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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津沽文化脉络的文创产品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张妍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摘要：类比故宫博物院等优秀文创产品产业化发展思路对津沽文化脉络进行文化传承元素的有效梳理，结合产业化发展的活

态传承与保护形式，以文创产品设计为研究载体，带动城市文化创新发展与文化自信，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总结天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和产业化发展现状，对比分析不同领域文创产品设计案例。以市场需求定位设计层级，建立在设计层

级基础上的产品创新设计理念，从升级保护技术的角度拓展产业化发展思路，结合数字化营销模式，适应现今智能化时代需

求。总结了非遗文创产品在层级设计指导下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在现代与未来概念下的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方向。进一步带动

了天津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为天津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创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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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Jingu
ZHANG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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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ffectively sort out th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Jingu by compar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ideas of excell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uch as the Palace Museum and combine the liv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forms of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self- confidence wi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s a research carrier to indirectly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anji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status quo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design cas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different fields are analyzed comparatively. By positioning the design level based on

market demand, product innovation design concepts based on the design level are established to exp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d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pgrad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adapt to the needs of today’s intelligent era combined with digital

marketing model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erarchical

design are summarized, and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and future is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ianjin’s cultural industry has been driven further, promoting a virtuous circl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putting forward practical and feasible innovative ideas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ianjin’s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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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当今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水平不断

提高，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态度也上升到对其文化的

精通程度和设计本身的文化内涵及创新理念的深入探

索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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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也转到了传统的民族特色文化

上来；在现代文明共同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人们也逐

渐意识到中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现今，

围绕津沽文化的文创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发展的历程

较短，但随着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涌入民

众视线，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

要动力之一。

一、类比故宫文创挖掘津沽文化元素

在与他国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新的对比下，人们

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意义深远，文创产

品产业的火热兴起也促进了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故

宫博物院通过不同形式的改造与创新，将历史积淀下

来的各种文物转变为产品，让人们眼前一亮，让文化不

再局限于红墙绿瓦橱窗之内，也不只是只有通过阅读

珍藏文献才能了解到历史，而是通过产品设计传递出

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而且这些文

化产品更具功能性与实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民俗文化的发展。通过网络带来的更宽广的销售渠道，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产品，喜欢上了

中国古典文化[1]。例如，故宫旅行套装茶杯，见图1，结

合蝴蝶纹样的茶壶与茶杯一体化设计，有单独的保温袋

保护杯身与壶身。该设计不仅整合了传统工艺材质与

功能，还在形态上突破了人们对茶壶以及使用过程的传

统认知，使得用户在使用时不仅可以享受到安静清闲的

用茶时光，也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体会到喝茶的乐趣。

通过对市场需求的了解，可以帮助定位民俗产品

的设计方向，产品自身的定位有助于更好地确定其市

场定位。准确定位就需要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在准确

把握天津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再进行产业化发展。津沽

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明永乐时期正式筑城，自古

因漕运而兴起，建筑风貌兼容古今，中西合璧，具有万

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天津位于华北平原海河五大支流

汇流处，是中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环渤海地区经

济中心。截止目前，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共计八

十项，包括评剧、京剧、京东大鼓、天津时调、回族重刀

武术、杨柳青年画、泥塑，以及相声京韵大鼓等[2]。天

津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元素有很多，从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的客观需求角度出发，可以以动态保护为前

提，制定不同的设计层级。

二、以市场需求定位设计层级

天津民俗产品的产业发展模式，应在综合考虑非

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客观需求的角度下，以动态

保护为基础，进行层级划分式系统模式开发。

（一）中华民族的需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源和文

化瑰宝，也是世界人类文明的脊梁和支柱。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宝贵的财富，才使得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

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不仅没有伴随时间的流逝在历史的

长河里淹没消沉，而且还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

护中得到再一次的弘扬和发展[3]。伴随着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普查力度的加大，在天津地区挖掘非遗文化，鼓

