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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文化传承在文创产品中的实践与探索
——以昆明境界传媒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为例

金艳立
（中央民族大学创新实验班“孝通班”  北京  100081）

文创产品，也即文化创意产品，是利用文化资源以创意的
形式展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的产品，也是将精神层面的概念进行
物化之后形成的产品。民族文创产品是文创产品的特殊表现形
式，它强调民族文化内涵、思想意义和外在审美元素。民族文
创产品设计开发就是以特定民族独有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作为创
意基础资源，以具有创新性的设计理念为前提，通过产业模式
生产和营销，以满足市场需求，达到传递民族文化。民族文创
产品因其具有的独特性、传播性和带动性特点，对民族文化保
护与传承、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强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文创产业在国家“创新、协调、绿色、
开发、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得到迅速发展。2016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创意
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出台以来，以省博物馆、省图书馆、
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云南铁路博物
馆、云南文博产业集团、云南出版集团和云南柏联和顺旅游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丽江丽水金沙演艺有限公司等为代表一
大批文物单位及文创企业成长壮大，并结合自身技术和云南民
族文化资源优势，开展形式多样文创产品设计研发工作，有力
推动了云南民族文创产品发展。

随着云南文创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一批知名文化品牌。
如，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瑞丽、腾冲形成了一条极具民族
特色旅游路线。先后推出有《丽水金沙》、《印象丽江》、《梦
幻腾冲》、《七彩云南》等大型民族歌舞演艺节目。西双版纳
泼水节、丽江三朵节、大理三月街和中国昆明泛亚国际石博览
会、云南民族服装服饰文化节等都形成了推动云南文创产业发
展的品牌。

1、昆明境界传媒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现状

成立于 2009 年的昆明境界传媒公司，简称境界传媒，是
主要从事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及施工制作专业公司，公司秉承
“专业 • 品质 • 诚信”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品牌整合
传播、企业形象设计（VI 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广告创意表
现和制作、活动策划、空间装饰设计、展厅设计及制作与服务。
2015 年前，昆明境界传媒公司主要为云南省内外众多博物馆和
企事业单位提供展厅设计、施工和布展服务。与云南省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云南民族博物馆、临沧耿马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怒江州贡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云南省民语委办公室、云南省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和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族博物
馆等众多机构通力携手，有力推动西南地区民族博览事业的发
展。

2016 年，境界传媒乘着国家、云南省大力发展文创产业的
东风，把公司工作重心转向“云南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方
面。结合云南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市场需求和目标消费者偏好，
展开云南民族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目前，设计开发了怒族、
布朗族、基诺族、普米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和景颇族

随着全国各地文化创意热潮掀起，云南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取得骄人成绩。云南民族文创产品的设

计开发对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起到很好助推作用。本文通过对昆明境界传媒公司的云南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情

况实地调研，梳理出云南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进而探索促进其设计开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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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云南 8 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具有民族文化
元素、符号特色抱枕、杯垫、布袋、手包、书签、明信片、民
族图腾胶带、双面镜、钥匙扣、鼠标垫、优盘、手机壳、笔记本、
T 恤衫、冰箱贴等。这些产品主要作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对
外合作交流伴手礼、博物馆展览展示和销售、旅游景区景点销
售，以及在各种文化博览会和文体活动现场进行售卖和推广。

2、云南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存在的问题

云南民族文创产业发展迅速，民族文创产品发展和推广，
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和认知了云南民族文化，对云南民族文化起
到了保护与传承作用，但仍存在产品同质化、品牌意识弱、人
才稀缺及市场薄弱等问题。

2.1  同质化严重
在云南民族文创设计开发中，同质化体现主要是文创产品

类型和形式雷同、大同小异、创新不足、地域和文化特色不够
等方面。类型形式多为各种艺术品、文化旅游纪念品、办公用品、
家居日用品、学习用具、科技造型设计品等。不管是博物馆文创、
校园文创，还是创意企业的文创，常见对民族文化元素、符号
或图像简单罗列、堆积、复制，因过度注重观赏性致使实用性
不强，不同地域民族之间创意产品大同小异无创新性和民族独
特文化特色、地域特色不明显。设计开发者对民族文化内涵了
解程度不够、挖掘不够深刻，对民族文化元素提取和加工再设
计能力较弱，很难设计开发成系列极具云南民族文化特色产品，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2.2  品牌意识不足
云南民族文创产品鱼龙混杂、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等现象不

