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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综述我国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育与活化的现状，归纳非遗文创产品开发的概念与模

式，并论证文创产品开发对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活化的积极作用。本文将基于当前非遗保

育研究文献，探讨非遗文化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形式，进一步分析其有效渗透途径。

同时，通过案例分析，阐释岭南非遗文创产品开发设计中，如何从文化、形式、功能以及无形产

品的情感元素中提取设计创意方法。总结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在文创产品开发与创新中的

表达形式及创意手法。基于现代消费者对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育与传承的认知态度，分析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与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育之间的互利关系；并从主题、产品、工艺及材料载体四

个方面，创新性地提出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开发的有效途径及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品；传承与创新；创意设计

DOI https://doi.org/10.6913/iie.070104文章编号 2664-5327.2025.0701.31-41
收文记录收文：2024年 10月 20日；修改：2024年 10月 31日；发表：2025年 1月 31日。
引用本文 赵燕.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创产品开发中的创新与设计研究 [J]. 产教融合研究,
2025, 7(1):31-41. https://doi.org/10.6913/iie.070104.
产教融合研究 ISSN 2664-5327 (print)，ISSN 2664-5335 (online)，第 7卷第 1期，2025年 1月
31日出版，https://iie.hk，https://cpcl.hk，电子信箱：wtocom@gmail.com，kycbshk@gmail.com。

A Study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sign of Ling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
i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Yan ZHAO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Heritage (ICH) in the Lingnan region of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s and
models of ICH-relat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es the positive role
of such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and revitalizing Lingnan ICH.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lit-
erature on ICH conserv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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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further analyzes effective penetration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ICH culture into such designs. Additionally, through case studies, it illustrates cre-
ative design methods for extracting cultural, formal, functional, and emotional elements of intangible
products from Lingnan ICH i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emantic expression forms and creative approaches of Lingnan ICH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onsidering modern consumers’ per-
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con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ingnan ICH,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Lingnan ICH. It innovatively proposes effective approaches and future develop-
ment directions for ICH-relat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in Lingnan, focusing on
four aspects: themes, products, craftsmanship, and material c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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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活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我国的非遗文化是经

过千百年历史沉淀所累积的财富，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 [1]。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

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许多中小型非遗传承企业或匠人面临成本高、耗时长、生产率低、市场占

有率低等问题，最终难以生存或被收购。而部分较大的非遗产业因追求经济效益，或受市场需求

影响，产品设计创新不足，同质化严重，价格低廉，导致传承举步维艰，难以持续发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通过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国文化，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途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加之西方文化

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市场发展空间，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播。我们正在探索通过文创产品的形式，保留非遗文化的特质，并在符合现代市场需求以及新一

代消费者审美和思想意识的基础上，打造具有文化传承使命的创意产品。一件成功的文创产品，

不仅需要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创意，还应具备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

文创产品逐渐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重点，并受到公众广泛关注。例如，河南传统彩塑“泥泥

狗”以及秦淮灯彩文创产品设计等，均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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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高度重视创新设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价值，并提出了以下观

点。王小贤（2023）[3] 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角度出发，以金陵石刻的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

挖掘其创新潜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刘燕、刘西坤、刘江河（2020）[4]以龙舟为

研究对象，通过探讨龙舟的起源、发展及价值，提出其创新应用方向。唐丽颖（2020）[5] 以四

川道明竹编为研究对象，从技术、结构及工艺等多个维度，探索道明竹编在景观艺术中的创新应

用，为四川道明非遗织造提供了创新方向。罗景燕、王一轩（2020）[6]以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天津旅游产品的特点，创新设计了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

基于上述研究，并结合当前文创产品开发的现状，本研究提出了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创

产品开发中的创新设计方法，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非遗传承提供新思路。

二、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音乐、舞蹈、风俗习惯、医药等多种形式。在此基础上，岭南作为

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聚居了壮族、瑶族、土家族、苗族、侗族、保安族、德昂族、珞巴族、

裕固族、塔塔尔族、畲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化涵盖了语言、书法、音乐、民间美术

等多个方面，构成了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体现了岭南

文化独特的艺术个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还通过牙雕、玉器、彩瓷、木雕等工艺品传播着其文化

