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地域特色文创产品设计探究

卢宁宁

（潍坊学院 美术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摘要：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创产品市场呈现出“百花齐放”之盛况，同时又

无可避免的出现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等弊端，为此文章以探索山东地

域特色文创产品发展为切入点,围绕山东地区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民间传统工艺，通过提

炼地域文化元素，挖掘地域文化内涵等方法，来打造山东文创产品设计品牌，在包装设计、

服装设计、日用品设计以及数字融合等方面对文创产品进行设计开发构建，以期山东的地域

特色文创产品能够丰富独特，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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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转型下科学技术、文化生态不断变革,山东做为齐鲁文化圣地拥有

丰厚的文化底蕴，其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面临着更

为复杂的选择与考验,呈现出多元化状态。于此背景下,须从更加系统、发展、整

合的角度，对地域特色文创产品的创新和开发设计进行研究,理清其核心价值体

系、文化构成要素及与设计方法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增强产品及市场协同

创新，以此激发地域文创产品的设计活力。

1.1 文创产品特色

1.1.1 文创产品是文化的延伸与物化

文创产品是文化的延伸和物化，大力发展满足用户情感互动、传递设计学的

产品，是未来的文创产品发展设计的必然趋势
[1]
。文创产品更加强调的是文化性，

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
[2]
。文创产品既需要有文化的核心价值，又要兼顾市场需求，

即外观美感、功能性的满足以及产品的用户体验、产品与用户间的交流互动和产

品与所在环境的交互等。

1.1.2 文创产品是专属文化产品

文创产品是依托于地方的浓厚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资源而形成的专属文化

产品。文创产品及相关品牌的快速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大众对于文化消费品的

热情和喜爱，这是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

曾宣言“资本时代已经过去，创意时代已经来临”
[3]
。优秀的文创产品设计推动

了社会文化的进步。



1.2 山东地域特色分析

1.2.1 文化底蕴深厚

地域文化元素可分为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两类，其中物质形态包括人文景点、

标志建筑、自然景观等，而意识形态又可分为历史人文、神话传说、民间艺术、

民风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4]
。

山东做为齐鲁文化圣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近年“非遗热”的盛行，

让民族传统文化受到重视
[5]
。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被人们重视，非遗文化是我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见证者。而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创造最多、体量最大的三个地区即是山东、江苏和黑龙江，山东处于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突出的区域。统计数字显示，山东仅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就

拥有 173 项之多，约占国家非遗总量的 5%，位列全国第二。

1.2.2 民间艺术丰富

在山东地域文化中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颇具代表性，山东民间艺术涵盖种类

多样，各具特色。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艺术教育家，张道一先生曾在《张道一论

民艺》中写道：“民间艺术是劳动者心里长出的花，是民族文化的一块重要基石，

是心灵之表，是艺术之根
[6]
。”民间艺术是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结晶，民间艺术

充实了人们的生活和日常审美，也丰富了山东的地域文化内涵。

近年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快速发展，流行文化的冲击、自身的局限性等

原因，山东地域文化中的民间艺术同我国大多数地方的民间艺术一样，面临市场

压力、数字化弱势、传承人老龄化、传承体系匮乏等现实困难，原本的文化特色

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山东民间艺术的传承保护与创新

发展迫在眉睫。

2、研究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7]
。”

因此文创产品除了满足人们的实用需求和审美需求，还应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

和传统文化特色。

山东地区文创产品的设计探索，应针对山东地域文化特色，注重对地方手工

艺和民间艺术资源的整合，不断吸收先进的创意经验、文化成果，将之融入文创

产品开发实践中，通过创意创新、探索地域文化活态传承的新模式，设计出符合



地域定位、文化内涵和市场需求的特色文创产品，以实现文化和市场的对接，满

足人们多样的文创产品体验需求。

3、山东地域特色文创产品发展现状

地域文创产品的开发离不开当地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背景，饱含地域文化

内涵的文创产品，备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喜爱。与此同时，山东地域文创产品

在设计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到它的快速与全面发展，例如没有统一的市场

规定，导致部分地域文创产品粗制滥造；形式单一、多有复制；没有突出的标志

性文创产品出现等等。

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山东特色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注重对文创设计人才的

培养，在设计开发过程中注重融合现代创新思想，树立地域特色文创品牌，加大

对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力度。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山东的文创产品在宣传

地域文化特色、提升地方经济效益等方面的价值。

4、山东地域特色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思路

鉴于以上山东地域文化特色的分析与当前在地域文创产品设计方面的不足，

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提升和体系开发：

4.1 文创产品品牌设计开发

4.1.1 品牌打造

围绕具有深厚山东地域文化内涵、高超技艺、独到匠心传承的雕、刻、剪、

绣、塑、漆、瓷、陶、金等技艺和材质，从材料、工艺、形式等方面进行创新，

设计出具有历史性、传承性、艺术性、趣味性与实用性的文创产品，同时重视文

创产品品牌建设，提升文创产品的知名度，提升产品档次，提高产品品质来打造

文创产品品牌。对地域民间艺术中的优秀手造产品、项目进行品牌打造，包括典

型手造项目的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品牌等。

省内许多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发达地区，常常会出现若干个无名无姓民间作坊

的现象，他们制作出了大批优秀的民间工艺品，却没有形成完整的品牌体系，因

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宣传与推广。今后应针对这些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手造技艺传

