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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馆校合作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策略

李杨桦　林梓煜　王嘉欣　陈文璐　卢楚霖　于佩鑫指导老师

广州工商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和《“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的发布，文化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强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依托大湾区的丰富文化资源，基于学校馆校共建的基础，本文深入挖掘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文化内

涵，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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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课题】2022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广州工商学院—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

基地.

1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文化概述

1.1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红色文化的内涵

黄埔军校旧址原为清末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孙中山在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在此创办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

是世界著名军校之一。它不仅是一所军事学校，更是一所

政治学校、思想学校、文化学校。它是孙中山实施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举措，是他为实现民主共

和、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奋斗终生的遗愿。它是国共两

党第一次合作的结晶，是他们为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势力而携手并肩的见证。它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

策源地，是他们为了推翻北洋军阀和抵抗日本侵略而奋勇

杀敌的基地。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摇篮，是他们为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培养英才、创新思想、传播文化的平

台。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红色文化的内涵丰富多样，既包

括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军事历史等教育意义，也包括文

化交流与传承的功能。通过保护和利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

馆这一红色文化遗产，有助于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激发

全社会的爱国热情。

1.2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的构成

1984年6月，正式建立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由徐向前

题写馆名。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主要陈列有《黄埔军校史

迹展》《黄埔群英馆》《小楼昨日——粤海关黄埔分关及

其旧址变迁》《孙梅逸史——孙中山、梅屋庄吉与黄埔军

校》《黄埔军校史迹展》《黄埔军校史迹展》《黄埔群英

油画馆》，馆藏文物主要有《黄埔日刊》《陈毅安结婚时

用过的蚊帐》《邝鄘在黄埔军校时用过的书箱》《李治魁

在黄埔军校穿过的军装》《许德珩的皮箱》《郑洞国印》

《指挥刀》。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

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

东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岭南文化十大名片。

2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文创产品价值分析

2.1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文创产品特征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文创产品主要以黄埔军校历史

文化为主题，结合纪念馆的特色和历史背景进行设计。这

些产品不仅具有纪念意义，还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和感受

黄埔军校的历史氛围。例如，产品可能包括以军校徽章、

军旗、校徽等为设计元素的文具、服饰、饰品等，以及与

军校历史相关的图书、音像制品等。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文创产品具有文化传播性、创新性和跨界融合性的三大特

征。文化传播性指的是黄埔军校纪念馆通过文创产品开发

拓展自身服务类型，使红色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并展示文化的魅力和多样性。创新性指运用现代技

术与红色文化融合，推陈出新出一代接一代的文创产品。

随着可利用元素增多，文创产品开发不再拘泥与文化和物

质的简单融合，打破现有格局、推动跨界融合已成为现阶

段文创产品的开发思路。

2.2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文创产品价值

强化文化传播能力。文化传播是文博的重要职能，是博

物馆在社会体系中发挥自身价值的重要体现。文创产品的

设计、制作与销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博物馆文化传播形

式的创新与拓展，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层级的提升，拓展

服务范围。通过文创产品这类新颖的形式承载文化传播功

能。文创产品往往兼具功能性与人文性，其既可以满足受

众在日常使用、收藏等方面的功能需求，又能满足受众对

文博文化的人文向往，故而能受到大众广泛青睐。文创产

品在受众群体中的大范围传播有利于提升文博公共文化的

层级，凸显文博特色以及强化品牌建设，促进博物馆知名

度以及知识传播能力发展，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在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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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的价值与作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文创产品是以

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为主题，结合现代设计语言，用灵活多

样的物质载体讲述内涵丰富的“红色故事”，实现了历史

语境与历史形象的还原再现。它是红色历史与艺术语言的

融合体现，也是引导和教育民众的有益艺术形式。通过文

博文创数字服务和文博文创产业数字化的结合，推动大湾

区文博文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这将有助于提

升文化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为大湾区文化繁荣做出积

极贡献。 

3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策略

3.1 提炼红色文化元素，开发出具有红色内涵的创意

产品

挖掘并提炼出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符号，是文创开发的

根本。文创产品的开发是一个比普通日用品更为关键的过

程，是“文化元素”和“创意元素”的结合。黄埔军校旧

址纪念馆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红色基地，产生的文化符号

和元素相对多远，因此对于其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的挖掘

是一项重要且非常必要的课题。为此，经过调研和资料搜

集，树立了具有红色的文化元素和符号，如：革命烈士一

封封沉重的家书、名言等，而这些都成为黄埔军校旧址纪

念馆文创实物产品的重要灵感来源。如目前已开发出的笔

记本、帆布袋、礼盒等等，都有机融合了黄埔军校旧址纪

念馆独有的文化元素。它们以自己无声的方式，讲好红色

故事，滋养每一个使用者。

3.2 激活思维创意，衍生具有特殊附加值的产品

文化创意产业是“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

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

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

就业潜力的产业。”应当说，创意是一个文博文创的核心

与灵魂，文创产品的制作应是精细化，专业化的，并以精

致为特征，是文化创造性在另一个维度的活化。为此，在

文创产品的开发中，要认识到产品创新性的重要性，在依

托自身资源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高校及时代发展的特征，

不断激活思维创意，努力推出有新意、受欢迎的文创产

品。借助文博文创，传承红色精神，达到趣味性和思想性

的有机融合。

3.3 依托“文创+”多维价值转化，营造共享型文化

生态

“文创+”模式依托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

社群的视角，是多元化联动的发展形式，支持应用VR、AR

全息技术、三维图像显示技术、娱乐交互技术以及文化

资源数据化处理等。“文创+”多维价值转化，能够贯通

产业、文化、社会、传播等各个领域，使这些领域相互连

接，共同提升文化创意的竞争力，同时要优化互联网条件

下的文化创意环境。好的文化创意产品和业态，既能够彰

显文化特色，又能推动经济发展，讲好产品故事，讲好中

国故事，让文化底蕴得以凸显。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已成为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增长和文化消费市场扩张的重要动

力和主要工具。中国“文创+”模式已形成了以用户生成内

容（UGC）大爆发为代表的原创新模式、以商业模式创新等

软创新为主的产业创新模式、资本驱动下的文化创意产业

全球合作新模式。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的

创意人员和技能人员，以新的方式创造和整合了文化传播

技术。数字化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合作形式，设计方案

也将进入集思广益的群智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充

分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等不可或缺的创新

来源，加快创新周期，增强兼容性。

4  结语

红色文化所传递出的情感赋予文创，使成为情感的诉说

者与传递者，从而亲近人们的心灵。深入理解红色精神内

涵，寻找红色文化与大众需求的对接点，力求以红色文创

传承红色基因。通过文博通过与高校、文博馆、研究机构

的合作，开展相关培训课程和实践项目，培养一批具有创

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人才，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精神内涵相结合，来激活红色基因，让

红色文创融入到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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