鲜见，没有形成民族品牌，缺失保障和监管，导致有价值产品
难以发光，价格恶性竞争、产品品质难以保障。

2.3  民族文创人才稀缺
民族文创产品创新发展，除民族文化资源、国家政策、市

场等因素外，还有“人”的因素。文创产业发展事实证明了人
在民族文创产业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如何把民族传统文化
进行深度挖掘，结合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市场需求，设计开发
和营销民族文创产品、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创产业发展
关键所在。在云南民族文创产业发展中存在人才缺乏，高质量
人才尤其缺乏的问题。因受云南民族文化特色性影响，非本民
族外来研究者从事云南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不多，云南各
少数民族因人口、教育及就业趋向等影响，从事民族文创产品
设计开发的少之又少。在昆明境界传媒公司也体现出设计开发
人才缺乏的情况。

2.4  市场薄弱
由于民族传统习俗文化的约束，云南民族文化与外部交流

较少，导致云南民族文创产业与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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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金和人才因素影响，面临小规模产品试制、设计和生产间
转化进度慢、产品单一化结果，也会导致民族文创产品市场推
广难度较大，销售渠道单一。由于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地区文
化市场的不够成熟、规范化程度不高，也在一定程度影响文创
价格恶性竞争和市场混乱。

3、云南民族文创产品的发展路径

针对云南民族文创产品发展中存在的同质化、品牌意识弱、
人才稀缺及市场薄弱等问题，提出以下发展策略：

3.1  创新理念、遵循原则
在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中，以创新理念为支撑，并需要

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要是地域性原则、实用性
原则和创新性原则。地域性原则有助于确保文创产品地域本质
特征，避免产品重复雷同。消费者在购买任何一个产品时更倾
向于购买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具备实用功能的产品，在体现市
场需求的前提下坚持实用性原则，让文化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
达到文化活态传承。在新发展背景下，坚持创新原则，对文创
产品更要用创新理念和方式赋予它新生命新活力，才能在视觉
上和功能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2  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要素，设计开发系列化产品
在民族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时，首先要对民族文化内涵要有

准确理解和认知；其次对民族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将民族
文化内涵用设计语言提炼后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
元素、符号。同时要注重系列化产品设计开发，将关联度或相
似度高的文化元素，在整体相近基础上作细节变化处理，提炼
鲜明近似特点形成系列产品，满足消费者对文化产品多元化需
求，激发消费者对文化产品兴趣和提高购买欲，产品系列化也
有助于文化宣传推广和传承发展。

3.3  强化传统与创新结合
在设计开发中要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传承和现代创意设

计理念、技术融合，使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和与现代技术呈现于
产品中，提升产品文化性和设计品位，通过民族传统文化元素
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让民族文创产品更符合现代社会大众审
美，更能够受到市场青睐。

3.4  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并重
在当下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使民族文创产品的可持

续发展，必须是产品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相提并论，实现有
机完美结合。所以，在设计开发民族文创产品时，既要体现产
品的审美功能，也要体现产品实用功能，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
才能提升文创产品文化和经济的共同价值。

3.5  加强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
针对在云南民族文创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相关政策执行不到

位问题，云南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该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文创
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树立创新的管理理念、构建创新发展体
制机制、提升治理能力、稳步推进云南民族文创产业和文创产
品发展。同时，重视民族本土人才挖掘和高端人才引进着力人
才培养、搭建支撑平台和加强组织实施等方式加强保障力度。

4、结论

将极具云南民族特色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工艺术相结合，
基于市场需求和云南民族特色传统文化进行文创产品创新发
展。各级政府应当重视建设云南民族文创品牌，加强对文创市
场和质量监管；各文创单位加强合作，创新设计开发理念，拓
展营销模式，与时俱进，让云南民族文创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日
常生活中，提升云南民族文创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有
效推动云南民族特色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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