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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发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的设计创新，探析并整合过山瑶特色文化资源。方法 以过山

瑶民族文化为核心，对过山瑶特色文化资源进行模态分类；研究文创产品的设计层次，结合相关案例分

析提出“表—行—神”的设计方法；构建以过山瑶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文创产品设计模型，并以具体设计

案例进行实践。结果 通过对过山瑶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转化提炼了文创产品的设计层次，提出了过山

瑶文创产品设计方法，并构建设计模型，为过山瑶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参考。结论 从产品外形到内涵

进行设计，符合消费者心理需求，提升民族文创价值，为过山瑶文创的民族性特色呈现提供积极的现实

意义和参考价值，也对过山瑶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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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and Model of Guoshany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Appearance, Behavior and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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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xi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and integrate the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oshanyao by 

studying the design innovation of Guoshany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Guangxi. With the ethnic culture of 

Guoshanyao as the core,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of Guoshanyao were classified by modality. The design leve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as studied, and the design method of "appearance, behavior and spirit" was put forward 

in combination with relevant case analysis.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model with the ethnic culture of 

Guoshanyao as the core was built and applied in specific design cases. By classify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Guoshanyao, the design leve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as transformed and refined, the design method of 

Guoshany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as proposed, and the design model was constructed, which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Guoshany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design from the appearance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oduct conforms to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nsumers, enhances the value of ethnic cultural creativity, 

provide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Guoshany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also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ethnic culture of Guoshan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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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2 日，“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健

全文化产业体系，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推动区域

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

支撑和带动作用将达到新的高度”[1]。2022 年 1 月

11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施行《广西“十

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规划指出“推进传统

文化产业的优化和发展，把文化要素融入制造业的研

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2]。目前，大多数过山

瑶民族产品文化特征不明显，创新手段单一，不能引

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实现文化沟通互动，带动区域

发展。因此，为积极响应和贯彻国家政府的号召，

充 分 发 掘 得天 独 厚 的 地域 和 少 数 民族 特 色 文 化资

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过山瑶特色文化为设计点，

以文创产品为载体，探索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新

方法。 

1  文献综述 

民族文化是某一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

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面对全球文

化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如何以独特的形式去传承和

发扬民族文化成为了设计师们考虑的问题。设计学者

们通过大量理论及实践的研究，发现设计的介入可以

利用其特有的创造性，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开

发，助力其发展。文章基于 CiteSpace 中 K（key-

words）聚类分析功能以“瑶族文创”关键词展开科

学分析（见图 1），发现对瑶族文创的研究主要从以

下三个方面展开。 

1）瑶族服饰设计。周旭婷[3]通过研究瑶族服饰
纹样的特征，探究其文化意蕴，合理提取瑶族服饰纹
样的精华，获取设计灵感，推广其在文创产品中的应
用；刘青青[4]从符号学的角度，剖析了金秀瑶族服饰
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并构建了符号图谱，提取出金秀坳
瑶的服饰文化元素，完成金秀瑶族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2）文旅融合设计。仇广政等[5]通过对瑶族服饰
图案、色彩、工艺的分析，发现可以按照线条、形状、
图形、肌理及平衡的策略将瑶族服饰元素融入旅游文
创产品设计中，促进瑶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王可心
等 [6]采用现代设计方法与理念对瑶族文化元素进行
梳理、解读与组合，并将其应用到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中。 

3）非遗文化设计。陶长江等[7]基于文化生态学
理论，以广西瑶族非遗盘王大歌为例，提出采用“非
遗主题园区+生态博物馆”的“双核”开发模式，同
时利用现代影像技术还原神话场景，精心设计项目体
验活动；容婷等[8]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刺绣为
例，按照非遗类别属性剖析瑶族刺绣在传统工艺、民
间美术和民俗活动这三个层面的特点，结合新时期面
临的新问题，提出应将设计美学作为非遗瑶绣传承与
创新的新理论视角。 

 

 
 

