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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
钮峥恺　李若兰　洪映晖　肖　勇

（四川旅游学院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随着 5G、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形态的深入应用，文化创意产业日益走向数字化、移动化、场景化和体验化的沉

浸式数字化技术文化创意设计。对此，文章首先阐述了数字化技术的特点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现状，然后对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内容、

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意义、现存问题展开全面分析，最后提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川西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思路，以期通过本文的研究，

为更多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者提供思路，解决文化创意产品发展滞塞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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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技术概述

（一）数字化技术的概念

数字化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是一项基于电子计算机技

术快速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具体来说，数字化技术是依托信息

技术设备与手段，将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各种信息，转化

为二进制数字“0”和“1”，从而被电子计算机所识别，然后对

其进行运算、加工、传输、存储、传播等一系列操作的现代科学

技术。在对信息进行存储、运算的过程中，需要运用计算机对其

进行压缩、解码等操作，因此，数字化技术又被称为计算机数字

技术、数码技术、数字控制技术等。

（二）数字化技术发展现状

从全球范围来看，至 2021 年，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将达到

45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50%。具体到中国，数字经济规

模总量达到 8.5 亿美元。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数

字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并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行业、企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都在积

极拥抱数字技术，探寻数字化转型发展之路，试图分享数字技术

带来的红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

发展，正驱动着数字技术在更广范围内的应用，特别是在数字化

技术与行业深度融合的当下，各行业、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也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当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与

开发也变得更加智能化，更具规范性，其重要性在越来越多的

文化创意设计中得到体现。在创意文化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

利用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能够为文化创

意产业开发提供新的机遇与发展动能。将数字化技术引入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不仅有力推动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领域的转型，

还可有效提升设计水平，为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带来了新的发展

契机，为其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迎合受众审美要求提供了坚

实支撑。

二、川西地区红色文化概述

（一）红色文化内涵

提到红色文化，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是革命、战争与

牺牲。诚然，这些的确是该文化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

能代表它的全部内涵。革命、战争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主题与内容，

是人们对这种文化形式的直观理解与初步认识。但是，红色文

化的内涵，同样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内涵来看，是指

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文化类型与文

化形式，此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

党带领各族人民所开展的一系列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理念体系，同样也属于它的狭义范围。

而从广义内涵来看，则是指一些关于信念、理想、道德追求等

在内的特定内容。

（二）川西地区红色文化资源阐述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当中，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逐渐形成

并快速发展，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以及人民群众共同

创造的、能够切实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先进文化类型，其本身蕴

含着极为丰富、厚重的革命精神、文化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工

农红军坚持革命与不懈奋斗的重要象征与表现形式。在川西地区

拥有这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阿坝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泸定

桥博物馆等记载着革面先烈浴血奋战的地区。

川西地区红色教育文化丰富、生态文明旅游特色鲜明，与自

然环境相结合，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促进当地自然资源以及

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站在更高起点对红色文化资源实施保护

措施，有效避免任何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遭到破坏与损毁；在加

强保护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开发力度，致力推动川西地区红

色旅游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大川西地区革命传统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开展力度，促进红色文化、民族精神的不断传承与弘

扬，通过促进红色旅游，带动周围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发展，

帮助川西地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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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现存问题

（一）趋同化且缺少特色

据调查与走访，我们发现当前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趋

同化现象严重，制作的相关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没有对特定川西

地区红色文化所涉及的具体故事进行深入分析，制作的文化创意

产品，涉及内容十分枯燥无味。并且相关的红色文化与所开发的

内容不被大众接受，从而导致所设计的文化创意产品缺乏当地特

色。

（二）传播力度逐渐下降

由于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内容单一，设计内容往

往是通过千篇一律的陈述方式，且故事的过程十分冗长，无法找

到切入点进行设计。使川西地区红色文化的宣传广告没有代入感，

无法展示当地红色文化精神意义，甚至因为有些文化创意产品的

设计过于肤浅，模糊了红色文化的意义，受众对这类产品的视觉

疲劳导致红色文化传播力度逐渐下降。

（三）品牌效应小

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上同样存在诸多问题。没有

专业的设计师对相关内容进行挖掘，即使有相应的设计师进行挖

掘，也难以实现对文化资源进行精准挖掘与利用，导致产品很难

有突破，未能形成有效而契合大众的文化创意产品，没有成型的

设计从而导致无法形成品牌效应。如何从红色文化的代入感和体

验感进行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是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的重要相

关内容。

（四）设计与技术脱节

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越发要求文化产

业结构的清晰化，产业中的人员也要求对技术更加专业化，也就

导致了文化创意设计与数字化设计的脱节。基于数字化技术下的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要求相关设计人员准确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

并能够精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正是因为

产业脱节，导致更多文化创意设计者更加难以突破技术带来的问

题，导致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四、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意

