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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创产品的数字化设计对海南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
薛　婷　夏　添 *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 571999）

摘要：黎锦文创产业作为独具特色的海南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了海南的“名片”。文创产品是新时代下的产物，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使文创产业开始融入先进技术，给游客带来了别具一格的体验。本文立足海南红色文化的传播，对海南文创产品中的黎锦文创产品的数

字化发展进行了研究。文中首先分析了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对于海南红色文化的影响，随后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以传播海南红

色文化为目标，提出了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的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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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织锦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2009 年 10 月黎锦被列入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些年

来，我国综合国力逐渐强盛，为了让民族文化走出国门，更是提

出了“文化自信”的要求。黎锦作为上千年东方文明古国的非遗

文化，对其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

传统黎锦传统工艺传承遇到了阻碍，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不利

于将黎锦技艺推向世界。2021 年 5 月，我国文化部、旅游部门联

合印发了《“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到应该以创新驱

动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使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能够真正落地，

全面推动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数字产业化发

展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中可与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以及物联网等深入融合，借此促进数字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本

文在此背景下，对海南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进行了探索，希望在

抓住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非遗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一、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对海南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

（一）推动了海南文化产品新潮流

从数字藏品到 AI 绘图，数字科技催生了新的文化消费趋势。

点翠红花凤头冠的京剧唱将、穿着中国红的岭南非遗醒狮、拿着

炫酷的雪橇棒运动达人、拥有“国潮”知识产权的数码藏品——

大熊猫“阳阳”、神龙“师师”，一出场就受到粉丝们热情欢迎。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区块链、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正在为文化商品提供更多的形式，更多好玩、更潮流的文化

产品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二）凸显了数字时代价值共创特征

借助现在的 AI 绘图软件，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油画、

国画或动画等不同人物了类型。从设定关键词到最后生成，只需

要十几秒，AI 绘图就跃然眼前。海南黎锦技艺衍生出来的文创产

品和数字化技术结合，再次凸显出了数字时代价值共创的特征。

新媒体语境下，大众变得更加互动，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文化消费者，

甚至也可以是“产出者”。另外，基于新技术的加持，社会文化

更是进入了全民共创时代，艺术创作门槛渐显模糊。

（三）增强了数字科技下文化场景新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了很多虚拟人物，如虚拟人“谷

小雨”、虚拟乐队“三星堆摇滚天团”……不同形式的虚拟人物

在先进技术的应用下，频繁出现于各大晚会中，给人们带来了换

了。甚至由虚拟现实技术组织的演唱会中，观众可以随心所欲的

化身感兴趣的虚拟形象，在虚拟场景中游玩。不同的场景下，观

众的体验感显著增强。海南红色文化设计中结合数字化技术，同

样可以给人们再现海南特定时期的峥嵘岁月，给游客带来别样的

感受。

二、海南红色文化文创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

（一）文创产品的实用性需要强化

许多红色的文化产品都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但是这些产品缺

乏一定的使用价值，很难满足顾客对文化产品实用性的需求，比

如摆件、挂件、纪念品等，虽然有很高的纪念价值，但是没有实

际的使用价值。比如复刻的纪念品，虽然更有观赏性，但却不太

实用。以毛主席在安源创作的油画作品为内容设计的高度仿的复

制品，与一个红色的木箱行李箱和一把油纸伞相结合，油纸伞是

从人民大会堂的穹顶中得到的灵感，这两种产品都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和文化内涵。虽然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有些人更看重的是