励社会资助建立传承人传承保护设计工作室，不断发

扬民族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对传统的文化技艺进行保

护，这些都契合了发展传承非遗文化的目标要求。市

场需求反映出民俗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天津人的需求，

更是每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梦的追求。因此应该利用现

代科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存；不仅仅是

通过文字拍照，录像等方式，还应该通过数据库等形式

将民俗文化建立清晰完整的档案保护留存[4]。

（二）生活使用的需求

随着人们对民俗文化关注度与日俱增，大众的精

神文明需求也在提升。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就需要以

普及和弘扬民族文化为目的，以普适性地发展大众需

要的民俗文化作为原则，促进民俗文化产品产业化发

展。通过寻找和培养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作为设计指

导，提取非遗文化元素，将其融合在符合时代发展需求

的产品设计上，并符合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及审美需

求。同时也要扩大民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群体，激发群

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以达到普及民俗文化的

基本目的[5]。其设计侧重点在于，一方面，很多民族文图1 故宫蝴蝶纹旅行套装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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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技艺都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注重和人们生活的联系。例如

天津的剪纸艺术为传统春节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杨柳

青年画代表了家庭对美好新年的愿景。另一方面，要

注重对乡土文化的体现，乡土文化是天津民俗文化的

直接来源，其中宗教和家族文化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

活生产，例如津沽沿海地区对妈祖的信仰，是人们对美

好生活意志和精神的主观需求，给人们带来了文化和

精神的归属感。

（三）民族文化普及的需求

民间手工艺作为天津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就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天津人谋求生存生活的技

能。例如杨柳青年画在近代时期就已经是“家家会点

染，户户善丹青”了。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从中衍生出

的杨柳青年画剪纸艺术随着民俗文化的发展，为家庭

增添了节日里喜庆的气氛，被视为是祈求美好愿望的

生活必需品。按照年龄层级、文化背景、收入情况等条

件客观分析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及审美需求，扩大民

俗文化产品的受众主体，促使人民大众对民俗文化产

生浓厚的兴趣[6]。

（四）藏品消费的需求

藏品销售模式一般为传承人和企业联合，传承人

负责传授传统民俗文化技艺的经验法则；同时，企业从

信息、科技、资源的供给角度，提供消费需求调研分析，

通过两者结合进行藏品销售。现在的收藏家更愿意收

藏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当下时代的藏品，这是基于市

场需求得出的结论。这样的藏品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

传承，更是这个时代对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的一种新

的理解和诠释，这样的藏品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三、建立设计层级基础上的产品创新设计理念

创新，顾名思义就是创造新的事物，指人类为了满

足自身需要，不断拓展对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的认知与

行为的过程和结果的活动，是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

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事物整体或部分进行变革，从

而使其得以更新与发展[7]。对产品进行创新设计不仅

可以推动产品的革新，还可以延长产品使用周期，使用

户获得利益最大化。因此，在设计中要时刻保持创新

性，不仅仅是因为设计具有时代性，而且还因为通过设

计凸显出的产品的内涵意义可以带给人更多的思考与

内涵升华。

在天津民俗文化产品产业发展的设计层级定位上

推动文化产业化进程，最重要的实施途径就是通过对

产品的创新来提升产业化发展，创新为产业发展带来

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民俗文化产业通过设计的四个层

级下进行的创新可以与产业化发展实现良好的互动。

在发展中也不能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是要基

于不同层面下的需求进行相应的产品创新设计。在进

行天津民俗文化产品创新设计时，要在设计层级的基

础上建立创新理论，这样做是在保护民俗文化产品的

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发展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保证