魅力。同时，表演艺术如木偶剧、粤剧、舞狮、潮州歌剧等，民间节日如乞巧节、龙舟节、春节

花市、游神节、六祖诞庙会等，音乐形式如岭南渔歌、水东游、双河亭泉，以及艺术作品如佛山

灯笼、潮州木雕等，都展现了岭南文化的多样性和深厚底蕴。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些优秀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被精致的现代文化产品

所取代。原本在岭南人日常生活中广泛流传的非遗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时代抛弃。目

前，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主要以静态展览和现场表演为主。然而，这种形式受限于

时间和空间，很难充分展现岭南非物质文化的核心内涵与独特魅力，其传播效果较为有限，难以

在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以创新的方式向传统文化致敬，通过保护引领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可视、

可闻、可感”，已成为非遗保护的关键目标。非遗的活化、传承与创新，不仅是国家政策扶持的

重点方向，也是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探索非遗类文化和创意产品开发的现有模式

文化创意产业以原创文化产品为基础，通过新的形式表达文化，从而提升文化的实用性和趣

味性。目前，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主要包括自主开发、合作开发和授权开发三种模式。

（一）自主开发模式

这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模式主要是由开发团队根据文化创意对象的特点，自主设计和创造

相关产品。例如，湖南省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开发团队基于馆藏的指南图，设计开发了醴陵瓷碗。

这一产品不仅改变了醴陵瓷传统保守的形象，同时也通过醴陵瓷成功展示了指南图的文化价值。

这种模式要求开发团队在文化创新中具有更高的主导权，能够自主把握文化内涵及产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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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通过独立创意设计的方式，将文化内涵融入产品，充分体现文化价值。

（二）合作发展模式

在文化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为了提升文化传播能力，合作发展模式通过与公众的深度

互动来实现目标。具体方式包括举办展览、竞赛、培训等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文化创新产品的

设计，将文化创意与当代人民的生活紧密结合。此外，还可以通过与社会企业或厂商合作的方式，

提取文化元素，设计相关文化创意产品。例如，“西樵龙狮图案滑板”是佛山市南海区在西樵观

心小镇举办的“樵山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的成果之一。这项赛事作为一项固定活动，向全球广泛

征集优秀文化创意设计作品，围绕西樵镇的城市 IP、文化内涵、自然景观及人文风情等地域特
色，提交独具匠心的文创设计作品。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还能够集思广益，汇聚多方智慧，创造出更加丰

富多样的文化创意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文化与现代社会实现了更紧密的融合，为文化创新提供

了新的发展路径。

（三）授权开发模式

在文化创新过程中，可能会涉及视听、传统技艺、图像等方面的侵权问题，这些均属于文化

权利的范畴。在开发文化产品时，必须确保获得相应的权利。因此，只有在取得相关权利所有者

的授权后，才能合法提取相应的设计元素，并据此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四、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的意义

（一）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有利于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交流

对于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可以通过文化创意产品展现其形象、承

载其文化内涵并体现其独特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播。消费者在购买岭南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时，除了关注产品本身的艺术形象外，情感价值也

是主要购买动机之一。这种行为体现了消费者对岭南文化的喜爱与自觉传承。此时，文化创意产

品在形象宣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影响力。

从产品设计的视角来看，“外延层”指通过事物的形式、颜色、材质等可视化元素表达产品

的物理属性，是产品存在的基础；“内涵层”则是“外延层”所蕴含和传达的意义或象征。王丽君

（2023）[7] 指出，例如灰塑文化深受岭南画派和民间审美的影响，其文化符号会根据民众的审美

特征展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是文创产品“外延层”的体现。而岭南地域文化在不断发展和积

淀中形成的审美习俗、寓意象征及风俗行为，则通过灰塑中“祈福行为”的凝结予以表达。这种

表达方式既是文化符号象征性的体现，也是连接现代记忆的纽带，属于产品“内涵层”的范畴。

从“外延层”和“内涵层”两个方面来看，文创产品是对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诠释。

