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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表现方式，以期找到提高新时代文创产品设计效果和实际价值

的有效途径，促进文创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方法 从文创产品的兴起着手，深入了解文创产品的内

涵、艺术价值与发展现状，分别从审美、文化和技术三个层面，深入探析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表现路

径与方法。结论 视觉表现的巨大艺术张力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带来了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内涵的丰富与

创新，其艺术处理方式更好地表达了产品思想，也引发了更高层面的受众共鸣，是文创产品取得成功的

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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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Expression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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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way of visual expression in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find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design effect and practical valu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h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Starting from the ris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connotation, artistic value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learned in-depth. 

The visual expression path and method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analyzed in-depth from the 

aesthetic, cultural and technical levels. The great artistic tension of visual expression brings richness and innovation 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rom form to content, and then to connotation. Its artistic treatment better ex-

presses the idea of the product, and also arouses the resonance of the audience at a higher level,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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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兴起的文创产业所造就的文创产

品，是结合了文化符号和产品设计两个方面的艺术形

式。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特

点更加凸显了文创产品的优势，在实用性得以发挥的

同时，让消费者从中体会到了审美体验，促成了更加

美好的使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代表了一份美

好的记忆和情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企业、社

会与设计师纷纷对文创产品进行关注，并给予其更高

的发展目标，但如影随形的弊端与不足也逐渐显现出

来，缺乏新意、内涵不足、各个细节多模仿和抄袭等

成为文创产品在视觉表现方面的巨大阻力，以至于消

费者在看到同质化的产品后不会有再次购买的想法[1]。

从实际出发，明确视觉表现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产品要

素、文化要素、审美要素的合理发掘与应用，以及购

买人群的特点和需求，若脱离这一实际，则文创产品

的视觉表达将大打折扣[2]。那么，文创产品的视觉表

现形式是什么，如何才能将其视觉张力进一步凸显，

受众群体的喜好是什么，作为文创产品的设计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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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摆在眼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文创产品

