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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滩区草柳编在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李金领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摘要：红色文创是当今文创产品领域的一种独特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价值功能与政治诉求。红色文创产品“突出”红
色特性，既是红色文化传承，又涉及产品设计应用。文章在厘清红色文化与产品设计之间的关系下，指出目前红色文创存在文化符
号的套用、产品创新乏力、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等问题。通过逻辑分析，拟进行草柳编文创产品应用设计，将非遗”技艺和红色文化
创新融合，达到保护和传承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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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遗“技艺、红色文化、红色文创的关系 
提到红色文化，普遍认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相关的文化

都可以称为红色文化。它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

近现代中华文化的精髓。本文选取吴才唤、周兰羽所作“乡村红色

文化大众化：理论逻辑、实践机制与实现路径”中对红色文化的各

种概念辨析及梳理出的观点，认同红色文化“是指以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

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统一。”[1]依据这样的概念，

红色文化指向红色文创时就有了概念延展、内容界定及设计要求。

众多的设计研究也表明，“非遗”技艺发展文创产品已然呈现出视

觉化设计较为统一的特征，能够为产品设计提供价值取源和设计启

发。 

二、黄河滩区草柳编的历史和近现代现代发展 
（一）黄河滩区旅游业发展兴盛 

自明代孟津县令宋缙在孟津县稿中说：“津邑频河之处，难与

川田同赋……但水之冲淤不常，必地之町畦，易混其疆界。”滩涂

沟渠生长大量蒲草、茅草，盛产蒲苇、荷叶和柳条，这里的民间手

工艺品多采用自然植物为原材料手工编制；以草、柳、竹、藤、丝、

麻、布等为材质，经编、扎、缝、剪、漂、染、煮、熏及防腐等工

艺处理而编织成工艺品，巧妙地将实用性与艺术性结为一体，融天

然与华丽、实用与工艺于一身。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考察黄河入海口流域时表重要讲

话，为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入海口的经济、

旅游、生态、文化等分析问题、指明方向。黄河沿线也是革命文化

兴盛之地，战争年代，黄河滩区的百姓和战士都依赖土地而生存。

草柳编产品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军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资，发展至今

日，草柳编产品及技艺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也是产业

扶贫的重要支撑。黄河下游沿线是山东旅游业发展重点之一，沿线

的黄河文化、齐鲁文化、陶瓷文化脉系清晰而源远流长。旅游业的

日益兴盛，带动旅游产品、旅游工艺品，特别是黄河滩区遍布草柳

编，也面临新的产业发展思路。 

（二）滩区草柳编产品发展形势良好 

黄河滩区沿线草柳编产业发展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且很多的

地方具有非常典型的红色文化背景。以东营、滨州、临沂为例，在

草柳编人才方面，为拓展乡村人才发展空间，培育高素质职业农民，

让更多农村具有精湛技艺技能的“能工巧匠”脱颖而出，东营市率

先开展农民技师认定工作，目前认定9人，从技术和人才上保持对

草柳编的传承。截止2021年，临沂市有超过300户草柳编企业，出

口外销日趋增加，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和精

准扶贫道路上发挥了产业扶贫的重要作用。在产品品类上，日常的

生活物资仍然是主流的消费产品。如饭篮、菜篮、箱包、针线笸箩、

帽子、鞋包、渔具、筐篓等。 

由于材料特性和手工工艺特性，草柳编产品天然与人们的生活

亲近。传统的花瓶、屏风、画框、书箱与红色文创结合，为草柳编

产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例如草柳编材料的特征是装点家居的天然

绿色材料，且经久耐用，对于室内设计整体的风格调整和软装饰都

起着非常好的作用。 

随着“红色文旅”概念的提出，各地旅游工艺品搭载文化和旅

游的双车道，不断涌现出各类“红色文创”产品，甚至有些产品一

度成为文创网红，备受年轻人追捧和使用。黄河沿线企业在传统工

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设计、审美标准和红色文化，设计出很多具

有时代特征的草柳编产品，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定制经销的佳品。在

文旅产品方面，沿线企业也注重与很多时尚公司联合开发，增加红

色文创产品设计要素，黄河滩的战争历史成为新的IP开发项目，革

命之路的探险之旅地图生动紧张、与革命英雄相关的家居工艺品、

陶瓷与编织组合的工艺摆件不断出现、“红色之旅”桌游等文化创

意类棋盘游戏得到开发，这些都是文化、旅游、产品联动发展的结

果，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三）草柳编文创产品存在的问题 

草柳编是黄河流域流传多年的生态产品，传统的家庭式作坊式

的产品，其本身的商品附加价值低，以及密集型产业已经不能适应

现代现代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存在的问题就是，劳动力不足，设

计人才薄弱，现代意识浅显以及产业发展规模的限制，出现了很多

难以突破的问题，也反映在其文创设计创新的匮乏。 

1、红色文创产品存在文化符号的套用 

目前，在国内文旅产品市场，很多柳编工艺品借助本区域的红

色文化资源，简单呈现了红色革命文化故事、人物形象、重大历史

事件、标志性场景，摘要其物质文化部分用于与战争年代相关的军

用产品上，特别是草编鞋帽、筐篓席毡，有些还套用了革命标语，

印制在与草编相组合的日用产品上；可以说红色文化的形式是达到

了，但柳编产品与红色文化的精髓发展还存在深入的结合，对红色

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还停留在历史复刻上，缺少从红色历史中提炼

和创新。 

2、产品创新乏力 

目前的文创产品设计，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府、行业协会组织创

意设计赛会为主，很多设计拿了奖、发表了作品，基本就面临被搁

置的境地，与企业的对接不充分，产品市场转化还缺乏一个重要的

媒介，其产品与实用性缺乏国际市场的检验和推广。当然，有部分

草柳编企业做的还是不错的，在推向国际市场上也有了些许名气，

但是与真正的大品牌市场还有很大差距。其中，设计者与生产者的

脱节是阻碍草柳编发展的重要因素，它耗能低产能也低、成本低回

报也低、编织人员集中于中老年群体、留守群体，虽然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村镇人口就业问题，提升了农民收入，但是毕竟从业人员大

