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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藤县狮舞非遗文化的文创产品造型研究

玉丽琳Ǔ黄Ǔ蕾Ǔ吴继清Ǔ严欣玥Ǔ方徐俊
南宁理工学院Ǔ广西Ǔ南宁Ǔ530100

摘Ȟ要：藤县狮舞，作为梧州市藤县独具特色的汉族民俗文化活动，蕴含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底蕴。藤县

狮舞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瑰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藤县狮舞非遗文化

的迷人魅力，并融合现代设计理念与市场需求，提出一套基于藤县狮舞元素的文创产品造型设计构想。我们将探索如

何将这一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设计巧妙结合，打造出既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又充满创意灵感的产品。同时，我们还将制

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市场应用策略，以确保这些文创产品能够符合消费者的审美标准与实用需求。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

设计的深度融合，我们旨在推动藤县狮舞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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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1年5月23日，藤县狮舞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这一殊荣

不仅彰显了藤县狮舞的文化价值，也为我们进一步挖掘

和利用这一文化资源提供了契机。然而，随着现代化进

程的加速和全球化趋势的加深，藤县狮舞面临着传承与

创新的挑战。如何将这一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设计相结

合，创造出既具有文化内涵又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

品，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藤县狮舞的文化背景与特点

1.1  藤县狮舞的历史渊源
藤县狮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它起源于当

地的民间信仰和庆祝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藤县狮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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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舞蹈、武术、杂技于一体的综合性

表演艺术。它不仅在本地深受欢迎，还逐渐传播到周边

地区，成为广西乃至全国知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藤县狮舞的表演形式与特点
藤县狮舞的表演形式主要包括采青和高桩表演。表

演者通常二人合舞一个狮子，借助道具的设计展现出

山、岭、岩、溪、涧、索、桥、水等大自然景物。通过

在桩阵上跳跃腾飞等各种高难、惊险动作，表露狮子的

喜、怒、醉、乐、醒、动、静、惊、疑、猛等神态。这

种表演形式不仅展示了舞者的技艺，也传达了狮子历尽

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

此外，藤县狮舞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

2��文创产品设计的理念与原则

2.1 注重文化传承和创新
在设计过程中，应当深度挖掘文化内涵的宝藏，全

面理解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传统技艺的精髓，并将这些

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及创新思维紧密融合，打造出既

拥有独特韵味又充满时代气息的产品。设计师需要全面

理解并尊重相关文化背景，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汲取灵

感，将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地域特色的传统技艺与元

素，以现代设计的语言重新诠释。这不仅仅是对传统文

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深刻理解其精髓的基础上，结合

现代设计理念与技术创新，创造出既保留传统韵味又不

失时代感的产品。

2.2 强调艺术性和品质感
艺术是文创产品的灵魂，设计师应该注重产品的美

感和审美价值，追求形式和功能的完美结合。同时，还

应该精选材料、精细工艺，打造出高品质的产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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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文创产品的灵魂所在。设计师应追求产品的美感与

审美价值，通过独特的设计语言，将形式与功能巧妙结

合，赋予产品以生命力和情感色彩。同时，高品质的材

料选择与精湛的工艺制作是提升文创产品价值的关键。

精选环保、耐用的材料，结合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手

段，确保每一件产品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消费

者心中值得珍藏的艺术品。

2.3  关注市场需求
要对目标市场和受众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把他们

的需求和喜好作为设计的重要参考。还应该注重产品的

实用性和舒适度，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到愉悦和满

足。成功的文创产品设计，离不开对目标市场和受众的

深入研究。设计师需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了解消费者的

喜好、需求及消费习惯，将这些信息作为设计的重要参

考，确保产品能够精准定位，满足目标群体的期待。

2.4  追求情感共鸣和故事性
文创产品应当蕴含丰富的情感与故事性，能够触动

人心并引发共鸣。设计师可以借助设计元素、图案、色

彩等多种手段，深刻传达产品的内在意义与情感体验，

让每一件作品都讲述着独特的故事。文创产品的魅力，

在于其能够触动人心，引发共鸣。设计师应深入挖掘产

品背后的故事与文化内涵，通过设计元素、图案、色彩

等视觉语言，以及产品本身的功能设计，深刻传达产品

的内在意义与情感体验。

2.5  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需遵循绿色设计理念，优先选用可再生材料及实施

环保工艺，将对环境的负担降至最低。在追求设计创新

与品质提升的同时，文创产品的设计还需充分考虑可持

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要求。

3��藤县狮舞非遗文化在文创产品造型中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日益受到重

视，藤县狮舞这一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也在新时代的

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藤县狮舞，作为广西梧州市藤

县的一张亮丽名片，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精湛的制作

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而在文

创产品领域，藤县狮舞非遗文化的应用更是成为了一个

热门话题，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3.1  狮头文创产品，作为藤县狮舞非遗文化在文创
领域的一大亮点，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赢得了

市场的青睐。狮头，作为藤县狮舞的核心元素，其设计

既保留了传统狮头的威猛与灵动，又融入了现代审美理

念，使得狮头文创产品既具有观赏价值，又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

3.2  狮舞表演道具文创产品，则是藤县狮舞非遗文化
在文创领域的又一重要应用。藤县狮舞在表演过程中，

需要借助狮身、狮尾、锣鼓等多种道具来展现狮子的灵

动与威猛。这些道具不仅具有实用性，更蕴含着丰富的

艺术价值。文创企业将这些道具进行创意改造，设计出

了各种独特的狮舞表演道具文创产品。如狮身抱枕，将

狮身的元素与抱枕相结合，既保留了狮子的威猛形象，

又增添了温馨与舒适感，成为了消费者家居生活的又一

选择。

3.3  狮舞主题文创产品，则是藤县狮舞非遗文化在文
创领域应用的又一拓展。这些产品不仅直接利用藤县狮

舞的造型和道具进行设计，还将狮舞的主题元素融入到

其他产品中，如狮舞主题T恤、狮舞主题手机壳等。这些
产品不仅具有时尚感，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

