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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文创产品的设计从简单的文化元素应用转向深刻的情感表达的发展路径。方法 文创产

品在当前各种产品设计趋于情感化、人性化的形势下逐渐开始了设计思路与方法的转变，希望能够借助

情感化的设计来提高受众的满意度。对情感化设计的主要内涵与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并对情感导向下的

文创产品设计进行深入分析。为进一步验证情感化设计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在具体的设计实践部分，分

为文化认同、交互联想和提升亲和力三方面展开探讨，并列举了博物馆文创产品、女性文创产品等具体

类型的文创产品设计思路与方法，提出了几方面的新观点。结论 文创产品借助情感化设计理念的融入，

实现了对文化宣扬和精神层面的追求，使文创产品能够作为思想碰撞、文化传播、情感关照等方面综合

发展的产品形式，真正找到未来内涵式发展的有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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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from simple appli-

c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to profound emotional expression.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all kinds of product design 

tended to be emotional and humanized, the design idea and metho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gradually changed to 

improve the audience's satisfaction with the help of emotional design. The main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emotional design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under emotion orientation was deeply 

analyzed. To further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emotional design, the specific practical design was dis-

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teractive association and affinity improvement, and the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of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femal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and other specific typ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were listed. Then, several new viewpoints were put forwar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al design 

concep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can realize the pursuit of cultural publicity and spiritual level, so that it can be used 

as the product form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the aspects of ideological collis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o-

tional care, and can find an effective path for future convolu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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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不仅作为一种抽象文化的载体而存在，

还是众多文化内容的缩影，能够在人们的日常往来中

传递情感、促进交流，可以说，从传播到记忆到馈赠，

其都有着强大的现实意义和存在价值。从最开始简单

的文化 T 恤、明信片以及缩小版的纪念品开始变得丰

富多彩起来，文创产品涉及各个类型的产品形式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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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的文化表达，更从外观和功能层面实现了升

华，真正将对“物”的关注转移到“人”上，依托产

品的文化特性和美学特征，抑或人文精神，开始向更

高层面的情感互动上升[1]。究其原因，主要与人们对

精神和情感的需求升级有关，将情感潜力充分挖掘并

加以呈现，可以让文创产品不局限于单纯的外在形

式，而是激发受众一系列的理解、情绪、记忆、反馈

等，最终带来一种沉浸式愉悦。事实证明，这样的尝

试，可以让受众对美与情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

在无形之中增强文创产品的生命活力。 

1  情感导向下的化文创产品设计思路 

受时代发展的影响，尤其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下，各种产品在设计上开始深挖消费者的需求和习

惯，并借助各种有效的技术手段来提升消费者的情感

体验，除了在外观、功能上的完善，还在精神层面开

始了情感的关照，从而有效打开了市场[2]。这就引出

了一个不得不说的方向——情感化设计。情感所指的

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反应、态度和看法，是一种受到

某种刺激后的反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与

外界沟通的桥梁，能够让各种事物变得不再单调，而

是拥有了一种亲和力、一种精神关怀。所谓情感化设

计就是从这一层面出发，从精神与生理等方面进行刺

激，从而使使用者产生一种情绪反应的设计形式。在

文创产品设计中，该设计理念所重点强调的是受众的

体验，而不是产品的功能，是一种能够从情感上实现

对话沟通的设计形式，其对文化、审美、创新等层面

有着具体的要求，但又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旨在

通过这种对受众需求的表达来实现一种情感的慰藉，

进而提升文创产品的趣味，以良好的互动给受众带来

良好的情感体验[3]。 

2  情感导向下的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从情感层面出发，不断提升产品设计的质量与层

