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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智能技术在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应用上的方式方法与红色文化在当代的价值转换，以实

践案例为切入点，探索智能技术与红色文创产品结合的设计策略与方法，为红色文创产品与智能技术融

合提供新思路。方法 以“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文创产品为设计实践对象，指出安源红色文创产品的

设计现状，并通过对智能红色文创产品设计策略的分析与方法进行总结，完成实践对象的技术运用与安

源红色内涵的可视化设计转译。结果 得出了智能技术融入红色文创产品设计的策略与创新方法。结论 通

过设计实践，验证了智能技术在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上的可行性与实操性，智能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不应局

限于对智能技术的简单应用，更应关注红色文化与智能技术在融合创新、育人创新、传播创新、营销创

新等方面的拓展深度，从而切实提高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有效传播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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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methods and mean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application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conversion of red culture,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ombin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practical ca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ith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Sound Anyuan" intelligent story machine, as the design object, the design status 

of Anyuan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as pointed out, and the design strategy of intelligent red cultural and crea-

tive products was analyzed and the method was summarized to complete th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f the practical object 

and the visual design translation with the red connotation of Anyuan. The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method of integrat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to the design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obtained.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verified through design practice. The de-

sign of intelligent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simpl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but also lies in the depth of the expansion of red culture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education 

innovation,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marketing innov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us,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and in-

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in the new era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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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创新红色文创产品

是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红色文化最好的实践方式。

在“文化复兴”和建设“数字中国”的大环境下，国

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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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以各类文化为主题的创意设计得到空前发展。

在 2018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中指出，要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运

用市场机制开发更多文化创意产品，不仅要促进文化

消费，还要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推进“互联网+”

革命文物，对革命文物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延伸式

展示宣传。在 2021 年 8 月，文化和旅游部等 8 个部

委经国务院同意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

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中着重指出，提升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科技应用水平，坚持创新驱动，鼓

励开发数字文化创意产品，增强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

承载力、展现力和传播力。江西省在《江西省“十四

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指出，要大力继承弘扬红色文

化，将更多赣文化元素融入产品的创意设计、营销推

广中，并支持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的集成应用，丰富

个性化、定制化、品质化的数字文化产品供给。 

1  安源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安源位于江西省萍乡市，是一座红色资源丰富且
历史悠久的文化小城，它作为近代工业较早崛起的地
区之一，因丰富的矿产资源被人熟知。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安源作为路矿工人运动、秋收起义运动、
红领巾运动的主要爆发地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此领导 

 

并发起了一系列革命运动，创造了中国工人运动之
最。早期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中
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
安源路矿支部，为全国的工人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
奠定了安源作为“无产阶级大本营”的基础，因此其
也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成为了中国工人革命
运动的策源地[1]。据《红色家书》记载[2]，毛主席曾
先后十次到达安源，深入农村、工矿进行社会调查，
撒播革命火种，以“毛主席去安源”和“安源路矿工
人”为题材的文学、绘画、影视、音乐、动画等作品
也十分丰富，为“红色安源”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多
种创作素材。萍乡安源作为红色资源丰富的革命老
区，随着红色旅游热潮的兴起和《湘赣边区域合作示
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实施，萍乡迎来了赣湘合作的
重大机遇，人们也更多地开始关注安源这座红色名
城。目前，安源主题红色文创产品的售卖场所主要是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和安源红领巾纪念馆等红
色博物馆、展览馆等，销售对象主要为红色研学团体
和红色旅游的游客等。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从“安源遗迹——
安源事迹——安源精神”，以安源为主题的红色文创
产品设计都能从具体的物质形态和抽象的精神形态
中找到创作灵感，其红色资源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为文
创产品的多元化开发与设计奠定了基础，安源红色文
化图谱见图 1。 

 
 

图 1  安源红色文化图谱 
Fig.1 Anyuan red culture map 

 