设计就会出现断层现象，甚至使其成为纯粹的“工

艺品”，难以实现自身应当具有并凸显的特点和价

值。因此，本文主要从审美层面、文化层面与技术

层面三个方面，对视觉表现途径进行分析总结，具体

如下。 

1  审美层面的视觉表现 

美是人们对事物的第一印象中具有吸引力的元

素之一，对于文创产品而言，除了保证基本的创意性

外，还需要从美的视角进行美的体现，以独特、显眼

的外在造型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并在不断地求新、

求变中与消费者的精神需求相联系，以独有的审美特

点实现更加丰富的内在特点和实际价值 [3]。也就是

说，文创产品在审美层面的探索有着一定的空间，并

且能够更加深刻地吸引消费者，给他们带来审美情感

的满足。 

在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是民间美术元素，丰富且

个性化的民间美术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有着耀眼的光

芒，不仅拥有个性且深刻的内涵与视觉张力的外在，

还不断地与各种艺术形式相融合，给人们带来了更加

新颖且有内涵的艺术作品[4]。民间剪纸、民间年画等

就是民间美术的佼佼者。以民间剪纸为例，其除了拥

有装饰作用的窗棱剪纸、婚庆时的喜庆剪纸，还有各

种用来烘托气氛的彩色剪纸和精怪类剪纸，发展至

今，虽然部分形式已经消失，但保留下来的剪纸形式

凭借强大的视觉张力和审美感召力，一直出现和融合

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并与时代的发展主题和人们的审

美追求相适应，带来了突出的变化与丰富的视觉表

现。以下是文创产品对剪纸元素的审美解读与应用。 

从外在的审美表现力看，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

审美认知和偏好不同，当下的人们在科技和时代的发

展与变化中，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去对事物进行深入且

长久的关注，喜爱之情也难以长时间维系，所以当前

的文创产品设计需要向着简洁、简化、明确的方向发

展[5]。对民间剪纸艺术而言，其所拥有的平面性和高

度概括的特点，都让它在引发观者情感共鸣上有着突

出的优势。这体现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上，就可以由设

计者对剪纸的图形进行有针对性的提炼和重组，使其

观赏性进一步增强，从而使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被

文创产品中的剪纸元素所吸引，在提升观赏性的同

时，达到艺术感染力的有效升华。另外，从未来的审

美发展来看，当前人们的生活更加趋于精致细腻，而

民间美术独有的情感性与差异性的审美特质，与人们

当下的追求更加契合。因此，可以将其中的有效元素

进行提取，并不断尝试进行创新，设计出更加时尚、

美观的文创产品[6]。比如，民间剪纸的色彩多为红色，

强调吉祥喜庆的寓意，而在将其融入文创产品的过程

中，设计师可以尝试创新剪纸色彩，结合文创产品自

身的特点，进行视觉冲击力的升华，提升文创产品的

吸引力，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文创产品的色彩感，促进其更好的发展。

还可以深入分析剪纸图案深层次的文化内蕴，将其精

神内涵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如古代仕女图、十二生

肖等代表性剪纸作品，这样可以借助其深刻的内在寓

意，将文创产品的文化意蕴和艺术价值进一步提升，

有效升华文创产品的精神内蕴，从而使文创产品的审

美张力更加凸显。 

2  文化层面的视觉表现 

文创产品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可以让视觉表现更

加突出，在外在审美的升华基础上辅以深刻的文化内

涵，能够让消费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创产品的与众

不同和深厚内蕴，从而乐于购买和收藏[7]。从这一层

面看，文创设计者需要具备融古通今的设计思维，从

传统的视觉符号中进行挖掘和利用，以深刻的文化内

涵为文创产品的视觉表现增添助力，确保文创产品原

本的视觉符号更加凸显，并以独特的审美造就东方格

调，从而更加易于让大众所接受。比如，以民间刺绣

这一视觉符号为对象，当前市场上有很多布艺刺绣手

包、刺绣工艺扇、布艺刺绣首饰等产品，而文创产品

设计者可以从当前的布艺刺绣的文化内涵着手，进行

可借鉴元素的提取，并对提取的元素进行梳理和分

析，以迎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标准为原则，使之更好

地融入文创产品中，从而促进文创产品的视觉表现。

目前，刺绣类文创产品有手工刺绣的音箱、笔记本、

领带、钱包等，这些产品在设计过程中一直坚持以纯

手工制作，且整体的色彩和造型沿用传统风格特点，

最大化地将刺绣文化的原生态性和美学性进行了表

达，不仅提升了整体的视觉张力，还凭借深刻的文化

内涵带来了更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另外，地域文化层面的艺术化表达也是赋予文创

产品以文化层面的视觉张力的有效途径。这是因为人

们在社会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对文化的要求

逐步提升，而文创产业更是经济增长点，若能将地域

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则可以在展示地域文

化的同时，更好地提升视觉表现力[8]。例如，芜湖旅

游文创产品设计中，有一款纤维编织装饰画，设计师

在设计时将芜湖的城市特点、旅游文化和历史传承等

融入画中，并以手工制作，内容分为“经济篇”“历

史篇”“旅游篇”等多个系列，在装饰性突出的基础

上实现了实用性的强化，也在不同的层面将芜湖的地

域文化特点进行了表达，迎合了人们爱好自然的心理

愿望。可以说，这款纤维编织装饰画带给消费者的视

觉印象是直观且深刻的，而这都与其所承载的地域性

视觉符号的文化内涵有着紧密的联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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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层面的视觉表现 

文创产品的视觉表现还与一种强烈的交互体验

密不可分，尤其在当前的信息化语境下，文创产品的

设计需要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以此进行体验的升

华，从而带来更加具有影响力的视觉表现[10]。这是因

为人是“视觉动物”，人的大脑获取的信息大多数来

自眼睛，很多时候人们会根据第一印象决定是否需要

购买和使用某件产品。“第一印象”即消费者与产品

之间产生的一种交互行为，这种视觉层面的体验十分

重要且关键，而这就涉及了技术层面的视觉表现。 

第一，纯粹化表达。文创产品所应用的视觉元素

总是能够为其艺术价值增添光彩，但过于强调实践视

觉元素的堆砌和应用同样不可取，这样只会让文创产

品的视觉张力降低，进而导致消费者在多而杂的视觉

元素中看不到其精髓，更妄论进一步的交互体验了[11]。

因此，设计师有必要进行纯粹化的艺术构思与表达，

摒弃与文创产品的风格、主题不符的视觉元素，以纯

粹直接的艺术表现形式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以此获取

视觉张力，传递出更加纯粹而深刻的精神内涵，从而

促成精神层面的交互，促进视觉表现力的升级。 

第二，发展线上虚拟展示。视觉表现有赖于技术

层面的升级，这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上表现突出，智能

技术的应用开始得到推广。以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

为例，其设计方向已经开始虚拟化，借助共享二维码、

H5 等实现虚拟文创产品的呈现，这样的文创产品有

着更加突出的视觉表现力、便捷环保，以全息影像性

质的立体视觉设计元素升级文创作品，让消费者的视

觉互动体验更加强烈。 

另外，大数据分析技术也是文创设计者在未来的

文创产品设计中不容错过的技术形式，其与文创产品

设计的结合，能够对消费者所需求的视觉元素进行精

准分析，从而让视觉表现更加突出，这也给了视觉互

动以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有利于文创产品在未来的发

展与创新[12]。 

技术创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文创产品的视

觉表现效果，但文创产品的设计始终围绕着消费者，

技术手段只是一个补充，以帮助设计者更好地分析消

费者的交互体验需求，从而个性化地设计出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文创产品。归根结底，技术手段的视角表现

力是要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的，如此才能更好

地实现视觉张力的突出与升级[13]。 

4  结语 

比较小众的文创产品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开始

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其以个性而强大的视觉表现去

强化自身与消费者之间的交互体验，并通过不断地分

析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动机来满足更加个性的需求，

其中涉及实用性、艺术性等层面的追求。综上所述，

文创产品的设计需要强大的视觉张力作为支撑，也需

要多种多样的风格表达，设计师在具体的设计中，不

仅要注重外在造型方面的审美张力，还要透过单纯的

外在形式，升级文化内涵层面和技术层面，以多元共

进的姿态去升级自身的视觉表现力，实现趣味性、审

美性、文化性和技术性等层面的互动升华，从而提升

自身的外在与内在品质，获得消费者的肯定和青睐，

这样的多元素、多文化、多技术的表达，不仅有利于

各种价值的体现，还利用消费者与文创产品之间的情

感交流，以更加符合消费者视觉体验和互动交流需求

的创意形式，实现更大的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促进

文创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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