了消费者表达个性和品味的选择。

4��藤县狮舞文创产品的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

藤县狮舞，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近年来，藤县致力于将狮舞

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

的文创产品，旨在通过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让这一传

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4.1  市场推广策略
（1）精准定位目标市场
藤县狮舞文创产品的市场推广，首先需要明确目标

市场。考虑到狮舞文化的独特性和吸引力，目标市场可

以定位于对传统文化有深厚兴趣的消费者，以及寻求独

特文化体验的旅游者。同时，针对年轻消费者群体，可

以通过创新设计、跨界合作等方式，吸引他们的关注与

喜爱。

（2）线上线下融合推广
在市场推广中，线上线下融合是关键。线上，可以

利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渠道，通过精美的产品图

片、视频展示以及吸引人的文案，提高产品的曝光度和

知名度。线下，则可以通过举办狮舞文化节、文创产品

展销会等活动，让消费者亲身体验产品的魅力，增强购

买意愿。

（3）跨界合作拓展市场
跨界合作是市场推广的有效手段。藤县狮舞文创产

品可以与旅游、餐饮、服饰等行业进行跨界合作，共同

推出联名产品，拓宽市场渠道。例如，与旅游景区合

作，推出狮舞主题旅游线路和纪念品；与餐饮企业合

作，推出狮舞主题套餐和餐具；与服饰品牌合作，推出

狮舞元素服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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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品牌建设路径
（1）打造独特品牌形象
品牌建设的第一步是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藤县狮

舞文创产品应突出狮舞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通过设计

具有辨识度的品牌标识、包装和宣传材料，形成鲜明的

品牌形象。同时，要注重品牌故事的讲述，让消费者了

解品牌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创作理念。

（2）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
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是品牌建设的基础。藤县狮舞

文创产品应注重材质的选择和工艺的精细，确保产品的

品质和耐用性。同时，要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及时回应

消费者的需求和反馈，建立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

（3）加强品牌宣传与推广
品牌宣传与推广是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关

键。藤县狮舞文创产品可以通过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

举办品牌发布会等方式，提高品牌的曝光度和知名度。

同时，可以利用媒体资源，通过新闻报道、专题采访等

方式，深入宣传品牌故事和文化内涵，增强消费者对品

牌的认知和认同。

（4）拓展品牌合作与联名
拓展品牌合作与联名是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的有效途径。藤县狮舞文创产品可以积极寻求与其他知

名品牌或IP的合作，共同推出联名产品或系列，借助对方
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渠道，快速提升自身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5��藤县狮舞文创产品设计的挑战与机遇

藤县狮舞，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其独特的表演形式

和制作工艺，为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

感。然而，在将藤县狮舞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的过程

中，既面临着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机遇。

5.1  挑战
（1）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藤县狮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统元素与现代

审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如何在保留狮舞文化精髓

的同时，将其转化为符合现代审美和实用需求的文创产

品，是设计团队面临的首要挑战。

（2）创意与实用性的融合
文创产品的设计不仅要注重创意和美观，更要考虑

其实用性和市场接受度。藤县狮舞元素的应用需要巧妙

融入产品的功能性和使用中，而不仅仅是作为装饰元

素。如何在保持狮舞元素独特性的同时，提升产品的实

用性和用户体验，是设计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3）文化差异与受众接受度
藤县狮舞作为地域性文化，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

现形式可能不为所有受众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在文创

产品设计中，如何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让更多人了

解和喜爱藤县狮舞文化，是设计团队需要面对的挑战。

（4）市场竞争与品牌建设
随着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竞争

日益激烈。如何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建立自己的品

牌特色和竞争优势，是藤县狮舞文创产品设计面临的重

要挑战。

5.2  机遇
（1）政策扶持与文化自信
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给予了高度

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文创产业的发展。同

时，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喜

爱中国传统文化，这为藤县狮舞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了

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基础。

（2）跨界合作与创新发展
藤县狮舞文创产品可以与其他行业进行跨界合作，

如旅游、服饰、家居等，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拓

宽产品的应用领域和市场渠道。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可以创新产品的呈现方

式和互动体验，提升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3）文化传承与教育功能
文创产品不仅是商品，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通过

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藤县狮舞文创产品，如儿童玩具、

科普读物等，可以在寓教于乐中传承和弘扬狮舞文化，

培养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4）市场需求与消费升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具有文化内涵和独特魅力的文创产

品。藤县狮舞文创产品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产品的需

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6��结论

藤县狮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和素材。在文创产品造型设计中，充分融入藤县狮舞的

元素和特色，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这一传统文化，还能

够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在文创产品造型设计

中，应注重狮舞元素的提炼与转化。通过抽象、简化、

夸张等手法，将狮舞中的经典形象、动作和符号转化为

具有现代感和实用性的设计元素，使文创产品既具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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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韵味又不失时尚感。通过不断的设计实践和市场反

馈，不断优化和完善文创产品造型设计，为传承和弘扬

藤县狮舞文化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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