承个人、手工作坊、家庭作坊，进行手造创意设计、手造品牌营销与手造电商推

广等，对本地区文创产品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增强本地产品的文化性、特异

性，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打造地域文创产品品牌，助力乡村特色手造产业



转型升级。

4.1.2 品牌升级

品牌不会一成不变。市场扩展，做大品牌的需要，意味着产品和品牌必须要

做出适时调整，优胜劣汰是伴随所有企业和品牌一生的生存规律。品牌升级是健

康和成熟品牌的必经之路，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隆盛糕点品牌的包装及文创设计升级打造中（见图 1），将隆盛糕点百年

老字号和清真糕点的文化特色，以剪纸、插画的方式进行融合表达，做为画面主

体图形，体现出浓郁的历史积淀和地域特色，使品牌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在

销售隆盛糕点的同时，也宣传了该老字号产品所传达出的传统文化与山东手造文

化特色。

图 1文创设计《百年传承-隆盛糕点》设计者：翟子萌

4.2 文创产品包装设计开发

4.2.1 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现状

山东的民间艺术种类繁多、贴近生活，深受大众喜爱。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

消费群体的更换，现有的一些民间艺术文创产品的包装已经不适应当前市场需求，

例如一些文创产品的包装设计，形式单一陈旧，缺乏特色、缺少创意。甚至还有

一些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色的剪纸、年画、风筝、民间玩具等民间艺术品，出现

了零包装的现象，直接采用废旧报纸和塑料袋来进行“简单包装”。这既影响了

民间艺术文创产品本身的审美价值，也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4.2.2 文创产品包装设计改进

鉴于山东文创产品包装设计当前存在的问题，应该对其进行研究和开发改进，

以设计学为视角，为文创产品设计出兼具艺术特色与地域特色的包装。方法可采

纳理论与实例的结合，分析地域民间艺术文创产品包装的现状，总结其所具有的

共性和特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图形、文字、色彩、版式、材质和造型等方面



的包装设计改进。以地域民间艺术文创产品与现代包装设计相融合，深入挖掘文

化艺术内涵，以系统性思维方式、数字赋能进行整体设计，为地域文创产品的设

计开发打造开辟更广阔的市场。

例如作品《碧霄胜鹏》以纸鸢形象为主题（见图 2），对潍坊风筝进行旅游

文创产品设计。采用日式风吕敷的包装形式，风吕敷的原型即我国民间常用的包

袱。此款设计中的风吕敷以风筝图案构成四方连续的传统纹样，色彩复古沉稳，

寓意潍坊风筝历史悠久，红绿蓝三色风吕敷衍生出系列化文创产品，整体效果美

观大方又实用。

图 2文创设计《碧霄胜鹏》设计者：郭雨婷

文创产品包装与民间艺术文化元素的融合，不仅丰富了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的

内涵，也增加了文创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同时促进了地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发展。

4.3 文创产品在服装设计中的开发

山东的刺绣、鲁锦、花边、蓝(彩)印花布、绒绣等民间绣艺、缝制技艺、印

染技艺古已有之，在当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应充分挖掘和提取这些

文化艺术元素来整合文创产品的开发，与现代时尚设计理念结合，设计出符合现

代审美风格与穿搭习惯的服装、配饰及其他时尚装饰品，以实现地域特色文创产

品设计开发所展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魅力。

4.4 文创产品融入日用品设计开发

突出民间艺术生活化，可运用山东地域民间艺术元素进行日常生活用品的文

创产品设计，设计出家具、厨卫用具、床品、室内配饰及其它日用品。如图 3



所示，即提取潍坊民间艺术中布老虎的元素进行日用品的文创产品设计，这些文

创产品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化元素特色、手造技艺内涵，更加贴近生活，受到大众

的喜爱，真正做到了让文创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图 3 潍坊布老虎文创设计 设计者：戈敏雪

4.5 文创产品与数字融合开发

山东地域民间艺术元素可与 5G+互联网、超高清技术、远程教育、数字沉浸

体验、VR/AR 等数字内容进行融合，以数字多媒体形式呈现文化创意作品、影视、

动漫、数字沉浸体验、数字网页、交互设计等数字文创产品。在文创产品中，这

些彰显齐鲁民间文化特色与现代科技时尚融合的文创产品，必将具有极高的文化

传承意义、商业转化价值与行业创新特色。

4.6 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开发

通过积极搭建金融机构、文化部门与大赛的合作桥梁，构建文创设计大赛和

文创展览交易平台。突出山东地域非遗、工艺美术、手工加工等传统技艺与现代

文创设计的融合，可利用染织、风筝、核雕、泥塑、剪纸、刺绣、柳编、年画等

山东地域手造技艺、元素和材料进行创新与开发设计，通过文创设计大赛，设计

出更多新颖、优秀的文创作品，更好的实现它们的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从而将

山东地域文化更好地融入文旅，融入文创产业、融入民众生活，以推动地域特色

文创产品的开发与创新发展。

山东地域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与设计实践，是对地域特色文化元素、地域资

源与文创产品之融合的开发设计，是对地域民间艺术精神与时代精神之契合的开

发设计；山东地域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实践，对地域特色文化、人才、产业、



服务的整合起到促进作用，对地域民间艺术向文创设计方向开发转化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

6、结语

本文从对山东地域文化特色和文创产品发展现状的分析出发，通过对文创产

品与地域元素的解读，赋能文创产品设计与创新转化；通过对文创产品的设计开

发思路和设计实践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整合，探索出地域文化在文创设计视觉转

化中的方式与策略，为山东地域特色文创产品的创新体系构建提供方法参考，对

文创产品的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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