图 1  关键词聚类 Time Line 分布图谱 
Fig.1 Time line distribution map of key word clustering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数集中在瑶族文化

的应用研究和设计实践方面，且在研究过程中大多数

没有具体的设计方法去指导实践；同时在研究过程中

多数是从文化符号、造型、色彩和材料等角度进行分

析，前沿的体验设计思维如何逐层体现在设计过程和

设计策略中，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方法模型。因此，

文章基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层次理论对过山瑶文

化进行模态分类，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层、行为文

化层和精神文化层[9]，构建相对应的“表象层、行为

层、精神层”设计层次和提出“表—行—神”的设计

方法，共同组成了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模型，以

期指导相关设计实践。 

2  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现状分析 

2.1  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现状 

广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旅游资源及地

域文化资源，有力地支撑着广西过山瑶文化创意产品

的开发与营销。笔者考察了广西过山瑶家文化园及一

些旅游景区，实地调研中发现过山瑶文创产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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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与质量都尚未满足市场需求，整体处于发展滞后

的水平，主要有以下问题：其一，当地的文创产品没

有品牌系统的整合，目前市面上的文创产品没有全面

系统的品牌规划，只是一些片面、局部、零散的文创，

没有形成一个特色品牌贯穿文创产业链；其二，市场

文创产品种类较少，产品差异化程度低，特色产品的

包装多采用简单的装饰，并且多挪用或剽窃其他产品

的外观设计，很难让消费者眼前一亮，激起消费者的

购买欲；其三，文创产品缺乏核心价值。现阶段的文

创产品，不存在对产品核心价值的定位，设计十分随

意，而且具有过山瑶特色的文创产品较少。 

2.2  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消费现状 

经济增长和消费结构的转型不断推动着中国文

创产业的发展。笔者调研发现，过山瑶文创产品以 
 

实体商店和电商平台销售方式为主，并且消费群体
主要为旅游人群。对过山瑶文创产品消费群体的消
费需求进行了分析（见表 1），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 

1）消费内容个性化。新时期，消费者对文化创
意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有着强烈的需求和明确的
目标，消费行为和习惯逐渐显示出明显的个人色彩，
一些具有特殊民族文化符号的商品更容易被消费者
所认可。 

2）消费产品互动化。消费者在购买文创产品时，
出现了对文创产品设计应具有主题性、即时性、互动
性等特征的需求。消费者希望能从购买的文创产品中
获得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需求的回应，并且希望能
够与文创产品在功能与情感上有所互动，以获得身份
认同感和满足感。 

表 1  过山瑶文创品类及消费分析 
Tab.1 Categories and consumption analysis of Guoshany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文创产品 代表产品 灵感来源 文化特色 消费定位 问题洞察 

挂饰 

 
瑶绣香包 

非遗瑶族刺绣工艺
工艺精致 

纹饰巧妙 
创意配饰 缺乏行为体验 

挎包 

 
定制箱包 

缂丝工艺 

瑶绣纹样 

传统创新 

民族风 
高端定制 纹样造型同质化 

康养产品 

 
瑶香康养包 

过山瑶传统 

养生中草药 

工艺精美 

保健养生 
医疗服务 缺乏文化内涵 

珠宝首饰 

 
瑶绣挂饰 

瑶族刺绣工艺 
瑶韵特色 

格调雅致 
创意配饰 

元素造型无创新 

缺乏文化内涵 

生活用品 

 
家用台灯 

瑶绣纹样 艺术与生活结合 大众生活 纹样造型同质化 

文具 

 
文具用品 

瑶绣纹样 纹饰巧妙 创意文具 
元素造型无创新 

缺乏文化内涵 



第 44 卷  第 14 期 叶德辉，等：基于“表—行—神”的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方法及模型研究 383 

 

