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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博物馆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与跨界合作探索
樊文君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文创产品即文化创意产品，是指具有文化内涵创新性的产品，其核心要义是对文化内容进行创新性转化。近年来，文创产业

发展火热，数字化技术是文化产业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创产品的数字化设计是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越来越多的文创产

品融入数字化设计来优化用户服务。本文对博物馆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和跨界发展展开讨论，分析了博物馆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和跨界

合作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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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典型代表技术，它依托于数

字信息技术的发展，表现出共享性和互动性特征。时代的发展使

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需求，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满足现代人

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互联网时代下，基于移动社交媒体、电

子商务平台的发展，文创产品的设计与营销越来越多样化，带动

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借助数字技术，博物馆创新文创产业发展路径，

利用跨界合作推动文化产业不断发展，让博物馆文化走进千家万

户。

一、博物馆数字文化创意产品

（一）数字文化创意产品

数字化文创产业以创新为核心，基于数字技术展开文创产品

的设计、开发、传播，驱动博物馆文创产品创新发展。博物馆文

创产品数字化发展不仅体现在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上，而且体现

在文创产品的传播上。“文化 + 技术”一方面是基于技术对文化

产品创新，另一方面是基于技术促进文创产品传播。数字化技术

展示了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广阔发展空间，基于数字化技术对文创

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模式进行创造性转换也被称为“新文创”。数

字化文创仍然坚持以内容为核心，推动文化产品多样化发展，IP

培育是新文创的关键。

（二）品牌跨界设计

跨界合作是现代文化产业的一种典型发展方式，是从一个文

化领域拓展至另一个文化领域，拓宽原文化领域边界，为文化产

业发展打造新的发展路径。跨界合作使得文化品牌突破传统规则

与思维的限制，让不同文化品牌之间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通过

相互渗透融合实现“1+1>2”的效果，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实现多品牌的合作共赢。

二、博物馆数字文化创意产品的特征

（一）跨界融合发展出多元性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进一步发现文创的重要价值，在文化

主题上进行跨行业合作，为文创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博

物馆文创产品的数字化和跨界合作为文创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例如，苏州博物馆推出“方言留存与数字保护”主题文化融合活动，

打造出十余件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将文创与方言、人工智能技

术融合，吸引了大批青年艺术家参与。通过跨行业合作，文创为

其他行业发展赋能。

（二）数字化使得文创传播虚拟化

文创产品的数字化发展区别于以往文创产品发展的最大特征

在于其“虚拟化”的特点，传统文创产品的传播依赖于实物载体，

而数字文创产品的传播则依赖于现代化数字技术和多样的传播媒

体。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数字化发展使得博物馆的文化内涵进一步

凸显，基于虚拟仿真现实技术，观众与文物互动，充分感受文物

中传递出的文化元素。数字技术的“虚拟化”特征使得文创产品

的生产链被延长，改变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使得文创产业发

展突破了以往的时空限制，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

（三）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数字化技术使得用户与博物馆文物的互动性增强，虚拟仿真

