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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产品设计视角下的融合创新研究
金明霞　杨开强 

（甘肃省 陇南师范学院，甘肃 陇南 742500）

摘要：探讨地域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与创新，挖掘地域文化中的再生价值，并为产品设计捕捉新思路。 以地域文化为背景，

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和价值，分析地域文化产品设计的现状和问题，运用“产品设计+”的方法整合元素类别，实现地域文化产品设计多维度。

提出地域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创新融合对策和措施。建构地域文化产品设计的策略机制，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市场竞争力，加强

了继承性意义的深度，丰富了地域文化现代化的手段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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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做出规划，规划中提出：到

2025 年，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更加健全，文化产业结构布局不

断优化，文化供给质量明显提升，文化消费更加活跃，文化产业规

模持续壮大，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效益显著提升，对国民经济增长

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

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地域文化在产品设

计中的开发性不断增强，企业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

地域文化成为塑造产品特色和区分竞争对手的关键因素。地域文化

与产品设计相结合，一方面，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增强消费者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一、地域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价值

（一）经济 - 市场价值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方面的综合

体现，在产品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能激发消费者的文化认同感，

加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产品的亲和力。地域文化产品设

计的不同方式能够增加文化和产品的附加值，以多元慢热型的方式进

入消费者视野，并转化消费心理的需求，以“原生态”的形象进入文

化市场中，从经济角度反映了地域文化产品的设计再创造性和文化功

能的价值，从市场角度反映了新型产物的加入和未知挑战。

（二）文化 - 传承价值

地域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扬，也是对现代设计理念的融合与创新。在产品设计中融入地域

文化元素，有助于塑造品牌的独特形象和个性。

地域文化产品设计的系统性程序能够塑造地域文化在新时代

的潮流意识，以“旧 - 新 - 旧”的机制进行剖析传承，多角度、

新颖、共享的传承理念使其了解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

培养生活中的地域文化推广者。

（三）品牌 - 符号价值

融合地域文化元素的产品设计能够唤起用户的文化共鸣和情

感共鸣，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刻的用户体验。

从地域文化元素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图形、色彩、纹理等元素，

并将其转化为适合产品设计的元素，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

段，对提取转化后的地域文化元素进行创新设计，并将其应用于

产品的外观、功能、交互等方面，许多成功的产品设计案例都体

现了地域文化元素与产品设计的融合。

二、当前地域文化元素与产品设计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一）地域文化韵意不明显

现今由于地域性不发达，发展偏向的原因，导致许多地域文

化无法合理的表达，虽然众多乡村振兴下的具有文化景点，但缺

乏具体文化输出的载体和表达方法，历史物品的展示说明时代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文化创新和展出较为缺乏，无法讲文

化真正的韵意展示其中。

（二）产品与地域文化契合度较弱

地域文化下的产品设计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

蕴含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将传统工艺品设计与地域文化

结合，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中，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设

计创新的追求，其产品设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

其次，地域文化产品设计中造型与色彩的设计功能占文化表达

的 80%，造型走向的意向是文化设计的价值再现，色彩是地域文化

设计视觉元素的表达，造型与色彩的合理匹配才能将地域文化的文

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创新发展。目前，更多的地域文化产品只是片面

的表达了地域文化最表面的展示符号，并不能更好地将地域文化的

内涵和蕴意通过产品设计有效输出，导致不少的地域文化产品在消

费过程中较为吃力，也不能满足消费者审美需求和心理需求。

（三）产品发展路径有限

首先，地域文化因地理位置文化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具有不

同的文化差异，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进行产

品设计时需要考虑当地的文化特色、审美观念和习俗，导致消费

者的需求不是很高；其次，缺乏地域文化保护意识，对自身地域

文化了解不透彻，认知主体意识不强；最后，缺少专业的文化传

承人才和创意人才，大多数年轻人选择科技型岗位的较多，从事

文化类的较少，无法对地域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深析，并因个体

差异性，会认为地域文化“土”，无法挖掘文化中真正的韵意和

价值，以此流失许多机会和发展的方向。

同时，文化宣传力度不够，消息闭塞，缺乏推广宣传的手段

和能力，导致地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限，并无完整的品牌

构成系统，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无法被大众所知。

三、地域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资源整合

（一）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

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有

助于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市场竞争力。为此，需要研究地域历史，

挖掘历史故事、传说、传统工艺、民间艺术等资源，为产品设计

提供素材，通过了解地域内的民间风俗、节庆、礼仪等，发现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为产品设计注入地域特色。

（二）地域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

为了更好地展现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并吸引现代消费者的

关注，创新地域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可以通过与

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品牌或设计师进行跨界合作，将地域文化

元素融入各种产品中，如服饰、家居、文具、数码产品等，这种

跨界合作能够打破传统思维，为地域文化产品带来新的表现形式

和消费群体，并利用好现代科技，如 AR（增强现实）、VR（虚

拟现实）等，为消费者提供与地域文化互动的全新体验。

传统手法中最为突出的文创产品设计，2022 年 1 月，国务院

印发了《“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重点指出“要健全现代

文化产业体系，强化个性化文化产品供给，推动文化品牌战略实

施”，《规划》亦为当前旅游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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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纪念品根据国潮的发展趋势不断进行更迭，如故宫文创、“寸