多只能依据来样加工、定做，青年群体并不愿意从事耗时长而低收

入的消费品生产他们也很难做到自主创新。企业自主创新虽然面对

的是消费市场，但更关注设计标准和批量化生产，以增加低成本模

式下的销售。设计主体对红色文化的宣扬急于一时，创新短暂而缺

乏红色文化内涵和市场变现效力，没有设计出红色文化历史的情感

和和激情，甚至把作品置于所谓高端产品，缺乏地气，脱离了党群

联系的要义。 

3、产品不能满足消费需求 



理论探讨 

 219 

产品创新乏力直接导致不能满足消费市场。草柳编产品在村镇

日用性强，但是在城市中基本看到的都是家具类、收纳类产品，应

用场景较窄，红色文创的草柳编产品应用性更少。在设计时，需要

考虑融入红色文创产品与当代家庭生活的对接，拓展生活领域和家

居摆设的使用，并以时尚消费文化助力，与低碳、环保、绿色、生

态、节约等家庭生活理念相结合，这也是草柳编本身的材料和工艺

特性。红色文创可以拓展到居家生活（工艺摆件）、汽车文化（工

艺坐垫）、手机文化（手机包袋）、益智娱乐文化（智慧编织）、

时尚消费文化（女性消费品）等领域，开拓巨大的应用市场。 

三、黄河滩区草柳编在红色文创产品中的应用设计 
（一）黄河滩区红色文化与草柳编编产品结合的条件和可能 

黄河滩区有丰富的革命文化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战争年

代，以渤海区为作战中心，诞生了很多强大的部队和英雄，鲁北大

地上强烈闪烁着红星的光芒。这些红色文化基因中老渤海精神、将

星文化、红色垦利文化、传奇铁军精神赓续传承，激励一代代滩区

人奋进追求。 

基于此，红色文创延展的范围特别广，但是可以从几个层面进

行设计。例如从红色历史中寻找产品进行复刻，满足当代人功能效

用；用艺术设计结合草柳编进行产品创新，应用于室内家居装饰；

用时尚的草柳编满足当代人消费意趣。 

（二）设计分析 

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大概的特征是：以红色文化为基础，利用创

意和现代科技手法来能够满足消费者市场需求的商品。实际上，“概

括提炼红色文化精神的过程就是内化为当地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前进动力的过程。”[2]通过分析，本文拟就草柳编进行产品

设计。 

1、“红色+历史”的产品传承方法 

设计思路是进行历史产品的改良，增强爱国情感和历史情感。

例如草编帽子、衣服、鞋子、行军壶、鱼篓，还有家具、农具等，

透过产品能够想象当时的军民生活和抗战生活，并用实物进行体

验，使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价值规范等为社会

成员所广泛认同和认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3]作为红

色文创，并不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喜欢，他们较为喜欢的是新奇的、

代表他们气质和内涵的产品，并且求新求异，这就需要设计产品既

要时尚，又要实用。本设计中采用灯塔设计，渤海湾海中灯塔指明

方向，寓意黄河沿线滩区百姓一心向党跟党走，弱化了红色文化符

号的直接复制，而是以寓意的形式进行设计，灯塔高照，目之所及

星辰大海，增加了情感体验。 

 
图 1，草编灯塔 [4] 

2、“红色+艺术”的产品创新方法 

设计思路是草柳编产品与家居文化相结合。重点拟在室内设计

中拓展草柳编产品的使用，例如草柳编灯具、家具等。草木产品生

态性强，自然属性突出，天然地具有温情和缓和情绪的作用，在室

内设计中和景观当中，都可以使用。在设计思考中，作者选取灯具

设计，结合家居生活中的“吉祥文化”以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宜乐

生活”为主题，进行“连年有鱼”草柳挂灯装饰设计。设计采用鱼

造型首尾相连，用柳条编织为一个圆形的灯罩，半掩饰的灯光，加 

_之灯具造型的日月星辰，表现小空间、大宇宙的概念，同事鱼随

着灯光的照射，透隐在灯罩里，增强浪漫的氛围，体现自由自在的

景象。如图： 

 
图 2，柳编“连年有鱼”灯饰外罩[5] 

3）“红色+时尚”的产品拓展方法 

时尚产品的设计不可或缺，红色文创想要获得突破，也要从年

轻人喜欢的时尚产品上下功夫，对日用产品进行处理，增加女性的

使用度，增强日常生活的功能性发挥等。图中，设计者以建党百年

红色 “初心”为设计构想，设计一款简单的“初心包”。包体用柳

条编织，外观采用简单时尚的水桶包型设计，设计风格简约时尚，

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情趣，实用小巧，可挎可提，配以珠链，增加时

尚感。红星装饰上“初心”二字，悬挂为包链，体现年轻人不忘初

心，奋进向前的热情。 

 
图 3，柳编“初心包”[6] 

结语： 
文创产品具有相类似的视觉化特征，目前基本的设计思路是传

统的产品加入符合现代审美特征的形式元素，更加地导向社会日

用。草柳编红色文创产品也有自己的设计语汇，即保留红色文化的

符号，加入当代的审美及价值观的理解，如此才产生较好的红色文

化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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