2  安源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现状 

红色创意产品开发现状不尽如人意，无论是在设

计创新与产品类型上，还是在文化挖掘与科技呈现

上，都无法满足市场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对于其他类

型的文化创意产品，其在表现形式和市场开发上仍处

在探索阶段[3]。而萍乡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城市，

在红色文创产品设计研发上的问题则表现得更为明

显，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红色内涵短缺，设计缺乏创新。在目前革命

老区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中，多以表象的初级设计为

主[4]。目前萍乡地区的红色文创产品大部分是将革命

图形直接套用，如把人物艺术画、路矿工人运动时期

的宣传语录、景点摄影作品等印刷在纸品、陶瓷、手

工艺等产品上，缺乏时代所需要的创新型文创产品，

设计没有形成独特的本土语言与技术特色，难以满足

当前年轻化消费群体的需求。此外，大部分红色文

创产品由政府部门主导设计，缺乏市场创新机制和

版权保护意识，没有形成针对性的创新目标和发展

方向。 

2）文化契合较差，科技利用率低。据项目团队

通过实际调研了解到，目前关于萍乡红色文化创意的

相关研究与文创产品设计仍处于空白领域，通过走访

调查秋收起义陈列馆、萍乡市博物馆、安源路矿工人

运动纪念馆等场所发现，大部分景点并没有根据自身

文化特色设计开发文创作品。虽然部分场所有售卖文

创产品的窗口，但大多数产品没有体现当地红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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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与文化的契合度较差。调查还发现，大部分

红色景区虽然都配置了虚拟解说、VR 展馆、线上平

台等数字化设备设施，但资源利用不平衡，红色文创

产品无法与现代科技的运用产生联动，智能技术的利

用率较低。 

3）品牌建设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安源现有

红色品牌的知名度低，品牌建设还存在资金不足、管

理紊乱、缺乏专业指导，以及政府、企业、高校协同

创新平台建设没有具体落实等问题。如安源工人系

列、秋收起义系列等，其影响和人气将足以形成一个

核心品牌，从而促进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但目前安

源红色资源在国内的红色旅游市场并没有形成品牌

效应，与本身拥有的资源优势显然不匹配。尤其是在

博物馆创意商品的陈列方式上还是较为传统的静态

陈列方式，文创产品的类型与其他旅游景区过于雷

同，大多是全国通用的泛红色文创产品，产品同质化

现象明显。 

3  智能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策略与创新方向 

3.1  技术层面——“文化+科技”融合创新 

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使智能材料、智能技术、

智能设备在工业产品设计、智能包装设计领域得到应

用，随着技术的下沉和“文化复兴”概念的提出，智

能技术在文创产品领域的应用也恰逢其时。在智能红

色文创产品开发的技术层面，主要涉及智能材料技术

与数字智能技术。在设计应用上，智能材料技术利用

材料的特点与红色创意产品相结合，如利用智能敏感 
 

材料、高分子记忆材料来增加文创产品的趣味性。发

展红色文化产业，应结合科技创新与人民美好精神生

活需要[5]。在红色文创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方式上，要

恰当处理好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技术的应用应该

是锦上添花，而不是成为红色文化现代化表达的技术

性障碍。红色文化与智能技术的融合路径，见图 2。

以数字智能技术为例，在文创产品设计上要以红色文

化为主体表现，着重体现产品的文化内涵，使消费者

在体验红色文化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3.2  功能层面——“交互+思政”育人创新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

寻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在带领人民为实现共

同富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先进性文化，是最宝贵

的精神文化。强化红色资源的教育人、激励人、塑造

人等教育功能，推动“现代技术成果与红色资源思政

教育一体化育人”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6]。智能

红色文创产品作为展现红色文化的优质载体，在创新

方向上要充分结合智能技术的交互功能，彰显红色题

材的真实性、革命性、历史性，将严肃的红色题材以

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让他们在“游览红色景

点—购买红色文创—使用红色文创”的闭环过程中感

悟红色精神的启迪和育人功能。在针对幼儿教育的智

能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中，可利用技术辅助将红色元素

以卡通化、游戏化、趣味化的动态方式呈现，打造幼

儿年龄段容易接受的红色 IP，形成持续性、长期性和

渗透性的文化浸染，逐步构建起幼儿时期的精神堡垒

和未来形象。 

 
 