实用的东西，不会对顾客有太大的吸引力。此外，有些红色文创

产品的外形设计简单大方，蕴含着很深的含义，但是在设计和生

产的时候，缺乏对产品特有的设计考虑，导致其作品的档次相对

较低，加上产品本身并不实用，但价格却很高，也无法吸引更多

的顾客。比如毛泽东的龙纹印章，就是为了庆祝毛泽东诞辰 115

周年而设计的，它是用龙钮的残留物制作而成，具有很高的纪念

价值、收藏价值和美学价值。但它的价格太高了，而且没有太大

的实际意义，想要打开市场，就必须要走高端商务路线。从这一

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红色文化创意产品中，设计师在进行设

计的时候，要考虑到怎样才能更好地给产品的形态和红色的含义，

并且还要注意到产品的使用价值。只有提升实用性，才能适应不

断变化的文创产品，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在设计红色文创产品时，

应该强化实用性。

（二）产品美感和实用性很难兼顾

在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中，设计者只注重产品的实用性，而

忽略了产品的形态、结构和整体的视觉效果。这主要是由于设计

师没有考虑到产品的细节，从而降低了产品的美感和魅力。究其

原因，在于设计者和产品开发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研发费用

上，而忽视了技术的运用。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不够美观，这是一

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设计上没有太多的美感，在产品的实用性

和美观度上，难以达到完美的平衡，红色文化的底蕴没有得到很

好的体现，典型元素与红色精神的融合程度不够，这就造成了产

品的严重同质化。特别是红皮书，由于转移技术的运用更为便捷，

同质化现象更为严重，使消费者产生了审美疲劳，这会让顾客的

消费欲望下降。

三、对策

（一）以文创与产业合作为导向，促进黎锦文创产业的数字

化融合

文化创意产业是涉及面很广、适应性很强的行业，与其他行

业能够开展多种形式的协作和创新，由此发生奇特的化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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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创造出不同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近年来，随着有关机构和

企业的合作，“文创 + 企业品牌”“文创 + 旅游”“文创 + 非遗”

等行业的合作十分广泛，一些行业通过线上的数字化平台和线下

的文创营销一起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的产业链。2001 年，

韩国设立了“KOCCA”，目的是通过支持和培育韩国的文化工

业的人力资源和生态，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

KOCCA 对文化发展方面的科技和运用给予了极大的扶持，其中就

有一部由网飞公司出品的电视剧，而这一行业在 2022 年韩国的年

度销量增幅也是最大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其中就有

黎锦的起源地，也有海南的艺术研究所，他们都会组织一些具有

地方色彩的比赛，鼓励不同类型的同学及设计人员积极投身于本

地的独特文化中。这对于黎锦文创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和创新的平台。黎锦文创能在这类组织的带领下，除了原来的创

意设计外，还可以发展数码影像，包括各种数码媒体产品，如电

影，动画，纪录片等。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行业之间的联系，

与时俱进，与各种新型的数字产业进行交流和融合，探寻黎锦文

创多元化的途径，以行业协作的方式使其达到最大经济效益。

（二）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提升黎锦文创的数字化沉浸感

“用户体验”这一术语是在 1990 年代中期由用户体验设计者

唐纳德·诺曼发明的。唐纳德·诺曼教授认为，只有将“注重美

感和感性”的传统设计思想和“注重社会和尖端科技”相结合，

才能产生好的体验设计。以数字黎锦文创为例，在注重审美与情

绪的传统设计思想中，除使各民族有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感与自豪

感外，更有必要将这些具有叙事特色的黎锦图案、黎族故事讲好。

这既要让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和文化内核与使用者产生感情上的

共鸣，又要利用现代的社会学和现代设计思想，以数字方式将作

品的内容进行身临其境的表现。黎锦纹样的图腾特征比较明显，

每个图案都有不同的传说和寓意，比如黎族有“青蛙”，它可以

引雨，旺盛的生育力，象征着风调雨顺，人丁兴旺，是黎锦文创

数字创作的良好目标。海南民间传说纪录片《织锦上的黎族》，

每一集的主题开始，都是以黎锦为背景，每一种图案元素都像是

“活”了一般，在背景上移动，生动地讲述着一幅幅生动的故事，

让画面变得更加美丽，将黎族故事的叙述和动态图案的手法融合

在一起，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点击量。

除动漫之外， AR 和 VR 等尖端技术也为黎锦文创创造了一个

全新的舞台，将光影技术、全息投影、动作捕捉等多种先进技术相

结合，创造出一种互动、参与性、体验性和故事性于一身的沉浸式

数码体验。近年来，伴随着国家政策和市场的不断完善，深圳举行

的《“纹”以载道——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展出了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 5.3 米高的故宫博物院 3D 模型，让参观者能够更好

