茶戏人物角色之于文创产品设计分析 

在采茶戏的艺术表演中，人物角色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它使每个人物都有了各自不同的性格，使故

事拥有各自不同的内容，通过人物角色的塑造，使采

茶戏与日常生活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更易让观众产生

共鸣[3]。赣南采茶戏主要以“三角班”的形式呈现，

即两旦一丑，主要以旦角和丑角为主，其中丑角在整

场戏中具有活跃气氛的作用，这些角色来自于生活，

多是平民百姓，在赣南采茶戏中没有达官贵人、王侯

将相这些代表权贵的角色。 

1）旦行。赣南采茶戏中的旦角多为农村少女或

少妇，她们勤劳朴素、聪慧美丽。如采茶戏传统剧目

“四小金刚”之一的《补皮鞋》，讲述了为去乡下见

恋人“妹子”的农村青年“阿祥古”，乔装打扮成补

鞋匠，最终得到妈妈认可的故事，剧中的旦角（花

旦）——妹子贤惠能干，擅长“打鞋底”，瞒着妈妈

与农村青年阿祥古相恋；剧中的另一个旦角（老旦）

——妈妈思想较为守旧，爱护自己的女儿妹子，在剧

中完成了从不认可阿祥到同意与妹子在一起的思想

转变。 

2）丑行。丑角在赣南采茶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赣南采茶戏中的丑角有正丑和反丑之分[4]，

其中正丑是剧中的正面人物，多以青壮年男子为主，

其人物性格饱满，乐观积极、勤劳勇敢、正直善良、

幽默风趣，如《山歌情》中的谢明生，他作为一名青

年歌手以及女主人公的恋人，为人正直，拥有奉献精

神，具有不顾生死、冲破封建束缚的革命者气概[5]。

反丑在戏中多为酒鬼赌徒、地痞流氓等，常通过模仿

一些动物的动作或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人物特

点。由此看出，赣南采茶戏的演员通过表情、动作、

声音等塑造人物角色，使其独具江西特色，将赣南采

茶戏中的人物角色进行分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角色

并对其人物性格进行元素提取，见表 1，从对赣南采

茶戏人物角色的分析中可以总结出：戏剧表演中的人

物角色通过腔调、表情、动作等来表现人物性格，将

这类视觉元素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时，可以将具体

角色中的人物性格通过关键词的方式提取出来，与文

创产品中人物的表情特征相结合，如《豆腐哥豆腐嫂》

中的豆腐嫂，其性格特征为：精明、干练、独立。在

进行设计时，可以将豆腐嫂的特征应用到文创人物的

表情上，其关键词为：精明——妆容干净；干练——

眉毛为向上斜翘的剑眉；独立——服装色彩以蓝灰色

系为主。在进行设计时应注意人物角色与文创产品之

间设计的契合度。 

如赣南采茶戏面膜包装设计见图 5，选取采茶戏

中旦角这一角色进行包装图案设计，从产品内涵角度

来讲，采茶戏中的旦角美丽善良、勤劳能干，与用于

护肤的面膜契合度较高，符合使用群体的审美需求。

面膜的包装设计选取采茶女的形象，头戴花布头巾，

身着淡色斜襟上衣，腰间系百褶围裙，下身着喇叭裤，

结合花布头巾和上衣的植物纹，设计面膜包装上的人

物形象。在色彩上面膜包装的背景色墨绿色与前面的

淡黄、淡蓝、淡粉色相呼应，突出包装的主题，整体

淡雅古朴。该设计通过将赣南采茶戏中的人物角色应

用到面膜包装设计中，让使用者在使用产品的同时了

解传统戏剧文化，同时赋予产品文化内涵，使产品的

文化价值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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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赣南采茶戏人物角色分析 
Tab.1 Analysis of persona in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角色 剧目 人物 样本 性格 

旦角（花旦） 《补皮鞋》 妹子 

 

勤劳能干、心灵手巧 

旦角（老旦） 《补皮鞋》 妈妈 

 

正言厉色、思想保守、爱护

儿女 

旦角（正旦） 《豆腐哥豆腐嫂》 豆腐嫂 

 

精明、干练、能干 

丑角（正丑） 《山歌情》 谢明生 

 

勇敢、正义、革命精神、不

畏牺牲 

丑角（反丑） 《茶童哥》 大朝奉 

 

贪财好色、阴险狡诈 

 

 
图 5  赣南采茶戏面膜包装设计 

Fig.5 Packaging design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facial mask 
 