次，是文创产品占领市场的有效途径。在情感导向下

的设计路径与创新实践，主要可以从建立文化认同、

强化交互联想、促进情感交流等层面进行逐一落实与

丰富，从而以更加吸引人的形式与深刻的情感内涵打

动人心，促就文创产品的更新与发展。 

2.1  从文化认同感出发，促进文化内涵的新生 

情感作用下的文创产品设计应从对自我形象的

认知、对个性化的追求和对持久记忆的强化等方面进

行艺术构思，促成一种文化的转译，实现元素符号的

不断升级创造，最后物化为文创产品的外在语言[4]。

这样的设计构思就是从文化的认同感出发，以反思层

面的情感设计为立足点，形成文化内涵的全新认知，

并由此建立受众与产品之间的文化认同感，最终实现

物与情感的结合表达，创造一种融合了情感的意义

延伸和价值升华，给未来的文创产品设计提供内在

驱力。 
首先，从具象的文化形态中提取符号。设计师在

文创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可以从符合产品形象与物感

的元素符号中进行源符号的提取，借助组合、重构、

嫁接等方式对其进行转译，使受众能够从中更好地感

知到由物而生发的情感，并与其产生联系甚至促成联

想，从而实现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一种转译和传播[5]。

其次，达成物质性符号语义的转化。设计师可以将抽

象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经验进行物质性符号的转化，促

使受众对其内涵产生新的认知与理解，从而激发一种

情怀，形成不同的文化表意。最后，融入文创产品的

特殊语境中。设计师要能够将以上这些操作巧妙地融

入文创产品的设计中，丰富文创产品的语境，同时融

入一定的美学观念进行构型，从而更好地唤起受众的

情感[6]。 
比如，高山流水香台这一文创产品的设计就十分

出彩，椭圆形的底座上有三块看似平淡无奇的石头，

彼此叠加组成山的形式，这看似平常的手法却蕴含着

设计师对独特文化符号的把握和文化转译的表达。这

里的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山大川，而是一种富含

禅意的境界，是人们内心中的山。当烟气从上而下如

流水一般流淌下来的时候，便造就了一种行云流水般

的气象，虽在方寸之间，却能够以小见大，给人以独

特的人生感悟。与山相对的不远处有一块小石头与山

相望，彼此相互配合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呼

应的是“高山流水觅知音”，而这个石头便是知音石，

其所讲述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表达的是一种

友情的见证。这样的文创产品设计创意就是对文化符

号的提取与转化，也是一种深刻的情感表达，其让人

在以观烟、闻香、玩香、听香的同时由小见大，在整

体上凸显出一种对美、永恒、友情与力量的表达，所

有的一切都在高山流水间流淌出来，以一种天地的气

势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从而产生更高层面的情感的

感应与体验。 

2.2  以交互联想为依托，带来使用情节的舒畅 

文创产品的情感化设计有着多样化的创作思路，

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交互联想，旨在让受众在

使用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新乐趣，从而在更加舒畅的使

用体验中得到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实现情感体验的升

华[7]。比如，首饰、杯子、尺和笔等日用品就是很好

的文化载体，将其与文化元素结合，实现与受众的持

续互动，往往可以将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升级成持久记

忆。这些日用品类的文创产品除了可以在交互联想的

作用下实现情感的表达外，博物馆内各色文创产品在

这一方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8]。 
一直以来，博物馆橱窗里的文物都给人一种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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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神圣感甚至陌生感[9]，而在博物馆文创产品情感

化设计思路的指引下，其摇身一变，以另一种形式成

为了人们生活中的日常用物，并结合文化与情感的双

向互动，引发人们的联想，在使用过程中便不自觉地

传达出一种独特的魅力，有效提高了人们对这类文创

产品的情感态度。比如，苏州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文征

明汝瓷衡山杯创意印章水杯就是一种互动联想带动

使用情节的代表。该款创意水杯之所以命名为衡山

杯，与文徵明的文人气度有着一定的关系，同时与苏

州当地的地域文化特点联系紧密。文徵明号衡山，是

苏州人，所以该款文创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苏州

元素，能够与消费者形成更好的互动体验和情感关

照。该文创产品的整体选用汝瓷精制，整体造型好似

一枚印章，更有趣的是在杯底用“文衡山”印章作为

底款，而当杯盖被拿来作为杯垫时，又与这一底部的

印章图案相组合，好似一块“印泥”，从而将古代使

用印章的场景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又因为整体的文

化创意取自衡山先生进而增加了文化价值，与文徵明

的文人气度不谋而合，整个使用过程仿佛用的是文徵

明“衡山”印，这也让整个杯子的价值获得了极大的

提升。 

2.3  以亲和力为助力，促进情感交流的升级 

以亲和力助力文创产品设计，促进情感交流的升

级，这样的做法满足了消费者的审美愉悦的情感需

求，有效地助力了文创产品情感化设计方向的发展与

实践[10]。 
关于这一点，在针对女性消费者设计的文创产品

中有着突出的表现[11]。女性天生的细腻与敏感让她们

对事物的要求普遍较男性高，具体到文创产品设计

中，除了有吸引力十足的外形和多样的功能外，还应

关照情感需求和性别特质，深入挖掘并融入情感元

素，带动女性消费者与文创产品的情感互动与交流，

从而使文创产业的发展更进一步[12]。以故宫文创产品

——福禄有余收纳盒为例，设计师所关注的是女性消

费者普遍的情感诉求和实用需求，由此对收纳盒进行

了创意设计，该收纳盒整体的造型十分独特，活泼可

爱的粮仓造型对收纳盒的功能进行了完美的展示，其

中的元素符号则选自馆藏玳瑁边嵌牙松鹤柏鹿挂屏

和印彩鲫鱼海水纹布，将代表“吉鹿献瑞”“鹤鹿同

春”的鹿元素作为其中的一个造型元素，将代表“吉

庆有余”“连年有余”的鱼纹作为另一个造型元素，

并在收纳盖上设计了鹿角和鱼尾等造型，与圆润饱满

的粮仓造型相呼应，寓意“福禄有余”，在配合青春

活泼的色彩搭配，能够在第一视觉效果上就契合女性

消费者的审美倾向。从实用性、文化性再到审美性的

表达，都直击人心，成功吸引了女性消费者的注意，

更利用每一个细节带给了女性消费者以惊喜感，这是

难能可贵的。 

3  结语 

情感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其载体也多有不同，

造就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形式。可以说，每当文

创产品的设计陷入困境之时，那些情感要素如体验、

感受、记忆、互动等就会帮助设计师重启灵感，找到

设计的创新思路[13]。因此，在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过

程中，应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和大众的情感需求，不断

转变设计方式，让文创产品能够借着情感升华的东风

实现综合价值的升级，引发更多的社会认同，获得更多

消费者的支持，探索出文创产品转型发展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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