技术能够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用户打造个性化体验，将文物

信息、场馆环境跨时空传递给用户，进而优化用户的体验，让用

户更深刻地感受到文化的价值。

（四）加强与用户的情感交互

博物馆文创产品带给用户的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其

核心是“情感”。博物馆文创产品基于用户对于文化的深刻情感

而产生和发展。只有看到文创产品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消费者

才愿意为产品买单。而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增强了用户和文化互动，

数字化技术超强的交互性特征使得用户在网络上与文创产品互动，

生成即时感受，加强了文创和使用者的情绪连接。

三、博物馆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的跨界合作

（一）满足用户的感官体验需求

文创产品赋予用户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感官体验，在博物馆数

字文创的跨行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文创产品和品牌的主

题，在外在呈现上让文创产品突出主题，并具备辨识性。在对博

物馆跨界文创产品进行创新时，应该坚持全面系统的原则，从单

一的产品设计扩展到产品包装、产品宣传，乃至整个品牌的视觉

形象设计，从而打造出一个具有个性化、可识别性和完整系统化

的品牌形象，将博物馆文物与品牌充分融合。

例如，故宫博物院和国产化妆品品牌毛戈平合作，推出了“气

蕴东方”的化妆品系列，其中包括口红、眼影、腮红、遮瑕膏、

化妆刷等。设计师选择故宫建筑和装饰图案要素，用全球视角来

设计出一个有清晰辨识度的整体产品形象，把设计的范围从产品

和包装扩展到了宣传、周边衍生品、活动策划、线上和线下销售

平台的形象，从各个角度来构建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文创产品的视

觉形象，使文创产品的系统性和辨识度得到发展，推动了产品长

效发展。着眼于数字文化的长远发展，博物馆在数字文创产品开

发工作中一方面要明确市场定位，另一方面要关注用户反馈。正

面的数字文创产品有助于提升与使用者的感情纽带，促进博物馆

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并对使用者的消费心态起到导向作用，通过

不断创新的数字文创形态、推广文创产品、整合跨界合作等方式，

全面挖掘数字文化的优点，构建与众不同的博物馆文创产业。在

新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博物馆应顺势借势，将文创产业发展与

数字化技术充分结合，使得博物馆文物和使用者之间双向互动，

利用数字化技术完成对传统文创的创新设计。

（二）满足用户的交互体验需求

数字化技术让用户从多维度挖掘文化的内涵。因为数字化技

术具有交互性，基于数字化技术，用户可以更好地与文创产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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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交流，例如，基于数字化技术设计交互性游戏，以 3D 模型软件

和场景设计工具创建逼真场景，用动画技术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这种数字游戏使得文物剥离了“生人勿进”气息，用户更乐于与

文物进行互动、交流，更深刻地思考文物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和

艺术价值。借助数字化技术博物馆可以从更多角度发掘用户与文

化互动的路径，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用户更方便地接

近文物，更好地与用户沟通，实现多形式的良好互动，为不同文

化主题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文化的对外传播和输出

开辟了有效途径。

文创产品与用户群体之间建立基于文化主题的情感纽带尤为

关键，为此，要把握好情感尺度，与用户进行艺术感受、文化教

育之间的联系，将用户紧密地纳入闭环。博物馆数字文创产品因

其趣味性、交互性、即时情感互动、新颖娱乐方式、融合文化意

蕴等因素，更容易与用户产生情感闭环，使得用户在数字技术的

支持下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感受各题材所传达出的内容。

实物文创产品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通常无法进行用户群体间

的共享，用户群体之间难以进行深层次互动和情感体验，导致文

创产品与用户间的互动受到限制。当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线上

新媒体展开交流，网络上的即时沟通提高了信息沟通互换效率，

使得文化的丰富多彩性得到更好的体现和发挥。新时代背景下，

文物的发展不能仅限于以展示为目的的传统文创产品，应与新时

代的信息交流手段相融合，开发适应新时期的交互式数字化文创。

（三）明确数字文创的主题与受众群体

在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前期，需要明确目标人群。数字化文

创设计的发展依赖于网络交流平台，因此其用户群体较为年轻化。

了解年轻群体的喜好、特点，找到合适的设计主题。基于 IP 设计

的视角，创新博物馆 IP 设计，就必须明确设计题材，再融合独特

的区域文化和历史文化融合，构成主题性的设计，构建一个只属

于博物馆的 IP 空间。IP 是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包括专利权、商

标权、著作权等，是一种专一度很高，影响力很大，可以进行二

次生产和创造的创造性的知识产权，涉及文学、艺术、视觉形象

设计、产品外观设计等领域。IP 设计主要是指品牌机构根据自身

的品牌定位、产品特色和核心目标用户受众而进行的视觉化形象

的设计，具体表现形式是品牌机构的吉祥物、动漫形象等。博物

馆可以将馆藏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动物等作为 IP 形象，并

将其应用在文创产品中，并赋予其特定的角色与情感表现，以鲜

活生动的形象将品牌的内涵精神与产品特点展现出来。

比如北京观复博物馆从 2003 年到现在共领养三十多只流浪

猫，并以可爱的小猫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观复猫天团”