印扬州”桌面收纳、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西安大雁塔雪糕、

侠客风的花瓶、盘扣文具等，优秀且有趣的文创，能够增强当地

知名度，同时带动旅游经济；运用数字化参与，践行旅游文创的

好势头，是当下各地区力争“出圈”的好机会（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马踏飞燕”             图 2 大唐不夜城雪糕

（三）地域文化价值的新势力 

国潮文化的逐渐兴起，将地域文化合理科学的运用为创新结合

产品，是潜移默化的文化再创，也是地域文化元素的设计表达，地

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协同产业发展，将其蕴意再现，实用性

增强。

在具体实践中，深入了解某一地区的产品设计和地域文化，

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打造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产品，着

重提取、转化和创新地域特有的文化元素，使其具有实践性，并

具备文化传承的载体。

四、“产品设计 +”地域文化的创新融合路径

（一）以“产品设计 + 特征”分解和重组的设计手法，这也

是最常见的设计手法，该特征包括地域性建筑特征、文化特征、

生活起居特征、故事形象特征等，如故宫文创中的宫廷招财猫摆件，

以猫为设计对象，提取猫的各形态作为造型设计，并添加故宫元

素在其中，一方面展示了猫咪活泼可爱的形象，另一方面传播了

故宫文化。同时，将地缘文化通过产品巧妙的输出，地缘是从商

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契约社会的基本条件，从传统到现代，

通过人文乡土传播出来。

（二）以“产品设计 + 故事”叙事的方式，追溯地域文化背后

的故事、传说或历史事件，以及人物融入产品设计中，使产品不仅

仅是一个物品，更是一个有深度、有情感的故事载体。以故事诉说

文化，建构文化的适时性，如百岁山矿泉水的瓶身设计，是数学家

笛卡尔与瑞典公主爱情故事，笛卡尔为公主克丽斯汀因写信遭国王

阻拦，拦下的信中只写了一个公式 r=a（1-sinθ），随后公主解开

后其坐标是一个爱心，瓶身设计描绘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不

仅能吸引消费者，还能让消费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其地域文化。

（三）以“产品设计 + 材料”在制作地域文化产品时，注重

使用可持续性和环保的材料，这既符合现代消费者的环保理念，

也为传统工艺注入新的生命力。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

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说明在创新的基础上要思考

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一方面塑造爱护环境，关注自然的素养，另

一方面，运用不同的材料能够有效地表达地域文化底蕴。

（四）以“产品设计 + 数字化”，利用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

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创新地域文化产品的传播方式，通

过线上线下的互动活动、有趣的短视频等内容，增加产品的曝光度。

这不仅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并通过产品设计让更多人

了解和欣赏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五、地域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视角下的对策与措施

（一）参与文化传承 实现地域文化识别

文化传承需增强保护意识，提高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加强保

护和传承。培养专业人才，鼓励年轻人参与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以此实现文化认同；加大政策支持，留住人才并引导人才从事地

域文化传承的工作当中，以兴趣和培养为发展目标，构建“老带新”

的系统模式，紧跟时事共建和谐共享的新型人才文化库。

以自家人的身份为地域文化产品做基本的宣传和识别，建立

文化识别的符号意识。同时，加强教育普及，将地域文化纳入学

校教育，培养下一代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识别的能力。

（二）建立文化实验室 创新产品设计服务

以共享的态度传播文化信息，集成活态综合设计服务群。激

发地域文化保护者和传承者的“使命”，从基层带动群众统一力

量弘扬和保护地域文化的意识形态。

建立地域文化创新孵化基地，提供数字化自助设备，鼓励人

才带头服务设计，打造“设计源于生活”的理念，形成开放式实

验室体验文化，将地域文化原产物设立实验室内，根据不同展区

与不同喜好，鼓励群众地域文化产品自助设计，确保走进地域文

化，体验共享设计，推广设计主体的转变，提倡“人人都是设计师”

的服务理念，并通过“人人都是评审专家”进行大众投票的模式。

（三）结合市场营销 推动地域文化发展

数字媒体的智能化和数据化，加速了各产业的发展与运行，

地域文化的推动需进行融合创新，将文化产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带动经济增长，为地域文化发展提供支持，建立合作交流机制，

与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借鉴。

市场是地域文化产品价值的转化区，推动文化传播的速度，

提高地域文化产品附加值；设计促进市场消费，地域文化产品设

计的市场营销能吸纳地域文化传承者，增进群众对地域文化的了

解和认同，开拓更宽广的市场，并推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六、结语

地域文化产品设计是基于人类发展、人文情怀、民风民俗的

文化体现，文化通过提取来源于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典型故事、

重要人物等当中，剖析其具体特征的同时，能够学习和感悟地域

文化当时的背景，使其潜增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并达到继承效

果和文化价值。运用现代设计的理念和技术，不断推动地域文化

与产品设计的融合与创新，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体

验，增强了地域文化自信，推进了地域文化的设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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