2.3  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现状分析总结 

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需求逐渐多元化，但现今文

创产品却存在着创新不足、产品功能与产品文化内涵

缺乏联系等现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如

过山瑶文创产品在设计中大多运用了非遗瑶绣、刺绣

纹样等文化资源，在产品上的文化符号特征明显。然

而在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提炼上，缺乏突破性，

只是单纯的应用，没有符号的创新和根据产品种类进

行区分；同时在设计时，不仅没有考虑文化与功能的

结合，而且也没有通过文化内涵赋予产品不同的意

蕴；在交互体验方面和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的联系，情

感和民族性表达薄弱，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因此，为

了改变当前现状，推动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探索并

设计具有过山瑶特色的文创产品有很大的必要性。 

3  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本文在分析总结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现状的基

础上，首先对广西过山瑶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分类；

其次对过山瑶文化产品的设计层次进行转化、提炼，

探索产品设计与民族文化融合的途径和方法；最后运

用设计案例进行检验，帮助过山瑶族文创产品提升自

身的价值，进而实现民族文化更广泛、更生动地传播

与继承。 

3.1  广西过山瑶文化资源模态分类 

过山瑶族是中国瑶族的四个分支之一，它的文化

是在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记忆基础上逐渐

发展起来的。过山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特别是在

服饰、节日、民歌等方面，有着其独特的民风民俗，

例如瑶绣服饰、三月三、长鼓舞等。民族独特的地域

性和多样性形成了一座集山地文化、农耕文化、少数

民族文化于一体的文化资源宝库，为文创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10]。本文基于马林诺夫斯基提

出的文化层次理论，把过山瑶民族文化分为三个层

次，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11]（物质文化

一般指体现某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存在，例如自然形

态、服饰、饮食等，是一种表层文化表现，是人们创

造和使用的有形存在；行为文化是一种中间层次的文

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的特定行为方式和行

为结果的积淀，包括语言文字、民风民俗、手工艺等；

精神文化又称作观念文化，主要是指的一个民族在长

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信仰和价值体

系，它是民族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对不同类型的过

山瑶民族文化形式与内容进行一一对应归纳，过山瑶

民族文化资源模态分类，见表 2。 

3.2  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层次 

通过上文对广西过山瑶特色文化资源模态分类， 

表 2  过山瑶民族文化资源模态分类 
Tab.2 Modal classific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of Guoshanyao 

类别 资源名称 典型 图片示例 

建筑 

文化 

过山瑶

民居 
  

男性 

服饰 
  服饰 

文化 
女性 

服饰 
  

物质

文化

自然 

资源 

原生瑶

药草 
  

传统 

技艺 

瑶绣 

技艺 
  

节庆 

习俗 
盘王节

  

行为

文化

歌舞 

艺术 

瑶族长

鼓舞 
  

风俗 

礼仪 

婚嫁 

习俗 
  精神

文化
民族 

信仰 

图腾 

崇拜 
  

 
综合产品设计过程将设计要素分别归类，提炼出过山

瑶文创产品设计的三大层次：表象层、行为层、精神

层（见图 2）。随着设计层级的提高，消费者的关注

点逐渐由具体的元素向抽象内涵过渡，这三个层面都

能与传统文化的不同形态相呼应[12]。 

1）表象层：是文创产品设计的基础层，主要在

于对其外观造型的设计。包括产品的色彩与形状等，

这是最易于被用户辨识的基本要素。设计师对表象层

进行差异化的视觉设计，主要通过从造型、色彩、纹

饰等方面进行再设计。 

2）行为层：文化创意产品的功能特性对促进消

费者行为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产品功能价值的传递，

大众对体验的需求也会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设

计师可以采用拓展产品的功能化，例如：通过从文创

产品的体验性、交互式和沉浸式等方面进行再设计，

使产品功能上的愉悦感最终能达到促进文化传播与

再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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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层次提炼 
Fig.2 Design level refinement of Guoshany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3）精神层：文创产品需要真正和消费者建立起

