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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cludes the research of collection information, the extraction of 
artistic element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operation of product system in the later 
period. Adhering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must	extract	their	cultural	elements	from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reflect	the	
artistic value. Only through continuous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can the precious resources left over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namely museum collections, be transformed and applied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so th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become the best carrier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veloped by the museum are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llection, and their purpose is to spread excell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The study of its 
communication mode needs to enhance the social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s,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function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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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博物馆文创产品中的文化信息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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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传播内容包括藏品信息的研究、艺术元素的提炼、文创产品的转化创意与设计，后期还包括产品体系的
运营。坚持传承和传播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文创产品研发与传播必须从藏品资源中提炼其文化的元素，体现艺术价值。只
有通过不断地研究藏品资源的内涵，才能使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资源即博物馆藏品最大程度地被转
化、被应用于文化创意活动中，使文创产品成为传播藏品资源的最佳载体。博物馆研发的文创产品是依据藏品文物的基本
信息进行的文化创意活动，其宗旨是传播优秀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其传播方式需要依据文物藏品、文创产品主题定位和
传播途径，以及产品的体验功能，提升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

藏品信息；文创产品；传播

【作者简介】赵乐（1968-），女，中国河南郑州人，本

科，副研究馆员，从事博物馆学研究。

1 引言

任何一种产品都离不开市场，更加离不开其营销的方

式，产品的市场营销是一种影响商贸交易的行为，也是一种

能够取得产品目标价值的推销手段。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宣

传不仅包括资源文化信息研究、艺术元素提炼、创意转化设

计，还包括文创产品的宣传推销的重要环节。博物馆的发展

中始终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势必从藏品文物资

源中提炼出可用于创意开发产品的文化元素。只有通过不断

地研究藏品资源文化的内涵，才能使得藏品资源最大程度上

被转化应用为文化创意方式中的“产品”，而且又能成为博

物馆藏品资源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推广的平台。确保博物馆文

创产品品牌建设、文创产品研发等项目满足大众体验感、审

美情趣的需求。致力于传播博物馆藏品资源的科学价值、文

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公共服务价值即社会价值，一直都是文

化创意产品研发的宗旨和践行的方向。

2 历史文化信息传播及受众途径的研究

2.1 认知博物馆创意产品设计与文物藏品的基本概念

2.1.1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是工业产品设计范畴，就

是说研发产品的主题定位与藏品文物的历史信息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将主题定位转化为创意产品则属于当代工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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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中的轻工业产品设计的领域。博物馆创意产品的设计继承

了传统意义上的手工艺产品设计的内涵，已经形成现代艺术

设计学科中的重要部分。博物馆创意产品的设计可见藏品资

源概念性设计、创意产品造型（形态）设计、创意产品的色

彩设计、产品材料的设计、产品工艺美术设计、文创产品包

装设计、产品品牌形象设计、市场营销设计等。

纵观博物馆创意产品设计的发展进程，博物馆文化创

意产品（文创产品）的信息传播方式与其营销策略有着非常

密切的关系。当今时代发展下，应用高科技的设计与生产技

术来创意开发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

要一环，将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提升到工业设计的高度，其

创意产品是设计者依据藏品信息的启发产生的智慧且能够

主导着创造性劳动实践。所以说博物馆藏品信息对文化创意

产品设计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中的藏品信息（物质基础）转化为

文化旅游创意产品，其藏品一般具有一定的规模（数量）和

区域特色，这是转化模式的基本条件，也是形成博物馆文创

产品的基本要素。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必须挖掘其藏品

信息的独特性，才能创意出具有个性鲜明的文化创意产品。

遵循着藏品信息的基本概念，继续解释文创产品即凡是能够

吸引博物馆观众产生购买欲望的文创产品，并能够按其功能

性、审美性和趣味性创建专属品牌，并能持续开展文化宣传

与销售行为的产品即文化创意产品，简称博物馆的“文创产

品”。其能传递出藏品的基本信息，又能满足博物馆市场的

需求。

2.1.2 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发挥的传播作用
博物馆消费市场定位的关键要在观众的心目中形成对