（二）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

文化创意产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知名度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文化创意

产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融入其中，通过设计创意和艺术呈现，使人们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

和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价值。这种传播方式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能够吸引

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文化创意产品能够借助市场渠道和网络平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传播到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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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众群体。通过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文化创意产品不仅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还

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

此外，文化创意产品还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通过设计创新与生产实践，

可以让更多人学习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与技能，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

五、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的创新设计

（一）文创产品开发设计基本流程

文创产品的开发流程与其他产品基本一致，特别是在创意设计阶段，通常包括：共情、定义、

创意、原型制作、测试等几个环节。然而，与一般产品不同的是，文创产品在创意设计流程中更

注重文化产业市场信息的调查，尤其关注与其相关的旅游业、文化产业和博览行业的用户需求。

这些调查内容往往更加具体化且具有针对性，为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精准依据。

（二）岭南非遗文创的创新元素

1.文化元素
现代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存在一定不足，更偏爱当下流行的文化元素。然而，文

化是文创产品的灵魂。因此，有必要从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取文化元素，找到其与现代消费

者兴趣的结合点，使产品成为文化的传播载体。例如，佛山醒狮盲盒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此基础上，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围绕民间节日、音乐、舞蹈等主题开发更多文化创意

产品，并通过赋予产品独特的故事性来提升吸引力，从而让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2.情感元素
在现代社会，消费者非常重视产品设计中所蕴含的情感和文化价值。文创产品的形式往往决

定了它在消费者心中的第一印象。例如，以岭南民居镬耳屋为原型的产品，通过结合其文化、形

式和功能元素，不仅实现了产品的实用性，还引发了消费者的情感共鸣。这种设计既体现了岭南

传统建筑的记忆，又成为一种值得骄傲的文化象征。

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特别关注产品形状、颜色、图案、材料等设计元素所表达的文化

内涵，从而为消费者带来视觉与感官的双重体验。

3.功能元素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仍然非常注重产品的功能性。功能越完善，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越强。

例如，广东省博物馆开发的岭南印记 DIY文创产品曾因其独特性而大受欢迎。该产品以海上丝
绸之路的沉船“南海一号”为原型，开发了具有趣味性的考古挖掘类文创，尤其受到青少年和儿

童观众的喜爱。其月平均销售额显著高于其他文化创意产品。因此，文创产品的功能性是连接消

费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桥梁，也是传播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

4.情感元素
许多消费者更倾向于关注产品所传递的情感价值，并喜欢挖掘产品背后的故事。情感消费的

背后是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共鸣。例如，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设计可以通过节日民俗、音

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或粤语、潮州歌剧等语言艺术，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例如，陈家祠积木文化创意产品通过积木拼搭的方式成功传递了岭南建筑的温婉之美，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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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广”们的喜爱。这种体验不仅让消费者感受到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使产品成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消费者之间情感交流的桥梁。

（三）岭南非遗文创产品的创新点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设计需要结合现代市场环境和用户需求，将传统文化融入消费

者的日常生活中。在创新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连续性与可持续发展。因

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创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文化与市场的深

度融合，为文创产品开发指明了创新方向。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设计需要与现代市场环境和用户需求相结合，融入消费

者的生活。在创新的过程中，应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文创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图9所示。 

文创产
品开发

非物质文
化遗产

可
持
续
发
展

非遗理
性认知

现代文
化产品

 

图9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关系 

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和创意产品开发彼此互补。在此基础上，根据文

化、形式、功能和情感四个要素，从主题、产品、技术、物质载体四个方面创新设计岭

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岭南非遗文创的创新途径 

1.新主题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许多类别，但其主题和内容都脱离了现代社会，这在消费者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难以产生共鸣。因此，我们应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和内容

入手，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设计。 

岭南的雕刻艺术和表演艺术一直是被传统的主题流传下来，但这些主题都源于自然

和生活，但他们与现代自然和生活不兼容，更难以吸引现代消费者。如果你不能认同自

己是一门传统的手艺，你就会后退一步。相反，你需要尊重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吸收文