精神上的依存关系。在购物时，消费者往往更关注那

些与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相一致的产品。因此，精神

层面设计的重点在于通过产品激发人们的潜意识，进

而加深产品与文化的联系，实现民族文化的规模化传

播。设计师通过文创产品来进行文化内涵输出，并以

此来强化用户价值。 

3.3  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基于上述对文化资源的模态分类和设计层次的

确定，本文利用了文化消费需求层次的设计思想，实

现了从视觉吸引力到功能作用的传递，最后以情感共

鸣实现精神传达；从表面到核心，对各个层次的设计

方法进行了逐步优化，并运用相关案例论证了设计方

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3.3.1  打造表象层的产品视觉化 

作为文创产品，其创意性和审美性是必不可少

的，在当今信息时代，视觉符号作为一种新的阅读

方式，被应用在方方面面。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

设计师可基于上述表象层次，从品牌的视觉形象入

手，通过从造型、色彩、纹饰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化设计，加以归纳、整理，进行产品的视觉化设计。

例如，故宫博物院开发的“万象星空·圆饼包”（见

图 3），产品灵感来自故宫藏清代提环式日晷和瓷青 
 

纸筒平星盘仪两件象征中外文化交往的古代科学仪

器元素融入，产品图案巧妙地运用日晷及星宿图案，

以丝印金色呈现深邃星空图案，整体造型也沿用了

日晷和星盘仪的圆形特征，寓意：一包虽小，但包

罗万象，亦愿为你收纳宇宙中所有的美好。造型、

图案、色彩的完美结合，赋予了产品特别的层次与

视觉感。 

3.3.2  拓展行为层的功能体验化 

当今科技发展迅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区块链及 5G、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文创产品的体验

性、交互式和沉浸式方面的研发与应用越来越成熟，

从服务模式到信息整合、技术应用、平台建设，从企

业到项目、产品、旅游服务，从功能体验方面不断更

新文创产品的形式[13]。例如：浙江自然博物院设计的

AR 科普文创系列（见图 4），该系列文创运用先进的

互联网技术、实时在线交互互动技术和 AR 技术，利

用珍贵的馆藏资源，开发出数字化、网络化的自然科

普知识教育资源。以积木、卡片、胶带、纸膜、小夜

灯等实物为载体，形成基于增强现实的兼具艺术性、

趣味性、实用性和科普教育意义的 AR 科普文创系列

产品。体验者可以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创建的

虚拟景物来构建新的知识和一体化的场景设计，营造

出更强的氛围感，让消费者沉浸其中的同时，也更加

愿意为这种沉浸式体验买单。 

3.3.3  提升精神层的产品内涵化 

一件文创产品，仅有颜值还不够，关键看内涵。

在创作中，设计师应深挖内涵，用情、走心。文创产

品不同于普通商品，它还兼容了除商品本身以外的附

加值，是凝聚了文化价值和情感的产物[14]。游客购买

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背后承载的情感和记忆。

究其根本，赋予文创产品其内涵和灵魂的始终是博大

精深的文化本身，这就要求人们尊重文物、藏品本身

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内核，在此基础上做延展创意。例

如，敦煌研究院研究开发的“千年丝路”桌游博物馆

文创（见图 5），还原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和 

 
 

图 3  故宫博物院“万象星空·圆饼包” 

Fig.3 "Starry Sky·Round Cake Bag" in the Pala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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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浙江自然博物院 AR 科普文创系列 
Fig.4 Popular science, culture and creation series AR in Zhejiang Nature Museum 

 

 
 

图 5  敦煌研究院“千年丝路”桌游博物馆文创 
Fig.5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of "Millennium Silk Road" Board Game Museum of Dun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在丝绸之路上进行交易的场景，通过这套桌游，人们