了民俗文化的继承和保护。

（一）民族需求下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需求要求民俗文化应该被国人所重

视，为了继承和保护民俗文化，需要通过产品创新，深

入挖掘文化内涵，并且以产品设计为载体，将文化意义

带给消费者[8]。天津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遗产资源丰

富，种类繁多，这是随着天津的历史文化流传下来的，

许多文化已经吸收发展并形成了天津独有的文化资源。

（二）生活需求下的市场开拓

基于人们需求的设计层级下，产品创新设计需满

足消费者需求，创新产品开发，研发专项旅游文创纪念

品，开拓旅游市场，也可以通过产品宣扬民俗文化内

涵。在天津悠久的历史发展下形成了许多民俗文化，

这些宝贵的资源奠定了天津文化旅游发展的良好基

础，同时人们也可以很好地利用文化资源促进民俗文

化产业化发展。一个优秀的产品设计可以通过更加易

懂的方式宣扬文化内涵，并且融入人们的生活需求中

去，引导使用者形成良好的生活态度[9]。因此，基于当

下人们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和保护传承文化的大视角

下，设计者要通过提取优秀民俗文化符号，与当下时代

需求结合，为人们创造更实用更有意义的作品，真正的

通过文创产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三）文化普及需求下的“情节”带入

设计层级下要求传承和保护民俗文化，就要从民

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性着手。文化在发展流传中具

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在产品设计中注意地域性差别，

不仅是要考虑吸引消费者购买眼前的产品，还要通过

产品带给人们回忆和文化记忆，使人们对民俗文化产

生兴趣。因此产品需要设定“故事情节”，通过产品带

给人们内涵意义，从而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

（四）收藏需求下的商业价值体现

藏品消费者所追求的是纪念价值和时代意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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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在进行天津民俗文化产品设计时遵循民俗文化

的传承，并结合现代时代发展的创意理念，打入文化产

业市场内部，符合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生

产出被消费者所接受的产品。在创意设计时，要注意

深入文化内部，挖掘最深刻内涵，了解市场环境和商

机，在现代设计理论的辅助下，既有助于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也顺应了收藏消费者的需求，提高了产品的商业

价值，也具有了传承的意义。

创新产品和开发产品中存在多种复杂性和易变

性，但文化产品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起到了传承

文化的载体作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因产品创新有了

多种可能。因此根据设计层级下的产品创新有利于民

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

如资源配置不合理、产品普遍差异性不大，易雷同，因

此还需要在创新和发展中找到平衡，通过创新开辟发

展新道路，促进天津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四、层级需求更新下的文创产品生产技术升级

文化在城市发展中起着维持和纽带的作用，在群

体中起着维系团结和谐的作用，是整个城市的粘合

剂。民俗文化是承载着不同地域特点，具有鲜明魅力

的民族凝聚力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流

传下来由传统文化组成的文化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

点就是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生活习惯息

息相关，同时也是各民族个性与审美价值的体现，可以

多方面、多角度，通过技术升级从而促进产业发展[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和民族的无形财富，同时也是

推动技术升级的催化剂，是保护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

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南北

交通便利的天津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地

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很多源于其他

地区的文化产业在天津落地发芽，比如北京的京剧，通

过天津良好的观众基础和天津人本身易于接受外来事

物的特点，京剧艺术在天津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这样的特点虽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也易于文化