图 2  红色文化与智能技术融合路径 
Fig.2 Path of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3.3  传播层面——“数字+原创”内容创新 

智能技术作为红色文化物化模块的技术承载体，

智能红色文创产品也是消费者联系互联网前端资源

的重要窗口。我国各区域均有着丰富多彩与形式多样

的红色资源，智能红色文创产品的内容建设主要是为

推动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通过设计打造原创红色

IP[7]，融合多渠道的场景传播媒介，形成话题引领、

社交契合、文化共享、增值服务等数字化要素和传播

指标体系，推动线上资源与线下资源的高效衔接。结

合产品属性，传播内容可分为三种方式：展示与解读

文创产品的红色内涵，将数字内容打造为产品的移

动说明书，增强交互过程；软性嵌入产品背后的红

色文化，通过视频展示、虚拟游览等技术手段全面

展示革命老区，在红色艺术文化的鉴赏中增强爱国

主义教育的吸引力[8]；利用贴近生活的方式展现红色

经典与现代生活的联系，吸引消费者往线上集中，形

成系统性的专题式传播[9]，达成二次宣传与二次消费

的机会。 

3.4  运营层面——“平台+渠道”营销创新 

近年来，虽然红色文创产品的消费潜力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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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受限于红色文化产品主体大多是事业单位管辖

等客观现实原因，在涉及到经营性和营利性活动时会

谨小慎微，缺乏品牌意识和互联网营销思维。在红色

智能文创产品的营销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介的

平台优势，以品牌建设为目标，通过利用线上线下平

台、完善数字产业链渠道，建设品牌熟悉度，挖掘出

新的营销平台，扩大产品市场影响力[10]，打造叫好又

叫座的红色文创产品。区域红色品牌可通过自有媒介

平台和入驻一线网络平台的方式开展文化活动，在渠

道上充分发挥智能红色文创产品的技术优势，并在此

基础上融合跨界联名、游戏开发、网络动漫等方式推

广红色文化，创建可加速用户流量裂变的全媒体营销

渠道[11]。“敦煌诗巾”这款文创产品就是敦煌研究院

与腾讯的跨界合作，利用微信小程序平台为数字入

口，通过 DIY 合成算法一键实现用户对敦煌藻井图

案的选择与生成，用户生成的图案经过数字解析达到

印刷标准，在达成销售的同时，极大地推广了数字化

敦煌品牌的传播。 

4  智能红色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4.1  提炼主题性红色创意符号 

在文创产品设计工作开展之初，最重要的就是对

文创产品承载的主题符号进行提炼。红色文化历经百

年的发展与演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区均有着具

有代表性的革命人物、革命遗迹、红色精神等物态和

非物态的红色符号。选择能够代表江西本土文化特

色，具有高辨识度的符号，进而转化为视觉表现[12]。

基于红色文化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在提炼红色创意符

号时，要注意主题符号所传递的社会价值，形成文创

产品承载的文化引领作用，从而广泛地形成对当前社

会主流价值和红色文化的认同[13]。提炼主题性红色创

意符号，一方面可以通过视觉形态促进文化的数字化

传播；另一方面，通过智能功能体验表达产品寓意，

产品的功能体验能引发用户思考，从而促进文化的传

承与演变[14]。在红色智能文创产品设计中，针对主题

性创意符号的视觉转化与应用，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图形、色彩、文字等进行排列和

