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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nlighten the design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y the design and market-

ing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Forbidden City", so as to enrich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Som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Forbidden City" were used as cas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racticality, innovation and character-

istics, focus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reat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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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年接待观众达千

万级的博物馆，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故

宫博物院的游客数量是受限制的，而文化创意产品

则很好地扩大了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传播广度。同时，

由于故宫文创产品在传统文化、现代风貌与工艺设

计方面的完美结合，又为现代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

了很好的参考 [1]。为此，本文将对故宫文创产品的

设计原则、元素与类型展开简要分析，并针对故宫

文创产品对现代文创产品设计的启示展开论述，以

供参考。 

1  故宫文创产品的设计原则 

1.1  实用性 

故宫文创产品在设计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实用性

的原则，因此受到了受众的青睐[2]。比如，“故宫金

桂浮月马克杯”“故宫一次性口罩”“故宫松竹梅食具”

“故宫紫禁乾坤笔记本”“故宫金羽漫香香氛”等，

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产品，是有一定实用性

的，具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同时又具有文化特色，能

够很好地传播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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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新性 

故宫文创产品在创新性上一直是比较突出的[3]。

在 2013 年，北京故宫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文化产品创

意，举办了以“把故宫文化带回家”为主题的文创设

计大赛，并且不断推陈出新，在传统文化中融入时尚

元素和科技元素，为文创产品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吸

引了众多受众的眼球。 

1.3  特色性 

如今，很多文创产品出现了千篇一律的问题，缺

乏特色是文创设计的瓶颈，是影响文创设计发展的重

要因素[4]。故宫文创产品设计选取了故宫博物院的文

化符号与文化内涵，将其渗透到工艺品中，赋予工艺

品以文化的特色，同时又结合了时下最流行的时尚元

素，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5]。 

2  故宫文创产品的产品元素与产品类型 

2.1  故宫文创产品的元素 

纵观当下的故宫文创产品，可以发现，故宫文

创产品的元素主要涵盖了宫廷元素、书画元素和建

筑元素。 

2.1.1  宫廷元素 

紫禁城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民众生活遥远

的感觉，这种陌生化的心理又使人们催生了了解它、

走近它的心理需求。故宫文创产品恰恰符合了人们的

这种心理需求，其运用了很多宫廷元素，使故宫文化

走向了生活。比如，故宫文创产品“千岁杯”，见图

1，产品设计灵感来源于故宫博物院藏的清朝点翠嵌

珠后妃朝冠，以现代的设计手法，巧妙地将朝冠设计

为杯盖。而杯身则有着女子面部的轮廓。该产品将宫

廷冠服礼仪与现代生活巧妙结合，使产品既有趣，又

具有浓郁的宫廷风。 

2.1.2  书画元素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许多书法画作也成为文创产

品的设计元素。比如，“千里江山镇纸”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故宫博物院藏《千里江山图》，磅礴大气，配

色经典高雅，将故宫中的书画作品展现给大众，拉近

了大众与文物的距离，见图 2。 

2.1.3  建筑元素 

除了宫廷元素与书画元素之外，建筑元素也是故

宫文创设计中常用的元素。比如，“我在故宫看脊兽”

系列明信片，产品设计灵感来源于故宫的脊兽，在明

信片的背面还附带了故宫脊兽的相关介绍。 

2.1.4  吉祥元素 

在故宫文创产品的设计中，还会选择各种吉祥元

素，如吉祥文字、吉祥图案等。比如，故宫的文创产

品“九环银佩丝巾”的设计灵感来自故宫博物院馆藏

的银锁，丝巾选用了银锁、祥云等吉祥图案，寓意了

吉祥与美好。 

2.2  故宫文创产品的产品类型 

2.2.1  生活用品 

故宫文创产品中，有很多都是生活用品[6]。比如，

水杯（“千岁杯”“太子杯”“海错杯”“我佛慈悲马克

杯”等）、雨伞（“胤禛美人雨伞”等）、故宫日历等，

这些生活用品深受大众的喜爱。 

2.2.2  文具产品 

在故宫文创产品中，文具产品也占据了较大的比

例。比如金榜题名手账本、紫禁城铜毛笔、千里江山

镇纸等。在 2019 年，故宫文具在天猫平台正式首发，

共发布了百余款文具产品，包括学生文具、办公文具、

商务文具、礼盒文具和益智类文具。这不仅是传统文

化的现代诠释，也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表达。 

2.2.3  化妆品 

在故宫文创产品中，化妆品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

位，很多设计都让人惊艳。比如“寻香紫禁城系列香

水”“牡丹口红”“鹤禧觉色·故宫彩妆盘”“鹤禧觉

色·故宫佛手玉润养肤气垫粉底霜”等。 

3  故宫文创产品对现代文创产品设计的启示 

在前文中，分析了故宫文创产品的设计原则以及

故宫文创产品的元素和类型。那么，故宫文创产品如

此火爆，如此深受受众的青睐，形成了一个极具辨识

度和影响力的文创品牌[7]，这能够为现代文创产品的

设计提供哪些启示呢？笔者认为，启示有很多，但是

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为急切的，是启发我们充分运用

并把握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审美性、文化性与实用

性、功能性的统一，丰富创意元素，扩大灵感来源，

充分考虑并满足公众的需求，打造文创产品独特的品

牌特色。 

3.1  充分运用并把握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熠熠生辉。传统文化不仅是值得传承和弘扬的经典，

