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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发展和消费者审美水平的提升，国潮的兴起带动传统文化的再生，传统节日文创产品在市场上

获得更多年轻客群的青睐。以端午文创产品设计为研究对象，探索文创产品在注入端午文化后所造就的

各种设计形式与创新方式。从端午文创产品的发展现状及应用的角度出发，指出现存问题，对价值感知

维度下的端午文创产品设计的优势进行分析；从社会价值、功能价值、情感价值三个价值感知的维度深

入总结端午文创产品设计思路，同时从人的视角去赋予端午文化新的内涵，凭借个性化的手法增强产品

和消费者之间的交互体验。立足受众的价值感知，赋予文创产品更多鲜活的设计思路，进而提出较为完

整的设计策略和方法，助力以设计为依托的传统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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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ers’ aesthetic level,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trend drives the re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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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favored by more young customers in the market. Taking the design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explore the var-
ious design forms and innovative ways created by the injection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e in-
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applica-
tion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 point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under 
the dimension of value perception; we summarize the ideas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value perception, namely, social value, 
functional value, and emotional valu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giv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
ture a new conno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beings, and enhance the interactive expe-
ri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and the consumers by virtue of personalized methods. Interactive ex-
perience between products and consumers is enhanced by personalized methods. Based on the 
value perception of the audience, it gives more vivid design ideas 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n puts forward a more complete design strategy and method to help the tradi-
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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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端午节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民族情感和人民信仰的深厚积淀，同时记载着我国数千年以

来的历史演变进程。端午节的核心主题即驱邪、避灾、祛病，学术界对于端午文化起源的研究大致可分

为三种说法，民间信仰和自然时序的反映，对历史人物的纪念以及祭祀龙图腾。反观当下，传统节俗文

化已然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在全国部分地区甚至早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伴手礼形式出现的

端午文创产品设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端午文化的传承和文创产品的创新成为重要议题。反观当

下，传统节俗文化已然淡出人们的生活，在部分地区甚至早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伴手礼形式

出现的端午文创产品设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端午文化的传承和文创产品的创新成为重要议题。 

2. 端午文创产品设计概述 

2.1. 文创产品的概念界定 

文化创意产品是指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创新性的产品。它与一般商

品比较而言，更加追求文化内涵、传承意义[1]。文创产品具有地域性、故事性以及艺术性特征，其目的

不仅在于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更在于通过创意的方式使其与当代社会相融合，满足现代人对于审美、

娱乐和文化体验的需求。文化创意产品的核心特征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再构思，为消费者提

供一种独特而具有深度的文化体验。 

2.2. 端午文创研究现状 

端午文创产品通常由文化底蕴和视觉呈现载体两个部分构成，优秀的文创产品可以满足消费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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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需求，同时产生经济效益，并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延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2]。相关学者对该课

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纹样提取、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政府的政策支持让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受到重视。

端午文创产品目前已衍生出服饰纹样、手工艺产品、伴手礼等视觉品类。将端午文创产业与新时代的消

费模式、商业模式相融合，挖掘新的文化切入点，以独特的视觉形式将其更全面地呈现出来有助于推动

端午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 

2.3. 现存问题与不足 

近年来，我国的文创产业整体规模和结构都逐渐优化，并焕发出新的活力[3]，端午主题文创产品设

计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创意设计与开发体系。市面上的端午礼盒千篇一律，过度聚焦于产品的外包装审

美层面，忽视端午文化的内容可视化，存在过度包装、浪费原材料以及不可循环使用等问题，缺乏主题

创新、文化与设计的融合创新。本文将从端午文创品牌化、市场化、以及故事可视化的视角出发，研究

端午文创产品引起消费者情感共鸣、提升竞争力的方法，进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新生。 

3. 端午文创产品设计的价值维度 

3.1. 价值感知 

价值是人们对某种事物或行为追求的基本动力，是在各学科领域中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4]。感知价

值是个体对产品、服务或体验所提供的价值的主观认知和评估，可以是情感性亦或是理性的，通常是个

体根据自身需求、期望和经验来进行评估的结果。Sweeney 和 Soutar 提出了广泛应用的感知价值模型，

包括社会价值、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三个方面。在先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端午文化内涵，本文从

社会价值、功能价值以及情感价值的维度提出端午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策略。在端午文创产品中，社会

价值、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产品的全面价值。社会价值强调了产品在文化传承和

社会责任方面的贡献，功能价值关注产品在实际使用中的性能和效用，而情感价值则强调产品与消费者

之间情感的共鸣。这三个层面的价值相互交融，为端午文创产品赋予了深厚而全面的内涵，使其在市场

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为丰富和有意义的消费体验。 

3.2. 社会价值 

端午文创产品的社会价值是其在社会层面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不仅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还

包括对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通过将端午文化融入产品设计中，文创产品承担了传承文化的责任。例

如，一款端午主题的手工艺品可以通过传统工艺展现端午元素，激发人们对传统手工艺的关注和热爱，推动

相关技艺的传承。这不仅仅是商品的销售，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注重和保护，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文化认同感。 

