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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创产品创新设计方法与实践探讨
曾晨

四川工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45

摘要：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国家对文化保护和创新的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备受关
注。本文首先概述了非遗与文创产品的基本概念及研究现状，阐明了文化符号提取、元素融合、载体选择等创新设计方法，并分
析了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的关键原则与挑战。随后，以国家级非遗“青神竹编”与“蜀绣”为案例，探讨了文创产品设计的实践路径，
为非遗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和市场化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旨在通过设计创新赋予非遗文化新的生命力，同时实现文化价值与
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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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文化保
护与创新的高度重视，文创产品逐渐成为文化传承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其设计与开发备受行业
关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各
级部门和相关人员积极采取多元化措施。产品化
保护作为一种创新路径，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提供了新方式。通过文创产品的载体作用，可
以扩大非遗的受众群体，提高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实现多渠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经济价值转
化，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新的生命力。

一、非遗与文创产品设计概述

（一）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5] 指的是由各

族群体、社区或个人所继承并传承的，以传统知
识、技能和文化形式为载体的文化表现。这些文
化表现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节庆活动、手
工艺等。非遗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

传承，是全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
创意产品（简称文创产品），是以文化为核心的
创意设计和艺术创作，利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
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形成具
有文化内涵和市场价值的商品。这类产品不仅承
载了文化的独特性，还通过创新设计使文化在现
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二）研究现状
近年来，非遗与文创产品的结合，已成为文

化产业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非
遗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开发策略和实践案例。
如张苇（2024）以江苏盐城为例，探索了非遗元
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的路径，提出了提取艺术元
素、挖掘实用性、市场调查等策略 [1]。陈佳航（2024）
探讨了如何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有效融合非遗元
素，以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王佳春和
曹磊（2022）提出了非遗主题文创产品设计的策
略与方法，包括品牌化、市场化、生活化和个性
化标签的打造 [3]。 邢阎艳（2022）探讨了如何将
红色文化与非遗相结合，利用 3D 打印技术设计
红色文创产品 [4]。解辉（2022）以文创产品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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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从融合共生的
必要性和意义出发，提出外在与内在的结合路径
[5]。

这些研究为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提供
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然而，现有研究
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文化符号提取的
深度和产品创新实践方面，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
注非遗创新设计与实践的平衡。

（三）非遗的创作现状与存在问题
非遗作为一种无形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其发

展的漫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都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用相应的
物质载体表现出来，而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
的客观物质条件，依据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原则，隐含在客观物质条件之后的精神内涵和面
对的问题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但随着
历史车轮推动着生活方式的变化，部分非物质文
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壤越来越稀薄，民间需求也
越发减少，发展到今天 , 也遇到了很多困惑与艰
难。比如：从业人员数量下降、生存环境正在消失、
传承方式存在问题、产品质量在下降、全面研究
较缺乏、现代社会发展中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土壤
孕育和环境培养。因此将非遗与文创产品创新结
合能有效传承和发展非遗文化。

二、非遗文创产品创新设计方法

（一）文化设计符号提取
文化设计符号提取是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的关

键步骤，旨在从传统文化中抽象出具象征性和视
觉表现力的元素，将其转化为符合现代消费者需
求的创意产品。

1. 符号提取的基本原则
忠实传承与创新融合：确保符号传递非遗文

化核心价值，同时适应现代审美与应用需求。
地域性与普适性结合：兼顾符号的地域特色

与市场推广的普适性。
功能性与美学性：关注符号的艺术性、象征

性与功能性，确保设计既有文化内涵又实用。
2. 符号提取的具体方法
形态与图案提取：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图

案与形态，结合现代审美重塑设计元素。
色彩与材质提取：从非遗文化中的色彩、纹

理和材质汲取灵感，展现文化背景与历史沉淀。
故事与符号结合：将非遗文化中的历史故事

和民间传说转化为设计灵感，提升产品文化内涵。
手工艺符号化：提取传统工艺特色，通过现

代技术焕发其新生命力，同时保留其传统特色。
3. 符号提取的挑战与对策
过度简化：避免因迎合市场需求而失去符号

的文化深度，应注重符号的文化理解和保留其本
质。

文化误读与偏差：设计需尊重文化内涵，避
免符号误用或曲解。

市场化与传统性的平衡：在现代化设计中寻
找传统性与消费者需求的契合点，是设计面临的
重要挑战。

（二）元素融合方法
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元素融合旨在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有效结合，以实现文化传递和
市场适配。

1. 非遗文化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非遗文创需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的继承和创

新，使其以日常化方式进入现代生活并占据市场
地位。其应用原则包括：

文化性原则：凸显非遗文化特质。
创新性原则：注入现代设计理念。
体验性原则：增强产品的互动性与情感联系。
地域性原则：保留地域文化特色。
传承性原则：延续非遗的核心精神。
持久性原则：关注产品的长远发展与文化传

播。
共生性原则：实现非遗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共

存共荣。
2. 现代设计元素的融入
功能性设计：现代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性需