2.2  赣南采茶戏道具之于文创产品设计分析 

道具在赣南采茶戏中是必不可少的，戏中的道具

多是茶农们日常所使用的农具或生活用品，是赣南人

们日常生活的真实体现，同时对于舞台设计也起到一

定的辅助作用[6]。将采茶戏中的道具分为两类，一是

演员手中所拿或身体所用的具体道具，如扇子花、单

筒袖、扫帚、鱼竿、桌椅、乐器等；二是演员表演时的

虚拟道具，这类道具是通过演员的模仿塑造出来的[7]。 

1）具象道具。在赣南采茶戏的道具使用中，扇

子作为赣南采茶戏的道具之一是不可或缺的，使用频

率极高，且种类多样，通常情况下与衣服左袖的扇筒

袖配合使用，表演者左手持袖，右手舞扇，相得益彰，

在赣南采茶戏中，由日常采茶活动演变而来的扇子、

扇筒袖、矮子步被称为赣南采茶戏的三绝，成为赣南

采茶戏的代表。另外，在采茶戏《补皮鞋》中，妹子

手中的道具花绷子贯穿整部戏，其形状像扇子花，妹

子通过花绷子找到与阿祥古相处的机会，用花绷子遮

脸表达自己的开心喜悦与娇羞之情。 

2）虚拟道具。采茶戏中的虚拟道具常常与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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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配合使用，如在采茶戏《磨豆腐》中，豆腐店大

嫂翠娥磨豆腐的道具为锣鼓，在演出时，将鼓作为磨，

将锣作为盘，敲锣打鼓的意思是将豆放入磨中，在此

场景中，锣鼓为实物，而豆和磨是翠娥通过锣鼓表演

出来的，所以戏中的豆与磨为虚拟道具。 

赣南采茶戏道具的使用与戏的主题相关，不同的

戏其使用的道具略有不同，但工具大多来自日常生

活。另外采茶戏道具的造型、装饰、色彩都会对人物

性格、舞台效果、故事内容产生影响，见表 2。从对

赣南采茶戏道具的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将人物道具作

为视觉元素应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时，可以采用元素

分类提取的方式，例如将道具分为造型、装饰、色彩

三个部分，提取各部分的具体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

提炼，最后进行组合重构，得出新的设计元素，从而

应用于文创产品的外观造型、产品装饰、产品配色中。 

赣茶香天下新式茶饮包装设计见图 6，其图案源

于赣南采茶戏中的人物形象与道具，上图中的采茶女

身挑茶篓，着喇叭裤，图案以茶罐为背景，并以云纹、

远山为装饰，包装色彩选用橙色为主色调，配以绿色、

黄色为装饰，主要的人物形象和道具用黑色剪影的形

式呈现，茶包装的背面有赣南脐橙和江西庐山的形

象，配有“江西茶，香天下”的标语。图 6 中的丑角

手拿茶臼进行碾茶，以茶壶作为人物背景，配以云纹、

植物纹为装饰，整体色彩为蓝色，背面有南丰蜜桔的

形象。产品将采茶戏中的角色应用到产品封面包装

中，用色彩将每种茶区分开来，在传播茶文化的同时

对赣南采茶戏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使包装具有浓厚

的文化意蕴。 
 

表 2  赣南采茶戏道具分析 
Tab.2 Analysis of props in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道具 样本图片 具体结构 形态提炼 色彩提取 

扇子花 

    

花绷子 

    

锣 

    

鼓 

   
 

 
图 6  赣茶香天下新式茶饮包装设计 

Fig.6 New tea packaging design of Jiangxi Tea Fragran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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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赣南采茶戏服饰之于文创产品设计分析 