化主题，并将现代元素融入其中。图10所示的象牙雕刻和玉器都可以融入动画趣味性元

素等。 

2.开发和设计新产品 

根据文创产品的发展模式，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也可以通过这种模式进行创新

设计，如西游记已融入木偶剧中。因此，非物质文化的创新设计也需要遵循社会市场的

规律，使其商业化，它不仅仅是艺术品的形式，而是存在于消费者的生活中。图3、4、

5、6所示的文化和创意产品将非物质的文化元素与现代产品结合起来，赢得了年轻一代

的青睐。 

3.创新设计过程 

传统的技术制作时间长，成本高，难以面对大众市场，这增加了非遗传广播的难度。

因此，对非传统技术的创新设计，将传统的非传统生产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缩短了

图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关系

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具有互补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从文化、

形式、功能和情感四个要素入手，从主题、产品、技术和材料载体四个方面对岭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创新设计。

（三）岭南非遗文创的创新途径

1. 新主题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多个类别，但其主题和内容往往与现代社会脱节，难以在消费者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产生共鸣。因此，应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和内容着手，创新其设计，使

其更贴近现代生活。

岭南的雕刻艺术和表演艺术长期以传统主题传承，这些主题源于自然与生活，但它们与现代

社会中的自然和生活方式不兼容，因此难以吸引现代消费者。如果仅局限于传统手艺，文化传播

的脚步将被迫后退。相反，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有选择地吸收其文化主题并融入现代元素，是

创新设计的关键。例如，在象牙雕刻和玉器中融入动画或趣味性元素，可以更好地吸引年轻一代

的兴趣。

2. 开发和设计新产品
根据文创产品的发展模式，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也可以通过类似方式进行创新设计。例

如，西游记已经被融入到木偶剧中，展现了文化元素的现代化应用。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

新设计也应遵循市场规律，推动其商业化发展。文化创意产品不仅限于艺术品形式，而应融入消

费者的日常生活中。许多文创产品通过将非物质文化元素与现代产品相结合，成功赢得了年轻一

代的青睐。

3. 创新设计过程
传统的技艺制作周期长、成本高，难以适应大众市场需求，这增加了非遗传播的难度。因此，

通过对传统技艺的创新设计，结合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彩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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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包含七道工艺流程，可通过现代激光雕刻、3D打印等技术替代部分工艺，然后结合彩陶的
核心技术，既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又能保留彩陶的特点，成功进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4. 创新材料载体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许多技艺需要昂贵的材料载体，这使得其产品脱离了普通消费者

的生活，陷入困境。岭南非遗技艺的核心在于其艺术性和立体感表现。因此，传统工艺既可以与

原有材料结合，也可以尝试与其他现代材料融合，在保持技艺特性的同时降低成本，加快大众市

场的推广。例如，岭南传统的潮州木雕、象牙雕刻、玉器和彩瓷主要采用柚木、樟木、冷杉、象

牙、翡翠和白瓷等原材料，而现代科技可以将这些技艺融入办公用品、生活用品、装饰品和儿童

用品等功能性产品中。

（四）案例分析

在本案例中，选择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剪纸技艺作为研究对象，从创新设计角度分

析其元素提取、产品定位和创意思路等方面。

1.岭南剪纸元素的提取方式
岭南佛山剪纸主题丰富、含义深远，涵盖神话、祭祀、元宵节及红白事等多个方面，展现了

岭南民族的想象力与文化意识。然而，剪纸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品，其功能性较低且易损坏，难以

吸引现代消费者，除了民间节日的需求外，鲜有人主动购买剪纸产品。因此，在创新设计时，可

提取剪纸的文化、功能、形式和情感元素。

剪纸的视觉元素包括鲤鱼、福字、竹子、祥云、新月、圆形和花朵等。这些元素的颜色以红

色为主，象征喜庆、吉祥和热情，符合我国传统习俗，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和丰富的情感表达。

通过这些视觉元素，可以清晰地提取岭南剪纸的核心特色，用于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

 

生产时间，提高了性价比。例如，彩陶包括七个工艺流程，可以用现代激光雕刻、3d

打印和其他技术将其取代，然后与彩陶的核心技术，以实现大规模生产，同时保留彩陶

的特点，并进入消费者的生活。 

4.创新材料载体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许多文化都需要昂贵的物质载体，从而脱离了传统消费者