3.3. 功能价值 

功能价值是端午文创产品在满足用户实际需求方面的体现。例如，一款以端午为主题的食品，不仅

要具备传统味道，更要注重口感、品质和营养价值。通过合理的产品定位和优质的生产工艺，端午文创

产品可以在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的同时，通过独特的文化元素增加附加值。功能价值的提升不仅带来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还使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中体验到产品的实用性和高品质。 

3.4. 情感价值 

情感价值是端午文创产品在引发消费者情感共鸣方面的价值。通过打造令人难忘的消费体验，产品

能够激发顾客的情感需求，建立起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纽带。例如，一款以端午为主题的家居用品

可以通过温馨的设计和包装，唤起人们对家庭团聚、温暖时光的美好回忆，从而引发情感共鸣。情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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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创造不仅使产品更具亲和力，也为品牌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客户关系，促使顾客形成品牌忠诚度。 

4. 价值感知维度下的端午文创产品设计价值 

4.1. 彰显文化内涵，助力端午文化的数字化传播 

文创产品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可以让视觉表现更加突出，在外在审美的升华基础上辅以深刻的文化内

涵[5]，可以让消费者更快速且清晰地感知到文创产品深厚的文化内涵。从文化层面出发，基于我国的端

午民俗文化来看，文创设计师应具备融古通今的设计思维，深挖端午文化内核及元素并以创新的方式融

入文创礼盒中，助力中华优秀文化的表达和延续，展现了我国非遗文化的独特性，推动非遗设计的蓬勃

发展。文创产品设计是传承端午文化的重要路径，以设计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4.2. 提供文化资源，反向为设计师创造新课题 

端午文创产品多以伴手礼或纪念品的形式出现，是传统文化延续的创新方式。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

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于文创产品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在文化交流的社会背景之下，挖掘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并进行创新设计显得尤为重要。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端午文化亦是古时人民的生活缩影，

为现代设计师提供了充足的灵感和全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其设计思路，为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优秀文化资源。 

4.3. 制造民族认同感，促进端午传统文化的新生 

情感作用下的文创产品设计应从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对个性化的追求和对持久记忆的强化等方面进

行艺术构思，促成一种文化的转译，实现元素符号的不断升级创造，最后物化为文创产品的外在语言[6]。
从民族文化认同感出发，以大众的审美喜好及情感设计为切入点，产生对于端午文化底蕴的崭新认识，

从而建立受众群体与端午文创之间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中脱颖而出，必须设计出独具文化特色的产品，从单一的物质世界上升到精神世界会产生幸福感，从而

获得民族认同感，人们的需求逐渐升高，更加重视自身精神文化世界的满足感。将端午文化与现代文创

产品设计相融合，能够同时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而引起情感共鸣。 

5. 价值感知维度下的端午文创产品设计策略 

5.1. 端午主题品牌化，提升产品社会价值 

随着大众对非遗文化和购物体验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应在原本的文化基础之上迎合现代消费者从而

创造社会价值，实现与现代产业的融合发展。端午主题应用于文创或是品牌时，首先要将无形的文化内

涵转换为可视的插画或是图形形态，实现端午文化的感知与可视化。端午可以作为一种元素融入品牌设

计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创商品的跨界融合，通过品牌形象设计和包装进行文化传播。自然造

物以“大过中国节”为主题，打造传统节日系列品牌，将具有传统手工艺基因的文创产品融入民众日常

生活，旨在让传统年节回归当下，竭尽所能为中国传统发声(如图 1 所示)。 
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人们的审美喜好逐渐转变为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设计产品。近几年的端午礼盒大

多与粽子元素、龙舟竞渡、悬菖蒲等端午传统民俗直接相关，但是真正需要过端午节的并不是文化本身，而

是大众。端午的核心元素和视角应该切切实实地落在人身上，不需要用大量文化堆砌成一套文创产品，而是

以人的视角去思考，历史传承和延续的传统文化并未改变，改变的是世世代代的人和观念。例如，妙手回潮

设计的 360 度旋转扇面中秋礼盒，以人的视角观看中秋佳节，形形色色的人感知到的中秋节氛围自然不同，

便诞生了“万家灯火”的主题，中秋夜每一个家庭，每一扇窗户映射出截然不同的中秋景象(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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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riental Dragon Rice Dumplings” Dragon Boat Fes-
tival gift set 
图 1. “东方龙粽”端午文创礼盒① 

 

 
Figure 2. The “Ten Thousand Lights” Mid-Autumn Festival gift set 
图 2. 妙手回潮“万家灯火”中秋礼盒② 

5.2. 文创产品市场化，提升产品功能价值 

市场消费对文化创新具有一定调解作用，迎合现代需求的文创产品能赋予受众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

的双重消费体验。将端午文化和文创产业相融合所产生的文创产品设计，通过市场流通将端午文化内涵

及情感传递给消费者，建立起文化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端午文创产品市场化不是带着盈利的目的性，