义

（一）增强了川西地区红色文化传承与保护

日前，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充分发挥红色教育基地的主渠道作

用，加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促进红色精神的不断传承。红色

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与文化形态，是以物质为载体和精神文化

为内涵的统一体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则为传统的红色文化发展

拓展了新的思路、开启了新的篇章，使红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更

具立体性、更加清晰、更家直观，这种数字化技术结合的传播方

式已成为红色文化传承的主要趋势。将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区别于

传统的传承形式，能够以一种更加具有乐趣的传播方式向广大群

众传递红色文化中所具有的广大革命先烈无私奉献的精神。从心

理上对群众进行宣传，让群众更加切实地去感受来自战火中的革

命精神，从而保护川西地区红色文化不在历史长河中被遗忘。

（二）扩展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与推广手段

以川西地区红色文化代表的泸定县为例，泸定县被誉为红色

泸定城，康巴会客厅。该县具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有优势，在

文化创意产品竞争中，应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努力打造能够体

现自身特色的独有品牌，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数字化技术形式

具有多样化，相较于传统的文化推广模式， 5G 时代的来临，更是

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拓展了发展路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继续做到体制增效、挖掘存量空间的动力。在这种新兴发展模式下，

技术和文化将成为产业发展的“两翼”，使文化创意产品的推广

形式更加多元化，人们接触文化的途径更加容易，共同推动数字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三）提升了受众人群的体验感

数字化技术下的文化创意产品，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结合实物

与展板相结合的展示形式，如互动触摸屏、观影厅、电子图书等

对文创产品进行展示。此外，还可结合云端、CAVE 沉浸式空间

以及智慧多维的展示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呈现红色文化形成的场

景。受众人群可通过 PC 端、IOS 系统、安卓系统、全息等不同终

端进行参观学习，在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能极大地

丰富群众的红色文化革命精神，给予受众人群更好的感官体验。

五、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思

路

（一）依托新媒体技术，创新文化创意产品宣传方式

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川西地区红色文创产品的宣传方式方面，

需要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以各大数字化平台为依托，进行红色

文创产品的宣传。首先，可通过开通新媒体平台账号，如微博账号、

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账号等，并聘请专业人员专门负责新媒

体平台账号的运营与维护工作。其次，在新媒体平台的内容方面，

除发布常规信息外，还可依托川西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对

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制作成各类独具创意、特色突出的短视频进

行发布。同时还可以新媒体平台的众多热门 IP 为依托，多渠道、

多途径对川西地区红色文创产品进行宣传。最后，在宣传内容方面。

要立体化、全方位地展示、宣传川西地区每一件红色文创产品背

后所包括的先进技术、文化内涵等，让广大受众能够真正感受设

计者在设计文创产品时的用心，凸显川西地区红色文创产品的技

术性、艺术性、文化性。

（二）挖掘川西红色文化元素，增强文创产品特色

川西地区红色文创产品设计，需要充分挖掘自身红色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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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形成独具个性的川西特色，以解决当前川西地区红色文创产

品存在的同质化现象突出的问题。相关文旅部门要组织数字技术

专业人才、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人才对川西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进

行研究，运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对其进行加工处理，以形成具

有川西特色的红色文创产品。在红色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还要

注意挖掘受众的审美需求与消费意向，确保所开发的文创产品能

够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消费需求，达到吸引受众、增强产品影

响力的目的。

（三）融入数字媒体新科技，丰富文化创意产品内容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各种功能强大、内容丰富的数字化文

化产品迅速占领文化创意产品市场，甚至有着取代传统文化创意

产品的发展趋势。传统文化创意产品虽然同样具有文化性、美观

性等特征，但是由于内容、形式相对单一，容易让人产生视觉疲劳。

而且当前市面上多数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开发，都是带有商业

性质的，而对于产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则重视不足，导致其难以充

分体现文创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因此，融入数字化技术，将新技术、

新手段、新方法融入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是解决当前

川西地区红色文创产品同质化突出、产品缺乏创新性等一系列问

题的重要路径。例如，在进行传统平面类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时，可充分利用VR技术，促进文化创意产品由二维向三维的升级，

以更加充分地体现文创产品的形式美，赋予文化创意产品更加丰

富的内涵与多元化内容。数字技术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中

的应用，不仅能够避免由于产品内容、形式单调、单一而导致的

审美疲劳等问题，还可赋予文化创意产品更加丰富、多元化的功能，

为川西地区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带来了新的方向。

川西地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与川西地区的红色

文化资源息息相关。在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应

充分体现产品独特的文化属性，以更好地发挥文化创意产品情感

交流、文化传播的作用。进入数字化时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

任务已不仅限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加需要运用各种数字化技术

对其进行创新，赋予文化创意产品更加多元的内容与更加丰富的

内涵。因此，川西地区文旅部门应积极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

创新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手段，在推动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在更

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同时，更具实际意义。

六、结语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移动应用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它的发展必将对未来的文化传播

方式和感知体验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将数字化技术引入到红色文

化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并结合川西地区当地红色文化的传播

特点，在传承红色文化、在发扬长征精神的同时，增加川西地区

红色文化的曝光度，发挥品牌效应，从而传播文化。通过数字化

技术的革新，也必然会开发更多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可以预见

在川西地区红色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人民会逐渐树立自己的文化

意识观，必将会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形成通过数字化技术

的保护川西地区红色文化产品的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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