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岭南非物质遗产中的工艺主要突出了工艺的立体感，表达了工艺

的艺术性。因此，无形技术不仅可以与原有材料相结合，还可以与其他材料相结合，在

保持原有技术特性的同时，降低了技术的经济成本，从而加快了一般大众市场的开放。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的潮州木雕、象牙雕刻、玉器、彩瓷主要由柚木、樟脑、冷

杉、象牙、翡翠、白瓷等原材料构成。现代科技可与办公、生活用品、装饰、儿童用品

等功能相结合。 

（四）案例分析 

在本案例分析中，选择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剪纸技术作为案例分析对象，

并根据本案例的创意过程解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设计的元素提取、产品定位、创意思

路等。 

1.岭南剪纸元素的提取方式 

岭南佛山剪纸的主题丰富、含义广泛，包括神话、祭祀、元宵节、红白事务等。因此，

岭南剪纸的视觉元素非常丰富，其中包含了岭南民族的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然而，剪纸

并不是一种常见的产品，其功能较低，容易被损坏。除了民间节日的需要外，没有消费

者会购买剪纸产品。因此，我们提取了剪纸上的文化、功能、形式和情感元素。如图11

所示，包括鲤、福、竹、祥云、新月、圆、花等视觉元素。剪纸的颜色为红色，非常明

亮、温暖、吉祥、喜庆。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它具有广泛的意义，并具有丰富的情感

表达，其可提取的文化和情感元素如表1所示。 

                                                                                             

表1  剪纸元素语义分析 

序号 文化 情感 

1 鲤鱼 象征着友谊、爱情、幸福的婚姻和繁荣的生意 

2 福字 祝福，好运 

3 竹 长寿、力量、平安与好运 

4 祥云 吉祥，喜庆，快乐，渴望美丽 

5 新月 完美，和平和缺失 

6 圆 圆润，饱满，自然，完美 

7 花 自然美丽 

 

剪纸的主题非常丰富。通过对剪纸中包含的元素进行重建，整合现代生活中的文化和日常元

素，并改变其载体，可以进一步丰富剪纸文化，使其融入日常生活。例如，剪纸灯的设计就是一

个典型案例。

（2）在文化生活中的应用案例
杀手剪——佛山“剪纸 X功夫”的整体封面采用彩色设计，属于岭南广州佛山剪纸的艺术

范畴。其制作过程相对复杂，强调艺术作品的意境，最终成品生动活泼。当剪纸被设计为书签时，

其整体颜色为红色，形式上采用正方形和圆形的结构，形状更接近传统古窗的设计。透过花窗，

可以看到迎春花和喜鹊的吉祥图案，整体风格优雅古朴，兼具传统和美感。

37



产教融合研究 第 7卷第 1期

（3）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案例
例如，盘子的设计采用了剪纸中的寿字文和鲤鱼元素，这些元素非常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审

美。其吉祥、幸福、长寿、美丽与和谐的隐含寓意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为他们的饮食和

生活带来愉悦，从而有效吸引消费者购买。

（4）在空间中的应用案例
在满足消费者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他们也越来越重视精神需求，包括日常生活和室内家具

的文化价值。剪纸因其独特的审美意义，可以为观众提供极佳的视觉享受，将其融入消费者的家

庭环境，构建出精致且富有艺术感的生活空间。例如，剪纸灯笼是广州永庆坊中秋非遗市集活动

中展示的一款产品，其红色剪纸与普通灯笼形成鲜明对比。结合节日的氛围和中秋的节日寓意，

这种文创产品的设计不仅保持了现代室内和室外的原始风格，还充满了文化气息，成功展现了剪

纸文化的独特意义。

六、结论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岭南地区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将这些元素融入文化创意设计中，可

以为设计领域带来新的灵感和创意。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和归类等方法，对岭南非遗文

化文创产品创意设计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趋势进行了以下总结归纳。

（一）发展路径

1.深入挖掘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
通过对岭南地区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了解其独