的传承，但也会使一些天津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失

了一些关注度，逐渐被人遗忘。如此发展下去，一些传

统的手工艺传承世家由于社会需求的不断下降，消费

市场的缺失，也不愿意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也就造成

了传统文化的逐渐没落。

因此，若要保护与传承发展民俗文化，就要在新型

的城镇化进程中，探究其新的发展方式，为传统文化开

阔新的市场，让产品适应当下民众审美需求功能，适应

当下的市场经济，进行生产技术升级，以达到实质上的

传承与发展的目的。现今中国科技发展迅速，科技发

展更加快速和方便，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

保留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从生产技术层面来说，国

家及各级政府的支持给予了传统手工艺更多的帮助，

探寻其在现在科技社会更好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下的

生产技术的创新，促进老手工艺人与当下科技时代科

技先锋们深入交流，为传统手工艺的新生产方式找到

答案。从保护层面来说，可以采取数字化的方式进行

保存，通过计算机快速记录、识别，包括对一些传统手

工艺，可以建立信息库、档案库，将他们系统、整体地记

录下来。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地方特色民俗文化产业，

通过建立天津地方文创产品产业的方式，让更多的人

群去了解、喜爱民俗文化，从而认识到传统民俗文化的

精髓，让更多的人主动愿意成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人

之一[11]。以津沽文化元素为核心创意思路，结合现代

制造工艺与传统手工艺中可被机械化生产的部分，创

生出新型创新生产设计工作室，打造创新设计类非遗

传承人，补齐市场短板，开展非遗类创新设计人才培

养，让更多人去接触非遗文创产品，吸引更多年轻人，

并且用激励的机制促进和强化技术，在生产技术不断

升级的基础上，使民俗文化产品走向繁荣。

五、天津非遗文创产品的数字化营销模式分析

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营销是使用

数字传播产品以及实践活动，通过一种即时相关定制

化和节省成本的方式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互动。数字化

营销具有一定的聚焦性，实现了从前台到后台的紧密

联系，能够快速影响客户的需求，聚焦到实际问题，实

现产品一气呵成的生产服务，企业也可以在传播中通

过互联网将不同活动进行规整和安排，这也是一个全

图2 故宫文创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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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化的发展渠道。针对天津非遗文创产品的数字化营

销中最重要的就是个性服务，通过设计层级的有效划

分，按照客户的需求定制不同的产品，了解每个客户群

体的习惯与爱好，推荐相关产品。结合天津地域文化

特征，借助数字营销所具有的丰富信息，通过互联网提

供更多的选择和对于常见的问题提供相应的解答。天

津非遗文创产品的数字化营销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不会受库存的限制，提供更多的展示和销售机会，为客

户提供无限的选择空间，通过在网上发布信息，减少了

中间环节，从而降低成本。这种做法使产品更有价值，

更有竞争能力，也能准确避免给受众提供许多无用的

信息。数字化营销可以宣传与发扬天津民俗文化产

品，同时借助天津非遗文创产品独特的技艺，也更容易

打造自己的品牌。

天津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用户的

设计层级进行不同的个性化服务，例如私人订制、节日

订制、婚礼庆典订制等。可以通过更多的新媒体形式，

通过视、听等多方位体验，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推荐。及

时应对市场需求进行层级设计调整，深入挖掘客户的

爱好与需求，及时调整市场定位，构建网上推荐、购买

以及客户服务的整体化营销模式，保证线上和线下的

双路径发展形式。例如天津民俗文化产品泥人张彩塑

可以结合创意生产技术在旅游纪念品销售定位时融入

文化普及的设计层级中，借鉴北京故宫的数字化营销

模式，线上线下的一体化购物，使得用户在外出游览之

后，仍然可以从公众号或者官网购买自己想要的产

品。从企业角度来看，不仅可以通过主题与节假日赋

予产品不同的内涵，还可以保证用户黏性从而传递文

化。除此之外，故宫数字营销还通过与其他品牌联合

出品或不同媒介进行推广，如微信小程序、网络社交平

台等营销模式，为发展提供更多的营销路径，扩大消费

群体，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对非遗文化的传承。

六、结语

现今文化旅游市场中能够集中体现津沽特色文化

的文创产品还相对较少。在最能够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的旅游地、博物馆、历史风貌建筑等场所中，虽然文化

氛围较为浓厚，但是相对应的创意产品却没有发掘出

相对应的文化内涵。通过已有的优秀故宫创意设计案

例及营销策略，利用以中华民族、生活使用、民族文化

普及、藏品消费的四大类需求为出发点的层级设计方

法，结合设计类非遗传承人的创新生成技术升级下的

地方特色数字化营销手段，将为天津非遗文创产品产

业化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思路，为津沽文化的传承发展

提供可循方法，从历史、文化、信息、数字化等角度促进

天津文化的活态传承与保护，进一步带动天津地方经

济的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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