地感受到图案的精细变化。此外，37 米环形高清晰屏幕、4D 沉浸

式交互空间等硬核型数字创意也受到众多参观者的关注，为黎锦纹

类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为黎锦文

创造的数位发展，并不只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和强有力的技术之间的

融合和冲突，同时，也是对传统思想和当代思想的融合和更新。这

是一种让人感觉更接近于人的心理和情绪，让人有更多的互动体验。

（三）以黎锦纹样文化为基础，打造数字化 IP 经济

IP 是英文的简称，意思是“知识产权”，也是一种有创造性的、

有智慧的产物。在数字时代，IP 经济的发展，既要有高质量的内容，

又要有强有力的市场推广。美国维亚康姆（Viacom）主席雷石东

提出了“Contentisking”的理念，他指出媒体事业的基础在于，也

必然在于内容，因为它只是媒介的一部分。而“以内容取胜”的

思想在文化创意行业中也是一样的。黎锦纹样品种繁多、造型精致，

是一种高质量的传统文化传承品，以坚实的文化内涵为内核，以

现代方式来创作和发展新的文化内涵，这就给数字“IP”标识的

设计带来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新媒体时期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

式都给 IP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除有互联网支撑的微信、

抖音等大型网络平台之外，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 NFT 数字藏品

也是一种新型的产品，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和意义。其中第一个

推出数字藏品的，就是支付宝的蚁族。蚂蚁网络目前已有 110 多

万用户在使用，所有发行的数码产品都不到一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黎锦纹样文创 IP 的经营模式和设计方法很多，比如黎锦纹样文创，

它可以通过自己比较丰富的动物和植物来进行 IP 形象的设计，也

可以通过其他 IP 和本土文化的合作，比如 POPMART 等，但是，

在数字时代，黎锦纹样文创的“出圈”，而区块链和元宇宙等数

字科技的发展方向也将会影响到数字 IP 的发展方向，所以，充分

运用这些数字化的平台和销售手段，将有助于黎锦纹样文创的数

字 IP 经济的形成。

（四）以黎锦纹样种类特点为核心，构建数字文创生态圈

黎锦图案的横向构建和数字手段的垂直应用两个方面的建设，

是建立数字文创生态圈的重要环节。从横向构筑的观点，将黎锦

图案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方言区域，并根据各个区域图案的颜色和

图案结构特征，来构筑黎锦文创的五大体系，同时黎族刺绣也分

六大类，每一大类之下，都可以衍生出六个不同的设计和创意，

黎锦纹样只是其中一种。黎锦图案的创意设计，也可以延伸到黎

族的其他文化，比如黎族的饮食、服饰、图腾，祭祀等等。在黎

锦文创的生态系统中，数字技术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比如黎

锦 logo APP、HTML5 网页、微信小程序等，可以让用户更好地进

行信息可视化和人机互动，从而为用户带来更好的视觉感受，从

而创造出更多的商业价值。同时，还对非遗文化进行数字保护和

推广。“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在数码科技的帮助下，可以持续

创新、维持新鲜，除了通过网络媒体，如手机，电脑，电视等，

还可以组织线下的数字展示。依托地方博物馆，在数字文创方面

进行试点。再加上旅游和文创的宣传，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科技

的魅力。横向上是文化内容的挖掘，垂直上是数字化的黎锦图案

创意生态，可以像漫威电影一样，打造出“黎锦图案世界”。

四、结束语

数字化是如今互联网时代发展的趋势，因此数字化文创在目

前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与优势，而黎族织锦作为海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同样面临着文化传承保护和发扬的基本任务，对于黎锦纹

样文创产品的数字化探究，不仅有利于黎族非遗文化的现代化，

也为数字化文创未来发展的模式提供了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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