的 IP，让它成为了博览界的一个热门 IP，拥有了一大批的粉丝。

之后，博物馆又借此机会，以“观复猫”为题材，推出了漫画、

书籍和音频，还与京东和英利大融城等公司合作，推出了《京东

E 卡》《观复礼品》《观复猫》等，利用这一系列可爱的宠物 IP

迅速提高了博物馆的知名度，获得了大量的忠实粉丝，同时文创

也给博物馆带来了不菲的营业额。

又如，国家军事博物馆推出了“东风一号”爆米花，该文创

产品以“东风一号”导弹为原型，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推广，拿

到产品后，其中不仅有爆米花还附有说明书、馆藏编号，将导弹

模型作为爆米花的外包装，符合儿童审美，该文创产品还附带与

‘东风一号’全尺寸真品合影的机会。以“东风一号”导弹模型

做装爆米花的圆筒，承载了艰苦钻研一飞冲天的精神，让孩子们

在品尝和平的甜美滋味的同时，体会到‘东风快递使命必达’的

自信精神。传统文化产品与新型数字技术的融合使用户从多感官、

多维度、多角度体会人文意蕴。

（四）建立用户匹配且流畅的交互体验

数字文创不仅要以富有张力的设计抓住用户的感官，同时还

应当构建一个“场景式”的博物馆文物欣赏空间，为用户打造一

种“场景式”的馆藏文物展览平台，博物馆数字化文创产业的一

个主要战略就是从这个视角去打造数字化文创产品的应用领域，

从而构建出一种符合使用者要求的、行之有效的互动方式。只有

在互动中找到技巧和挑战性之间的平衡点，让用户在体验和消费

过程中获得良好的情绪感受，并增强用户对文创产品的认知。

在交互性文创产品数字设计中，需要为用户打造一个能够展

开多元互动、深刻体验的情景空间。例如，秦陵博物院和腾讯共

同研发的“数字秦陵”，将秦陵搬到线上平台，让用户在线上享

受跨越千年的数字体验。基于“数字秦陵”，用户能够体验到与

秦陵互动的愉悦感。在“数字秦陵”APP 上还设计了互动小游戏——

“谁是我”，该游戏以轻松的方式将用户带入到秦陵场景中。博

物馆数字化文创产业的一个主要战略就是从这个视角去打造数字

化文创产品的应用领域。

用户对于文创产品具有个性化的需求，因此为了使用户发展

出良好的体验感，数字化文创设计需要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给用户带来特色的个人体验。因此，博物馆文创产品数字化、跨

界性的研发与设计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提高使用者的自主控制

感。

例如，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推出的“云游敦煌”APP 内就

设置了用户自主选择功能，APP 内有多个互动版块，用户可根据

个性兴趣点击不同的板块，从不同维度欣赏莫高窟的魅力。如“云

游敦煌动画剧”版块可提供敦煌动画剧配音服务，APP 也有每日

“私人定制”壁画故事服务，用户可以定制专属于自己的敦煌色彩、

敦煌石窟主题内容，让用户在 APP 上得到个性化的体验，增强用

户对数字文创产品的掌控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创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为文创产品设计和优化用户体验带来了鲜活力量，拓展了文创产

业市场。本文探讨了数字化文创的发展，以博物馆文创产品为例

阐述了文创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和跨界发展的具体路径。随着数字

化时代的到来，基于数字化技术跨界发展已经成为文创产业的必

然发展路径，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深入挖掘文创产业的发展

路径，真正实现文创产品数字化设计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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