求较高，设计师需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功能设
计相结合，提升产品实用性。

简约与创新：现代设计讲求简约精致，设计
师在融合传统元素时需保持设计简洁流畅，避免
过多装饰，同时体现现代感和实用性。

人性化与舒适感：关注用户体验，在非遗文
创产品中融入人体工程学设计，使产品兼具实用
性与舒适性，满足现代需求。

3. 跨文化元素的融合
在全球化背景下，非遗文创产品需结合本土

文化与国际设计趋势，打造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产
品：

符号的跨文化解读：根据不同文化背景重新
诠释符号，提升文化适应性。

全球设计趋势的融合：关注国际设计潮流，
在保持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4. 创新材料与技术的应用
科技发展为非遗文创产品注入更多可能性，

设计师可利用创新材料与技术实现传统元素的现
代化转化：

新材料的应用：如结合 3D 打印技术，传统
陶瓷工艺可实现更复杂精细的设计。

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非遗文创产品可融入智
能技术，外观融合传统元素，功能符合现代智能
化需求。

（三）产品式载体选择
产品式载体的选择是非遗文创设计与市场需

求结合的重要环节，决定产品的文化传递方式、
使用场景与市场定位。载体需结合文化内涵、现
代设计需求，兼顾艺术性、实用性和市场性。

1. 载体的文化表达与适配性
文化符号的传递：载体应承载非遗文化符号，

如利用陶瓷、织物、竹木等传统材料融入刺绣、
陶艺、竹编等技艺，突出文化象征性。

适应现代需求：载体需满足现代消费者对功
能、美观与舒适性的要求，如将青铜器形状设计
成现代家居用品，使其既展现传统文化又实用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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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载体的市场定位与用户群体
据目标市场和消费群体需求选择载体：
面向年轻人群：年轻消费者偏好个性化与时

尚感，可选择简约创新形态，融合智能化与环保
元素。

面向高端市场：高端产品载体需体现艺术价
值与收藏价值。

3. 载体的功能性与可用性
实用性与日常化：设计应将非遗元素融入日

常生活，提高产品使用频率。
智能化与创新性：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

创造智能功能的非遗文创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
4. 载体的材质选择与创新
材质影响产品质感、耐用性和文化表现形式。

材质选择需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需求，兼顾
创新与可持续性：

传统材料的创新使用：如竹编工艺结合环保
材料提升耐用性，景泰蓝工艺结合玻璃或陶瓷呈
现现代质感。

新型环保材料的采用：采用可持续材料将传
统文化与环保理念相结合。

5. 载体形式的创新
创新载体形式可突破传统限制，提升市场吸

引力：
跨界合作与创新：通过跨行业合作，创造新

颖载体形式。
模块化与定制化设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通过模块化设计赋予产品更多变化和可定制性。

三、非遗文创产品创新设计实践

结合国家级非遗“青神竹编”、“蜀绣”的
文化特征，运用上述“非遗文创产品创新设计方
法”展开“青神竹编”、“蜀绣”的文创产品设
计实践。

（一）青神竹编灯具设计实践
本方案将优秀传统“三苏”文化与青神竹编

技艺融合进行灯具产品创作。提取苏轼的《定风
波 - 莫听穿林打叶声》中代表性意境元素，如竹
杖、莫听、穿林打叶声、风波、风雨晴等元素字眼，
结合青神竹编技艺，设计一款以发声雨棍为主体，
风波形态的壁挂式灯具，模拟风雨中飘摇的听觉
情景，见图 1。

图 1 定风波 - 莫听壁挂雨声灯（图片来源：作者指导学生作品） 

（二）蜀绣文创产品和设计实践
提取中国优秀传统节气文化，以“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四个节气为核心，结合蜀绣地域特
色和节气中的代表性自然元素进行提取与艺术化
处理，融合蜀绣技艺与现代审美风格，打造简约、
优雅且富有文化内涵的“四季更迭”蜀绣胸针饰
品，赋予胸针装饰功能与文化象征意义，既能适
用于日常佩戴及礼品市场，也能有效传承与弘扬
传统文化，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立春设计意象 :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象征
生机与希望；立夏的设计意象 : 夏日阳光与繁盛，
代表成长与活力 ; 立秋设计意象 : 秋天的丰收与
沉稳，蕴含成熟与收获之意 ; 立冬设计意象 : 冬
日的宁静与纯洁，寓意内敛与积淀。产品效果图
见图 2。

图 2“四季更迭”蜀绣胸针（图片来源：作者指导学生作品）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非遗文化与文创产品设计的结
合路径，提出了文化符号提取、现代元素融合与
创新载体选择的系统方法，重点探讨了如何在现
代设计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以“青神竹
编”和“蜀绣”为实践案例，验证了创新设计对
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为非遗
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同
时表明，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推广，可以
有效扩大非遗受众群体，提升文化认同感，并实
现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发展。未来，非遗文创产
品的设计应更加注重跨文化融合与技术创新，进
一步推动非遗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弘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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