组合，利用红色创意符号系统转换为与智能技术融合

的视觉载体，从而实现红色文创产品的智能化与个性

化表达。 

4.2  融合恰当技术与产品载体 

智能红色文创产品作为宣扬红色文化与智能技

术体验相互融合的科技类文化创意产品，产品技术的

智能性、交互性、趣味性等功能属性要与产品呈现出

来的文化性相互关联。在产品载体的选择与设计上，

既要满足红色产品的纪念属性，又要兼具红色文化的

教育意义，设计出功能合理、操作便利的产品[15]。如

数字技术中的 RFID/NFC 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可通

过与产品交互，成为联系互联网优质红色资源的窗

口，其集成技术的便捷性和传递数字信息方式的安全

性，能够将高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存储到相关数据库

中，并利用物联网系统在多领域多空间进行展示、宣

传，有助于红色精神的有效传承[16]，适合镶嵌于各种

静态形式的文创产品中。虚拟现实技术不仅可结合红

色 IP 形象对标识图像和地理环境进行识别，还可用

于产品的线上交互展示、红色景区的线上推广、虚拟

讲解等，适用于红色景区、革命历史题材的博物馆和

展览馆的文创产品。在利用智能材料设计研发智能红

色文创产品时，要充分利用材料特性吸引青少年，特

别是儿童群体对红色文化的关注，如可以将一些敏感

变色材料与学习用品、生活日用品等结合，通过颜色

变化的对比、颜色的渐变、颜色变化融入图形创意[17]

等设计形式引起青少年用户群体的关注，增加技术

体验感。 

4.3  建立红色文化数字资产库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新文创”“数字文

创”“智慧文创”等创新设计方法正在成为文创产品

新的增值点，这也为红色文化转换为数字产品提供了

诸多新渠道。智能红色文创产品依托智能技术进行设

计生产与价值传播，呈现技术迭代快、内容创新数字

化、品牌维护多元化等特点。从红色基因本身来讲，

从口头传播时代到现代智能传播时代，出现了从“碎

片化”到系统资源整合的转折[18]。面对这些新的形式

和特点，各区域和红色文化主体就需要根据本土红色

文化内容进行收集整理，利用新的设计生产方式搭建

全方位的数字化生态系统，为智能红色文创产品向数

字场景化设计转变提供平台与支撑，也为红色资源提

供数字化保护[19]，从而使红色文化在新环境中迸发生

命力。在方式上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红色建筑、红色

文物、红色图文等进行系统收集和再现，并通过线上

渠道结合智能文创产品进行公开展示。此外，还可以

建立起红色文化资源和数字对象之间的关联，发挥红

色资源的检索功能[20]，确保用户通过智能红色文创产

品能随时随地共享红色文化盛宴。 

5 “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产品设计 

5.1  项目背景 

本项目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主体创意

展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是为了纪念安源工人

运动的革命历史而建立的，是一座纪念性的革命博物

馆，也是湘赣边著名的革命景区。本项目的设计实施

单位为萍乡学院艺术学院，萍乡学院作为萍乡唯一一

所本科院校，在湘赣合作示范区的建设下，艺术设计

专业教学与实践“根植本土、服务本土”，积极利用

专业思政，为萍乡地区红色文化的设计提质奉献本土

专业力量。项目实施背景是以纪念安源工人运动 100

周年和 2023 年江西省旅游发展产业大会在萍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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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契机，结合江西 AR 数字化产业优势，将“声动安