服饰是塑造赣南采茶戏人物角色形象的重要方

式之一，赣南采茶戏服饰的款式、色彩、装饰对于人

物塑造和内容诠释发挥着重要作用[8]。按照戏服的款

式，赣南采茶戏服饰主要分为三类：冠帽、戏衣、戏

鞋。根据人物角色的各自特点其戏服的款式、色彩、

装饰图案也略有不同。 

1）冠帽。冠帽指戏中人物角色头上所戴的各种

帽子，在赣南采茶戏中冠帽的种类繁多且佩戴者主要

为男角，女角较少佩戴。如采茶戏《钓拐》中，正丑

田七郎，头戴圆形遮阳草帽，帽檐上方有一垂绳，除

了草帽、红军帽外，还有纱帽、巾帽等，在帽子的边

缘常以动植物纹样为装饰。 

2）戏衣。赣南采茶戏衣整体宽松，款式简单。

旦角戏衣由便衣和裤装组成，上身便装的款式为双圆

襟加立领盘扣，衣袖为喇叭袖或直筒袖，在袖口处有

花边或刺绣纹样的装饰，下身裤装，多为宽松的直筒

裤或上窄下松的喇叭裤，在裤口位置同样带有装饰[9]，

色彩有蓝灰色、黑色、红粉色、蓝绿色等。丑角上衣

受汉服影响，两襟相对，纽扣位于两襟正中，两襟边 
 

缘镶有装饰性花边，其中在左袖口处有一 65 cm 左右

的长水袖，这也是赣南采茶戏服饰与众不同的地方之

一，在腰部系以与上衣颜色不同的百褶短裙，下身为

裤型宽大、裤脚内收的灯笼裤，将赣南客家人的淳朴

性格带入服饰中，在色彩上相较于正丑而言，反丑的服

饰色彩较为鲜艳，与其滑稽、诙谐的角色性格有关。 

3）戏鞋。鞋子多为布质，色彩随服饰而变化，

有金色或白色镶边的装饰，部分鞋面前方鞋头位置有

一圆绒球作为装饰。 

在我国的戏曲表演中，赣南采茶戏以源于生活、

朴实无华的特点不同于其他戏曲，采茶戏演员在戏中

所穿的戏服对人物角色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

体现出人物的身份、性别、性格、善恶，更是对赣南

地区传统文化的浓缩与升华[10]。采茶戏服饰作为视觉

元素之一对文创产品设计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制图软

件对赣南采茶戏服饰进行矢量处理，在此基础上将矢

量元素分解为结构、图案、色彩三个部分，建立符

号库，见表 3。从对赣南采茶戏服饰的分析中可以总

结出：在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可以提取符号库的

元素对文创产品的外观造型、装饰纹样等进行设计

演变应用。 

表 3  赣南采茶戏服饰分析 
Tab.3 Analysis of costumes in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名称 冠帽 云肩 围裙 上衣 百褶短裙 裤 戏鞋 

样本 

 
   

服饰结构 

  
    

图案提取 

 
波浪纹 

 
莲花纹 

 
花卉纹 

圆、如意纹、

植物纹 
 

缠枝纹 
 

几何纹 

 
莲花纹、 

忍冬纹 

色彩提取 

       
 

锋味——茶叶包装设计，见图 7，其人物形象以

采茶戏中的旦角采茶女为设计元素，进行包装图案的

设计，包装中的采茶女头戴蓝色头巾，身着蓝色上衣，

身上背一茶篓，马尾置于胸前，进行采茶活动。茶叶

外包装为黑色，茶叶罐为蓝色，与图案中的人物服饰

颜色相对应，该产品包装图案源于采茶戏中旦角的角

色，整体现代简约，符合现代消费人群的审美需求。 

2.4  赣南采茶戏彩妆之于文创产品设计分析 

戏曲彩妆是将色彩与人物面部特征相结合的造

型艺术，相对于台词、舞蹈而言更为直观，戏曲中的

妆容会根据人物角色、性别年龄、性格特点的不同而

产生变化，以完成戏中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和谐统一，

总而言之，人物彩妆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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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锋味——茶叶包装设计 
Fig.7 Feng Wei---tea packaging design 

 
与人物角色、道具、服饰等视觉元素各有侧重，但都

是赣南采茶戏的一部分，服务于欣赏者[11]，并对赣南

采茶戏文创设计产生积极影响。 
 
 

赣南采茶戏中的人物妆容主要是围绕丑角展开 

的，采茶戏中的正丑其妆容特点为在两眼中间处画有

一白色“豆腐块”状的方形体，方形体现出人物的正

义，而“豆腐块”的位置与色彩又使人物具有幽默感[12]。

反丑的妆容较正丑更为复杂，通常在人物两眼与鼻梁

的山根位置有虫、蛇等动物形象，眼睛画成斜三角状，

嘴呈歪状，且在中心位置用白色作点 ，塑造出人物

尖嘴猴腮的角色特征[13]。赣南采茶戏中的旦角妆容，

小旦纯真善良、聪明伶俐、活泼大方，其妆容简单，

红唇、眼部和双颊涂饰红色胭脂[14]；彩旦为中年角色，

性格泼辣、刁蛮，妆容上与彩旦相似，眼部和双颊有

红色胭脂作为涂饰；老旦为老年角色，性格和蔼可亲、

善解人意，妆容较为淡雅，赣南采茶戏美妆分析见表

4。在赣南采茶戏中，人物彩妆与角色、服饰相互影

响，通过视觉元素表现采茶戏特点，在文创产品设计

中，可以对人物角色的妆容进行提取，将其进行简化

处理，应用在文创玩偶的表情设计上。 

表 4  赣南采茶戏彩妆分析 
Tab.4 Analysis of makeup in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人物角色 正丑 反丑 小旦 彩旦 老旦 