文创产品的成功出圈需要充分理解并满足公众的诉求，端午文化不似三星堆或是敦煌文化，有具体的出

土文物记载文化的发展历程，而是需要依靠具体的视觉载体来展现。另外，在文创产品设计中融入 IP 形

象亦是提升功能价值的方式，IP 来源于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是以某种高辨识度的形象作为传播的载体，

进行文化和品牌价值观的映射和输出[7]。从端午文化中提取粽子、艾草、香包等物件，亦或是提取龙舟、

五毒等元素，以其外形为切入点，赋予其角色形象和拟人化的特征，将其打造为端午文化 IP，让其更具

亲和力。如今越来越多的品牌融入 IP 形象，文创产品亦是如此。例如故宫在取得一定的社会关注度之后

进行 IP 授权，与各类产品相融合的同时保持不断创新，从古装、彩妆到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打造独属

于故宫的 IP 生态链(如图 3 所示)。 

5.3. 文化故事可视化，提升产品情感价值 

传统文化题材为文创产业增添了个性化的市场流通标签。除去文创产品的外观设计和功能体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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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orbidden City cultural creation ridge 
beast brass bookmark gift set 
图 3. 故宫文创脊兽黄铜书签礼盒③ 

 
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创设计应融合市场的流通方式和推广手段，进而助力文创产品创意的价值转化[8]。
从端午文化中提取民俗故事，制定与时事热点相融合的内容，迎合大众的关注点和喜好。创新性是文化

主题及文创产品吸引眼球的关键，文化创意转化必须紧紧围绕文创产品本身，传统文化创新的同时需要

注重文化本身的还原性，以展现文化的内核和吸引力。众所周知，端午节比较常见的民俗活动包括食粽、

龙舟竞渡、悬艾草等，将思维从传统怀古路线的屈原、龙舟、粽子等常见的端午元素中跳脱出来，结合

民间故事及传说，传达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所付诸的行动和期盼。利用谐音梗的幽默语言方式，挖掘新的

主题概念，传递着人们对于功成名就的美好祝愿。例如，东来也设计的端午粽子礼盒，每逢端午节期间，

部分武术爱好者会进行传统武术比赛，将武术比赛与粽子形象相融合，以“一代粽师”为主题，设计了

6 款粽子形象，分别代表不同地区最喜食的粽子口味，结合国潮风插画设计，体现端午文化的地区性差

异(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Dong laiya “Generation Rice Dumpling 
Master”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al creation 
图 4. 东来也“一代粽师”端午文创④ 

6. “连粽三元”端午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连粽三元》的主题取自“连中三元”的谐音，连中三元原本的寓意是金榜及第，好事必达，其源

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当时读书人的最高荣誉。笔者以国潮风的插画形式，将龙舟竞渡、放风

筝、科考等民间相传的端午故事及祝愿融入插画中，风筝、龙舟、状元帽三样元素对应主题中的“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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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着平安吉祥、万事顺意、金榜题名。在设计方面，以黄色和橙色为主色，体现端午所在的时间点为

夏季较为炎热的时期，而蓝色、绿色则取自粽子、浪花等元素。插画以彩色细线勾勒为主，加入些许纹

理装饰，给观者以精致的感觉，起到丰富画面的效果(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Three Dollars in a Row” Dragon 
Boat Festival gift set 
图 5. “连粽三元”端午礼盒⑤ 

 
笔者尝试将文创礼盒视作传播端午节文化的一种载体，将古代传统书籍的样式与包装设计相结合，

在材质上选择瓦楞纸材料，将环保理念融入设计中。以古代传统书籍为原型，采用书籍的扣盒方式，翻

开书的瞬间能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氛围，配以文字介绍，对端午习俗的来源和寓意进行一定的解释，从而

使人们更加了解端午文化(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Three Dollars in a Row” Dragon Boat Festival gift set 
图 6. “连粽三元”端午礼盒⑥ 

7. 结语 

在传统文化再创新的浪潮中，一些小众的文创产品逐渐在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这些产品通过个性

化和全新的视觉手法，增强了受众与产品之间的连接感，并通过不断分析需求和购买动机，满足更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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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需求，同时追求实用性和艺术性等层面[9]。在设计文创产品的过程中，设计师不仅要关注外包装的

视觉效果，还要通过外在表现形式提升传统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层面。从大众审美的角度切入，以消费者

的价值感知为出发点，提升端午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如今，中国的文创设计面

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为了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需要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并从中挖掘出民族特色，

将其融入现代设计中，让文创产品设计展现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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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图 1 来源：网页引用，https://www.zcool.com.cn/work/ZNTkzNjM2MjQ=.html 
②图 2 来源：网页引用，https://www.zcool.com.cn/work/ZMzg0OTA2NzI=.html 
③图 3 来源：网页引用，https://zhuanlan.zhihu.com/p/553272716 
④图 4 来源：网页引用，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U2OTk1NzY=.html 
⑤图 5 来源：作者自绘 
⑥图 6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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