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为文化创意设计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2.创新融合设计理念
将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市场价值的文

化创意产品。例如，将传统剪纸艺术与现代时尚设计结合，制作出独具特色的剪纸艺术装饰品；

或将传统陶艺与现代科技结合，开发出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陶瓷产品。

3.培养传承人才
通过传承和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掌握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为文化创意设计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4.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
通过品牌建设提高文化创意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通过市场营销扩大产品的销售渠道

和市场份额。

（二）未来趋势

1.数字化技术应用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未来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文化创意设计将更加注重数字化

技术的应用。通过数字化技术，可以更直观、更生动地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提高其传播效

果。

2.多元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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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融合了历史、民族、地域的文化讯息和意蕴，是精神与

物质、技术与情感的综合统一体。未来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文化创意设计将更加注重多元

化融合，通过融合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元素，创造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文化创意产品 [ ]。
3.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未来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文化创意设计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

展。在设计中使用环保材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

普及和应用。

4.国际化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未来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文化创意设计将更加注重国际化

趋势。通过与国际设计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文创产品走向世界，增

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岭南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文化创意产

业的重要资源。将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促进文创产业的创新与发

展，并推动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综上所述，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文创产业发

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深入挖掘文化元素、注重传承与保护、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以

及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只有通过这些多方面的探索，才能让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在文

化创意产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五、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的创新设计

（一）文创产品开发设计基本流程

文创产品的开发流程与其他产品基本一致，特别是在创意设计阶段，通常包括：共情、定义、

创意、原型制作、测试等几个环节。然而，与一般产品不同的是，文创产品在创意设计流程中更

注重文化产业市场信息的调查，尤其关注与其相关的旅游业、文化产业和博览行业的用户需求。

这些调查内容往往更加具体化且具有针对性，为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精准依据。

（二）岭南非遗文创的创新元素

1.文化元素
现代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存在一定不足，更偏爱当下流行的文化元素。然而，文

化是文创产品的灵魂。因此，有必要从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取文化元素，找到其与现代消费

者兴趣的结合点，使产品成为文化的传播载体。例如，佛山醒狮盲盒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此基础上，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围绕民间节日、音乐、舞蹈等主题开发更多文化创意

产品，并通过赋予产品独特的故事性来提升吸引力，从而让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2.情感元素
在现代社会，消费者非常重视产品设计中所蕴含的情感和文化价值。文创产品的形式往往决

定了它在消费者心中的第一印象。例如，以岭南民居镬耳屋为原型的产品，通过结合其文化、形

式和功能元素，不仅实现了产品的实用性，还引发了消费者的情感共鸣。这种设计既体现了岭南

传统建筑的记忆，又成为一种值得骄傲的文化象征。

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特别关注产品形状、颜色、图案、材料等设计元素所表达的文化

内涵，从而为消费者带来视觉与感官的双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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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元素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仍然非常注重产品的功能性。功能越完善，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越强。

例如，广东省博物馆开发的岭南印记 DIY文创产品曾因其独特性而大受欢迎。该产品以海上丝
绸之路的沉船“南海一号”为原型，开发了具有趣味性的考古挖掘类文创，尤其受到青少年和儿

童观众的喜爱。其月平均销售额显著高于其他文化创意产品。因此，文创产品的功能性是连接消

费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桥梁，也是传播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

4.情感元素
许多消费者更倾向于关注产品所传递的情感价值，并喜欢挖掘产品背后的故事。情感消费的

背后是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共鸣。例如，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设计可以通过节日民俗、音

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或粤语、潮州歌剧等语言艺术，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例如，陈家祠积木文化创意产品通过积木拼搭的方式成功传递了岭南建筑的温婉之美，深受

“老广”们的喜爱。这种体验不仅让消费者感受到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使产品成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消费者之间情感交流的桥梁。

（三）岭南非遗文创产品的创新点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设计需要结合现代市场环境和用户需求，将传统文化融入消费

者的日常生活中。在创新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连续性与可持续发展。因

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创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文化与市场的深

度融合，为文创产品开发指明了创新方向。

注：原文图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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