也是设计领域永远的根和给养[8]。立足传统文化，运

用传统文化，把握传统文化，能够为文创产品设计提

供更多的创意与灵魂。故宫文创产品充分运用并把握

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宫廷元素、

传统书画元素、吉祥图案元素以及传统建筑元素等，

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构成，是符合中华民

族的审美习惯的[9]。因此，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中，应

该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要为产品

注入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产品更具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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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现审美性、文化性与实用性、功能性的统一 

优秀的文创产品不能仅仅具有审美性、文化性，

而忽略了实用性、功能性。只有四者统一，才能算得

上是优秀的文创产品[10]。为此，在设计的过程中，应

该充分提取传统文化元素，选择符合当代人审美的元

素，进行提取、简化、拆解等，使其适应当代人的使

用需求，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与文

创产品的打造。举例来说，故宫的荷包口红以故宫博

物院藏品荷包为灵感，设计了玛瑙红、宝石红、珊瑚

红、琥珀橘、豇豆红、琉璃紫这六种颜色，不同的颜

色选用不同的吉祥图案，象征着“福、禄、寿、喜、

财、吉”的美好寓意。而且其包装设计十分小巧、典

雅，古色古香，携带便捷，其在设计的过程中，严格

把控口红成分，不含孕妇慎用的成分，令消费者可以

放心使用。可见，故宫的文创产品兼具审美性、文化

性、实用性以及功能性的统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1]。 

3.3  丰富创意元素，扩大灵感来源 

对文创产品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单一的创意来

源，会使受众产生疲惫感。故宫文创产品的创意元素

有很多，比如建筑元素、吉祥元素、书画元素、宫廷

元素等，而且故宫的文创产品种类非常丰富，灵感来

源也是非常广泛的[12]。比如，仅仅就水杯这一种文创

产品来说，就有很多不同的创意元素和灵感来源。如，

故宫文创福禄寿杯，将蝠、鹿、鹤三种吉祥动物图案

进行全新的设计，饱含传统文化意蕴，传递出“福、

禄、寿”的美好寓意。又如，故宫宫廷随行杯，故宫

资深的文创设计师，分别选取了故宫博物院的 9 款文

物、图案、景色附着在杯身上。此外，还有取材于《海

错图》的“海错杯”、取材于同治款黄地粉彩兰花纹

杯的“玉瓷单杯·蝶恋幽兰”、取材于乾隆御笔“福”

字的“乾隆御笔福至杯”、取材于故宫博物院藏的清

朝点翠嵌珠后妃朝冠的“千岁杯”……丰富的创意元

素，使文创产品更加多元、更加多样。 

3.4  充分考虑并满足公众的需求 

在《故宫文创记》中，明确梳理了故宫博物院文

化创意产品研发的十项原则，其中第一点就是“以社

会公众需求为导向”，还包括“以服务广大观众为宗

旨”。可见，受众的需求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文创产品的受众是社会大众，因此在文创产品的设计

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受众群体客观、实际的需求，

尤其是要考虑现代年轻人的需求，要迎合现代年轻人

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13]。比如，前文中提到的

“荷包口红”设计了三种质地、六种颜色，能够符合

绝大多数女性的使用需求。 

3.5  打造文创产品独特的品牌特色 

当前，很多文创产品设计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

“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

更无法打造自己独特的品牌，从而导致很多文创产品

无法被人记住。其实，品牌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能够通过品牌打造出自身的核心观众群体和核心文

创产品开发群体，从而促进文创产品开发本身的发

展。因此，对文创产品来说，必须要打造属于自己独

特的品牌特色。故宫文创就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因为

其以藏品研究成果为基础，文创产品的设计灵感都来

自于不同的藏品，这对故宫文创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也是很容易形成自身的品牌与口碑的。为此，在

文创设计中，一定要寻找到适合自身特色的品牌打造

方法。一方面，文创产品在品牌特色打造过程中，要

能够发挥整个行业的作用，通过行业之间的交流、沟

通与互动，在更广的层面上去突出自身特色。另一方

面，文创产品的品牌化打造，需要其逐步突出文创产

品的界限，通过与地方行业进行融合，构建文创品牌

阵营，推动文创产品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进行展示。 

4  结语 

故宫博物院有着诸多的馆藏文物，涵盖几千年的

中华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灵魂。而故宫文

创产品更是以其丰富的种类、多元的灵感来源、多样

的表现形式，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故宫

文创产品的创作具有文化性和审美性、实用性和功能

性，能为广大受众提供一场视觉文化的盛宴，也能够

满足群众的基本应用需求，因此成为了受众喜欢、青

睐的产品品牌。当然，在故宫文创产品的设计中也会

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现代文

创设计者来说，应该借鉴“故宫文创”的成功之处，

探索其对现代文创产品设计的启示，自主探索其蕴含

的文化内涵，积极主动地成为文化传播者，以互动相

传的方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元素创新

是现代设计师义不容辞的职责，研发团队要充分探究

市场需求，与社会各机构展开协同合作形式，重点将

文化与创意、文化与科技相结合，全面优化文创实践

模式，以更为包容、开放的心态共同推进文创产品设

计水平的提升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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