角色妆容 

     

妆容提取 

    

色彩提取 

  

 
采茶戏文创钥匙扣设计，见图 8，选取戏中小旦

的形象及妆容，将人物形象进行简化处理，保留戏中

旦角人物的妆容，即眼部、脸颊、嘴唇的红色胭脂，

纯真善良的眼神，在发型上对其 IP 形象进行再设计，

头戴发饰，装饰感强。该钥匙扣的图案设计在保留角

色人物基本妆容的同时，对发型进行了创新，设计后

的图案既具有赣南采茶戏中人物角色的妆容特点，又

具有现代美学特点，将设计完成后的人物脸部形象放

置于钥匙扣的中心位置，使采茶戏文创钥匙扣与人物

妆容结合得恰到好处。 

 
 

图 8  采茶戏文创钥匙扣设计 
Fig.8 Cultural and creative key ring design  

in Tea Picking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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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设计 

文创产品需要结合相关文化进行设计，近年来，

文创产业发展趋势呈稳步前进状态，博物馆文创、旅

游文创等产品异军突起，由此看出，文创产品所具有

的经济效益是积极的，它不仅仅是文化的象征，更是 
 

传播传统文化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催化剂[15]。通过

提取采茶戏视觉元素，构建设计模型库，进行元素重

构，可以为戏曲类文创产品设计提供更为广阔的设计

思路，见图 9。赣南采茶戏中的道具类型多样，其中

乐器必不可少，在戏中它不仅是人物的道具，更是活

跃现场气氛的工具，因此设计了以赣南采茶戏中道具

鼓为原型儿童手拍鼓文创产品，见图 10。 

 

 
 

图 9  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设计思路 
Fig.9 Design idea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 

 
 

 
 

图 10  儿童手拍鼓文创产品设计 
Fig.10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children's hand drum 
 
赣南采茶戏文创——儿童手拍鼓，以采茶戏中的

道具牛皮鼓为基础，首先，儿童手拍鼓的造型源于赣

南采茶戏道具中的牛皮鼓，对牛皮鼓的外形进行分析 
 

可知其鼓身线条圆润柔和，装饰性较弱，因此在设计

儿童手拍鼓赣南采茶戏文创产品时，将造型设计得更

为硬朗，考虑到使用者为儿童，对鼓的高度进行调整，

为提升产品的趣味性与便携性，将鼓的直径控制在

20 cm 之内；其次，在鼓面装饰上，提取赣南采茶戏

旦角服饰中的花卉纹、几何纹等纹样，并运用四方连

续、旋转复制等手法对纹样进行重组，分别应用于鼓

面、鼓身的装饰上；再次，在色彩上，选取赣南采茶

戏中反丑的妆容色彩，进行色彩提取与重组，提取出

粉色、橙色、黄色、绿色四色应用于儿童手拍鼓色彩

的设计上，活泼、充满活力的色彩与儿童审美相契合；

最后，手拍鼓的设计灵感源于赣南采茶戏视觉元素中

的人物角色，采茶戏中的旦角善良、勤奋、聪明、贤

惠，将旦角这一特征进行转喻，与活泼的儿童结合，

考虑到儿童喜动、好奇心强等特点，进行了手拍鼓的

设计，赋予产品活泼、有趣的积极含义，使产品既具

有赣南采茶戏的视觉元素与艺术特征，又实现了产品

的实用性与功能性，也传承发展了赣南采茶戏，是赣

南采茶戏中视觉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成功实践，

赣南采茶戏文创——儿童手拍鼓设计过程，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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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赣南采茶戏文创——儿童手拍鼓设计过程 

Fig.11 Cultural creation in Gannan Tea Picking Opera—design process of children's hand drum 

 

4  结语 

赣南采茶戏作为江西省的传统戏剧之一，具有悠

久的历史、有趣的剧情、独具特色的人物，是江西省

极具代表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彰显出江西赣

南地区独具特色的采茶文化、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以

及独一无二的赣南采茶戏文化，历经了数百年的传承

与发展，但如今仍然面临着发展缓慢、传播力不足、

艺人断层等问题，因此提取赣南采茶戏中的人物角

色、道具、服饰、彩妆等视觉元素，对其进行分析，

并选取其中部分元素进行重构，将这些视觉元素应用

于文创产品设计中，是如今文创产品设计的可行方案

之一。赣南采茶戏文创设计——儿童手拍鼓的设计应

用，为包括采茶戏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

了新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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