可以拆分出很多有意思的知识点。例如可以通过游戏

纸来讲解海、陆丝绸之路的区别和关系，通过交易规

则来讲解等量交换、低买高卖的概念，通过城市卡来

讲解每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等等。让体验者在使用的过

程中还能了解到大量的历史文化。这类型文创将悠久

的历史文化同现代文创完美融合，用一种独特的形式

让体验者从产品中找寻到了真正的文化内涵，让文创

产品真正落地生根，在“寻常烟火气”与“抚慰凡人

心”中实现完美平衡。 

4  基于表—行—神方法的过山瑶文创产品

设计模型构建 

4.1  过山瑶文化、产品和用户的关系 

文化是文创产品的“灵魂”，随着社会经济的高

速发展，人们对文创产品的使用需求，已从完善的功

能满足上升到对其精神价值的追求[14]。如何从过山瑶

特色文化中提取设计元素，与文创产品相互融合，使

用户与产品实现情感共鸣，是实现文化内涵物化传递

的关键。根据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层次理论，即“物”—

“行”—“情”的内在结构逻辑，得出三者之间的关

系，见图 6。其中过山瑶文化元素是设计的主体，通 

 
 

图 6  过山瑶文化、产品设计层次和 

用户情感认知三者之间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among Guoshanyao culture, product  

design level and users' emotional cognition 

 
过文化属性对其进行分类，以色彩、功能、结构等视

觉载体展现文化符号，再现文化特征，通过用户交互

使用实现用户体验，最终诠释产品所要表达的内涵信

息，让使用者体会过山瑶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精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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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山瑶民族文化的传递 [15]。三类文化层次相互承

载、三个设计维度密切依赖，同时也与用户的情感认

知层次相匹配。 

4.2  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模型 

根据上述提炼设计的层次与方法，基于过山瑶文

化、产品和用户情感三者之间的关系对适合过山瑶文

创产品的设计模型进行了优化与归纳，总结出一个普

适于过山瑶文创产品的设计模型（见图 7）。在具体

的设计中，设计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该模型，对各

个层级的设计次序和比例进行详细剖析；总体来说，

该模型涵盖了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

的各个方面，能够相对完整地提供给消费者更加友好 
 

的产品体验。 

5  广西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实例 

结合上文所提出的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方法及

模型，笔者基于过山瑶人民的游耕生活文化，进行具

有广西过山瑶族特色的旅行背包设计。 

文化资源选择。在过山瑶文化资源选择上，笔者

选取了过山瑶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刺绣图案。这些图

案特征符号保留了原始瑶族特色，记载了瑶族生存发

展、信仰崇拜、传统文化和思维观念等故事，展现了

瑶族服饰刺绣的美，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成为了

新时代了解瑶族文化的一本“活字典”[16]。 

 
 

图 7  过山瑶文创产品设计模型 
Fig.7 Design model of Guoshany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表”——视觉元素设计。图形符号的运用能有

效地降低用户的认知负担，利于彰显地域特色。首先

以瑶绣中的泡桐树纹等几何纹样为元素，对元素中的

纹样造型进行提取；其次通过解构、重组并结合现代

化设计表现方法对纹样造型进行重构；最后，提取过

山瑶服饰中常用的红、黄、青、绿、白等几种颜色，

通过对颜色的搭配与渐变关系的合理选择，融入产品

的视觉特征中进行设计，促进其对纹样符号色彩背后

的历史文化与表征面貌的延续，最终完成产品视觉层

次的设计，见表 3。 

“行”——使用功能设计。笔者将实用主义理念

贯穿于文创产品设计的整个过程中，以经典的双肩包

造型为基础，结合户外旅行风格，在背包的材质选择

上，使用高密 900 D 的牛津布材质，赋予产品“不易

磨损，耐撕裂”的使用功能；在包身多处设计可调节

的插扣，以保证包体松弛有度，满足不同身形使用者

的使用需求，使消费者与产品能够在使用功能体验上

产生“交流互动”，提升使用者在实际使用中的体验

感，见表 4。 

“神”——塑造产品内涵。在历史上，瑶民举家

隐居深山，过着游耕游居的艰辛日子，被称为过山

瑶 [17]。过山瑶旅行背包的内涵传达设计主要集中于

纹样设计与使用方式两方面。将过山瑶的游耕游居的

民族文化语言利用服饰纹样符号中蕴含的民族崇拜、

故事传说等内在文化形式融合在产品中，从而让消费

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瑶族远古的历史文化记

忆，使过山瑶族的民族文化不会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

丢失中断，见表 5。 

在使用方式上，背篓作为瑶民生活和农耕的实用

器具，不管是上山种地，走亲访友，赶集买卖……只

要背篓往身上一挂就出门了。无论山有多高，坡有多

陡，东西往背篓中一扔就行，无需捆绑包扎，也无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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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纹样特征提取 
Tab.3 Pattern feature extraction 