文创产品品牌的印象。消费市场定位就是围绕着博物馆公共

服务环境中观众心理状态，针对其购物心智的产品功能分析

与藏品信息传播研究。博物馆在销售文化创意产品的同时也

是在传播着藏品信息，即宣传历史文化。当我们了解了博物

馆市场定位导向，就可以认识藏品信息传播与市场定位具有

相辅相成的重要作用关系，证明着藏品信息传播途径对市场

定位起着导向的作用。博物馆观众在接受传播信息方面和在

进行博物馆市场消费，其心理通常存在着共同的特点，既接

收准确、丰富的藏品文化信息。博物馆公共空间越来越丰富，

文化创意产品也越加的多种多样。观众在博物馆中的参观心

智像一个收纳盒，接受藏品信息非常有限，而观众面对的藏

品信息量却是庞大的，就是说观众大脑记忆空间是有限的。

文化创意产品市场定位一定要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即市

场规律，在营销（传播）的过程中，使传播产品信息能够引

起受众群体的兴趣，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产品，获得消费

者的购买、使用和认可是至关重要的。

产品市场定位处在庞大的传播信息网中，如何让博物

馆文化创意产品的信息传播进消费者的脑海中，增强博物馆

观众对藏品信息的记忆力，并留下美好的记忆，这在产品创

意初期，就需要将文创产品设计与其他品牌下的商品区分开

来，力争打造差异化，即与众不同的风格。只有这样才能使

观众通过视觉传达和使用，能够识别文创产品与其他商品的

优势差异，产生美好的记忆，并深入人心或者过目不忘的效

果，提升回购率。在各类信息传播多线性和爆炸的今天，只

有区别于其他品类的产品特性，掌握博物馆市场定位和受众

导向，文化创意产品才能在博物馆市场中即观众心目中增强

对藏品文物和其品牌的认知度，使得博物馆藏品资源价值占

据产品创意开发的核心位置，并对社会市场发展起着助力的

作用。

文创产品之间同样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创

意研发战略缩小非同化和营销策略的调整，体现出来创意产

品之间的个性化差异。市场定位就是制定销售定位的概念即

销售（产品营销）的概念，即产品的个性化。产品之间的差

别就是说产品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但是距离是可以缩

短的，然而文创产品之间营造出来的“个性”是独具的，无

形的个性化是无法模仿的。就是说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独具

文化资源信息的特色。因此，其文创产品市场定位必须遵循

个性化的原则，这种传播方式能够赋予文创产品及品牌的活

力，更加迎合博物馆观众的消费心理个性的需求。总之，公

共服务环境下的大众精神与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质量变

化。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和营销策略

需要不断调整发展目标、经营策略，拓展文创产品的品类，

提升文创产品创意开发的管理水平和建立产品体系之上的

销售策略（市场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使博物馆文化创意产

品更加适应社会化发展的需求，焕发出博物馆资源文化信息

的传播活力。

2.2 藏品基础信息以文创产品为载体的宣传策略

2.2.1 文创产品营销与藏品基础信息的内在传播关系
营销与传播有着共同之处，两者都有向外推广延伸的

意思，无疑有着必然的文化联系。就是说找到博物馆创意

产品营销的支撑点，就是善于分析博物馆市场的营销环境、

社会市场营销的宏观环境和市场营销的微观环境，其中在博

物馆创意产品设计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藏品文物和博

物馆市场，对于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创意研发和准确传播历史

文化信息来说，精准掌握政策的方向是第一重要的。实践证

明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只有找准了政策的方向，才能

为博物馆营销环节提前看到未来的市场热点，找对藏品文物

转化为文创产品的因素，找准社会市场的热点，并具备和能

够在对未来的市场热点的持续性和其发展趋势进行具有前

瞻性的分析，才能对新的博物馆创意产品（文创产品）进行

资源研发的主题定位、创意转化构思和创新造型设计。对于

博物馆市场营销来说，拥有了新型文创产品就等于拥有了博

物馆市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着新品就会使得产品在市场中

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活跃因素，具有藏品活力属性的文创产品

能够引出一系列品牌的效应，助力博物馆藏品文物资源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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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文化信息传播和其文创产业不断创新发展。进行博物