源”智能故事机作为链接安源红色资源的智能化数字

窗口，以此推动萍乡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本项目的

开展，既是对过往数字智能型文创产品研究成果的深

化[21]，也是基于本土优质红色资源与高校设计服务地

方的一次有效联动。 

5.2  产品调研 

本项目的调研方式以网上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

共发放 358 份问卷，经过对问卷的筛选和甄别，最终

收集到 300 份有效问卷，总体有效率为 83.8%。这份

问卷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和青少年，其中男性占比为

45.71%，女性占比为 54.29%，共青团员占比为 40%，

预备党员和党员则占 46.67%。问卷调查发现，通过

互联网、自媒体了解红色文化的人占到 78.1%，这是

绝大多数受访者获得红色文化知识的主要渠道。而

61.9%的人到过红色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这是购买

红色旅游纪念品最主要的人群之一。对于假如红色文 

创产品具有智能功能这一问题，有 89.52%的人认为

只要价格合适就会购买，并且认为具有智能属性的红

色文创产品能够更好地激发青少年的红色情感，培 
 

养红色品质，用红色文化引领健康成长。 

5.3  技术定位 

“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在创意上结合安源的红

色景观并添加小夜灯功能，通过内置镶嵌 NFC 技术，

不仅可以读取存储卡片中的故事资源，还可以通过手

机上的微信小程序，实现 VR 逛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

念馆、参与线上展览等功能，为安源红色文化的数字

化传播奠定线上基础。产品技术构想框架，见图 3。

在产品外观方面，采用 3D 打印技术，它能够灵活地

改变、调整产品造型，扩大了设计自由度，适应了

产品个性化设计的需求，成为小批量生产的最佳选

择[22]。在技术实现方面，通过组合模块式打印，极大

地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省组合流程的时间和效率，3D

打印模块化的实现，见图 4。 

5.4  创意体现 

“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在造型设计上分为上下

两个模块，通过模块组合将故事机在文化呈现与智能

技术高度融合。故事机上部为窗口模块，窗口设计部

分采用剪纸艺术与电子灯光结合的方式，产品创意来 

 
 

图 3  安源文创音响设计技术框架 
Fig.3 Technical framework of Anyu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audio product design 

 

 
 

图 4 “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 3D 打印模块 
Fig.4 3D printing model of "Sound Anyuan" intelligent story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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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见图 5。剪纸部分分为 8 层，叠加内容为安源路矿
工人运动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碑、吹响号角的红军
战士、和平鸽、萍水河等元素，其中安源路矿工人运
动纪念馆作为主体中心建筑呈现，生动展现了安源的 

红色历史遗迹。顶部右边为触摸式夜灯开关，夜灯模

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播放音频的时候夜灯根据音频

节奏变换颜色和闪烁，另一种是音频静止时作为装饰

性产品。故事机下部为音响模块，其音效达到 TDS

专业效果，并支持 AUX IN 有线连接与蓝牙连接，为

红色故事中各类声音的呈现提供高效声色护航，音响

外部设计为两颗五角星，点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红色主题，“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产品效果与功能

分布见图 6。顶部左边内置镶嵌 NFC 感应器，手机靠

近时即可进入智能故事微信小程序，根据操作指引播

放红色故事和红色歌曲，手机微信小程序设计见图 7。 

 

 
 

图 5 “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创意元素来源 
Fig.5 Creative element source of the "Sound Anyuan" intelligent story machine 

 

 
 

图 6 “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产品效果与功能分布 
Fig.6 Product effect and function distribution of "Sound Anyuan" intelligent story machine 

 

 
 

图 7 “声动安源”手机小程序设计 
Fig.7 Design of "Sound Anyuan" Wechat 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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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小程序平台的基础上，接下来将深入挖掘安源

和安源周边的红色内容，在渠道上联合“文创+”的

产业优势，设计开发相关的红色游戏和各类沉浸式体

验场景。 

6  结语 

本文以“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为实践对象，聚

焦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这一特定的革命历史，对智能红

色文创产品设计中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进行设计研究。

在对安源红色文化资源进行设计分析的同时，更加关

注红色文化在技术载体下的呈现方式，通过对元素提

取、技术应用、设计定位等进行分析研究，拓展了红

色文化中非物质属性的智能服务功能模块，为设计出

满足市场需求的智能红色文创产品和构建智能文创

产品中文化元素的智能化转译路径提供了可参考的

设计案例。在整体设计上力求文化创新依托智能技

术，在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同时，提高红色文创

产品的智能化表达，使红色文创产品在智能技术的加

持下更符合时代、社会和消费者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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