瑶族服饰纹样 特征提取 造型重构 色彩提炼 

 
 

 

    

 

表 4  产品功能设计 
Tab.4 Product function design 

功能凝练 设计效果 

双肩背包 户外旅行   

 

高密材质 防水涂层   

 

可调节插扣 松弛有度   

 

减震科技 轻松旅行   

 

整理拾掇。背篓背在身上，既没有挑箩卖担的费力，

也没有双手空闲的伤神。背篓在瑶民的生活中，不仅

是工具符号，更是一种拥有悠久文化传承的历史见

证。因此，笔者以过山瑶背篓文化为设计符号，将瑶

族的共同记忆融入背包。在内部增加了不同类别的功

能分区，延伸背包的内部空间；在背包外部增加了背

篓样式的网状保护罩，既可保护背包不被灰尘弄脏

等，同时还可快速拆卸，用来单独使用或放入包内，

增加背包的拓展性及功能性，以此来满足消费者对背

包的容量需求及携带物品的便捷性，见表 6。背包不

仅背着辛酸与艰难，也背着欢乐与丰收。让消费者不

管在日常使用还是外出旅行中，能够自发地解读过山

瑶文化，感受过山瑶辛酸而顽强生存的历史，使消费

者在日常使用中以深刻的文化内涵获得持久的民族

认同，见图 8。 

 

表 5  纹样特征寓意阐释 
Tab.5 Interpretation of pattern feature implication  

纹样特征 设计效果 特征寓意解码 

 

 

 

 

连鱼纹：象征着瑶族人民对日常生活的抽象记载；也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瑶

族的自然图腾崇拜习俗 

 

 

 

 

泡桐树纹：征着瑶族人民对迁徙过程中的历史文化记忆 

 

 

 

 

云形纹：云纹是装饰纹样中典型的一种，广泛装饰在古建筑、服饰、器具

及各种工艺品上，云纹的寓意是吉祥如意，象征着瑶族人民在迁徙过程中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 

 

表 6  使用方式寓意阐释 
Tab.6 Interpretation of implication of usage method  

使用方式  设计效果 内涵寓意解码 

延伸空间 收纳自如 

 

 

增加背包内部空间，不仅可以用来装货物，而且也是瑶民用工具

解放双手的一大智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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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使用方式  设计效果 内涵寓意解码 

背篓样式 网状保护 

 

 

瑶民依托寨后竹林资源研制了轻便的运输工具竹背篓，巧妙地克

服了道路上的“艰险”，背篓式的网状保护罩可防止灰尘等 

快速拆卸 单独使用 

 

 

旅行背着满满的行囊，当你抵达住所，需要轻装出行，背篓式的

保护罩可快速拆卸，立刻转换为轻装小包，让你轻盈自由。虽然

永远背不走那沉重的大山，但它背来了瑶家人日益幸福的生活。

 

 
 

图 8  过山瑶背包 
Fig.8 Guoshanyao backpack 

6  结语 

本文系统地分析、归类、整合广西过山瑶文化及

其文创产品，提出“表象层、行为层、精神层”逐步

进化的设计三层次，而后分别梳理出“打造表象层的

产品视觉化、拓展行为层的功能体验化、提升精神层

的产品内涵化”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方法，构建了相应

的设计模型，实现了文章的核心价值输出，并以具体

的设计实例进行了展示和验证。目的在于辅助设计师

把过山瑶文化特色创新再造，恰如其分地应用在文创

产品中，从而为过山瑶民族文创产品设计提供具体可

行的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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