馆创意产品设计必须进行产品营销的社会市场调研，明确目

标制定策略和计划案例实施。博物馆文创产品创意设计要对

藏品文物的基础信息和营销市场进行细致规划，也要确定正

确的研发方向和市场渠道，掌握博物馆市场营销定位和藏品

文物信息传播策略的规律，识别与选择市场渠道和环境才能

做到针对其进行后续的文创产品设计，即占据社会这个大市

场的一隅。因为博物馆市场内同样也会面临产品的同质化的

问题，所以对于营销策划和传播方式，在选择市场渠道和产

品市场分析必须掌握社会环境与社会大众的需求，无论是哪

一种文化创意产品形制有相同、类似的情况，都会导致消费

者在决定购买产品时犹豫不决，形成了产品之间的风格同质

化，这也是产生不良营销形态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会很大程

度地削弱藏品资源的传播力度。如果在开发博物馆文化创意

产品创意时能够做好其目标市场的调查与分析，就会避免在

不同的博物馆（空间）中，购买到非常形制近似的产品。销

售的文创产品却是非常近似的风格。依据文旅资源创意转化

文化旅游创意产品设计中，如针对定向创意的产品设计进行

基础策划，针对文创产品进行品牌化归类。重视文创产品的

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文化旅游资源的及时配置。

2.2.2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体验感与传播价值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创意目的其一是准确传递历史文化

信息，其二就是为了让在博物馆游览空间中的观众对其产生

兴趣，而后进行消费，能够达到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的目

的。因为文创产品只有被游览者购买后，便有了真正意义上

的产品体验经验的积累。所以，这种体验的效果越好，就证

明文创产品的实用价值越高，社会大众的需求量也会呈上升

的趋势。社会大众是博物馆的宣传对象，其文化创意产品是

藏品转化的重要形式，藏品信息具有宣传文化的深层意义，

通过传播策略，对观众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传播能够

给予观众藏品价值的综合体验，即传递着历史文化信息。通

过转化藏品资源开发的文创产品能够与观众零距离接触，并

产生相互交流，使得产品成为藏品信息的创新文化符号。传

播能够达成文化创意产品推广的路径。观众通过购买博物馆

市场中的文创产品，就会产生对其产品进行亲身传播的行为

方式：第一，通过对文创产品的使用体验，就是使用者与使

用者之间的传播，其中会产生自我体验的反应；第二，团购

使用者的群体性传播，即“小群体”消费者范围内的体验信

息交流；第三，组织性传播，就是特定组织一个群体对产品

进行体验宣传和交流的活动，从而达到产品营销和宣传范围

的传播作用。博物馆藏品信息传播的形式是因为观众的需要

和文创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博物馆市场中，观众通

过视觉感官、触觉的方式甄别文创产品，对其认知使用后经

过心理调节与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认知文创产品的意

识，这种认识物体的意识可以让人们对文创产品信息进行选

择，确定识别物体的态度，采取正确的判断，从而获得最佳

的结果即传播价值。

3 结语

产品体验证明，博物馆文创产品同样具备心理暗示的

信息传播功能。“由此可见，良好的内向传播是人类生存的

基础，而良好的外向传播是人类发展的条件，而良好的意象

之间构建则是所有传播的核心灵魂。”[1]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

品营销和其传播途径同样包括真实传递资源信息即宣传事

实的途径（信息真实性），传播文化信息需要及时报道即媒

介平台途径（新闻报道性），藏品转化为文创产品的目的即

营销策略途径（实施手段性），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能够引

起观众的兴趣程度，能够引起观众感官刺激反应因素的功能

设计途径（产生兴趣性），文创产品是经过营销服务和准确

传播资源信息的文旅产业品牌（塑造 IP 性），这些分析说

明了藏品信息传播中的准确传递、真实报道和意趣方向等的

微观因素。增强博物馆藏品信息传播的力度，旨在充分展现

出其资源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发挥博物馆藏品的社会

服务效应，重在研究传播文旅资源信息的方式，创造创新出

藏品资源的新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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