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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文化传承视角下艺术语言在文创设计中的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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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广府文化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富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其传承了中原汉文化的精髓，通过探究其艺术语言，推

进文创设计，有利于促进广府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创设计能够将广府文化与产品创意相结合，为消费者提供有意义的产品，促进传统文

化传播。基于此，本文针对广府文化传承视角下艺术语言在文创设计中的融合策略展开研究，分析了广府文化艺术语言的特点，提出了

融合策略，旨在促进广府文化的创新传播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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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积淀和独特的艺术审美。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

有效传承和发展广府文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创设计

作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重要桥梁，通过艺术语言的巧妙

融合，可以赋予广府文化新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本文旨在探讨

广府文化传承视角下艺术语言在文创设计中的融合策略，以期为

广府文化的创新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参考。

一、广府文化艺术语言特点分析

（一）独特艺术审美特色

广府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特色，能够赋予文创作品独特

的审美表征。在语言表达上，广府文化的核心语言是粤语，其保

留了众多古汉语的发音和词汇，具有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

构，这些语言形式不仅丰富了粤语的表达，还承载了广府地区的

文化传统和生活智慧。在艺术形式上，广府文化艺术形式如粤剧、

广东音乐和粤语歌曲，以其独特的唱腔、表演形式和旋律，展现

了广府文化的艺术魅力。例如广府民间技艺“广雕”，广州地区

具有岭南传统文化特色的雕刻工艺；广府的“广绣”和“广彩”等，

共同推动着民间艺术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特色。

（二）兼容质朴特色

广府文化的兼容质朴特色表现在广泛吸收和融合不同文化元

素方面，其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实际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元素。广

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与岭南文化的交汇点，广府人具有开放

包容的心态，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这种兼容性在广府文化的各

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如建筑艺术中的骑楼、陈家祠等，既展示了

岭南建筑的特色，又融入了西方建筑元素；在饮食方面，广府菜

讲究色、香、味、形，清淡鲜美，同时吸收了各地的烹饪技巧和

食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府风味；在工艺美术方面，广绣、广彩、

广雕等广府工艺品，不仅技艺精湛，而且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地域时代特色

广府文化地域时代特色鲜明，体现了广府地区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历史背景。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该地区是广东乃至

岭南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就是广府文化在建筑、艺术、

绘画、园林、风俗等各个文化领域，表现出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鲜

明的个性。广府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如近代以来，

广府人率先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敢于探索和尝

试的拼搏精神，推动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广府文化传承视角下艺术语言在文创设计中的融合策略

（一）强化科学技术引入，促使文创设计数字化演绎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依托科学技术赋能产品文创设计，

能够推动文创设计数字化演绎，将广府文化的精髓以更加生动、

直观、互动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从而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广府文化传承视角下，应借助科学技术，将艺术语言与文创设

计相结合，赋能文创产业发展。在实际应用中，可选择从以下方

面入手：一是 app 设计。例如粤广粤掂等 app 的设计，将广府传

统文化元素、人体五感体验以及通胜（即传统黄历）的风格等元

素融合起来，打造出具有文化韵味又实用的日常 iPad 版概念应用

程序，使得用户在使用中能够感受广府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互动

体验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二是数字化技术应用。可

借鉴数字化技术在文物保护和展示方面的应用，如利用 3D 扫描、

虚拟现实等技术，将广府地区的文化遗产如古建筑、传统工艺等

进行数字化复原和展示。以《清明上河图》为例，通过数字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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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应用，将画作以更加细腻、逼真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公众能够

近距离地欣赏到广府文化。科学技术的引进，能够促使广府文化

与文创设计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呈现出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广府

文化，推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二）明确市场商品需求，结合创意推动文化商品化

艺术语言与文创设计的融合需要迎合市场需求，将广府文化

的精髓与现代消费者的需求紧密结合，运用创意元素，推动文化

的商品化发展，以此拓宽文化传播的渠道，增强文化的生命力。

首先，明确市场商品需求。明确市场商品需求是文创设计的首要

环节，通过市场调研能够了解消费者对广府文化的认知程度、兴

趣点以及购买意愿，为后续的文创设计提供精准的定位。比如结

合市场需求设计“广府文化十二生肖 IP”形象，将传统文化中的

十二生肖与广府文化的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

失现代感的 IP 形象，将其用于各类文创产品，包括玩具、服饰、

家居用品等，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其次，融入现代设计理念。

应将广府文化的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互

动性和参与感的文创产品。以佛山狮头为例，可结合现代“可拆

式组装模式”的理念，将醒狮等比缩小制作为模型样式，让消费

者在亲自拆解和组装的过程中，快速了解传统工艺的精髓，满足

其对传统文化的探索欲和参与感。这一文创设计能够提升产品的

趣味性，加深消费者对广府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最后，推动传统

广府文化创新。文化的传承需要创新。以佛山狮头制作为例，传

统制作工艺复杂，给传承与发展带来诸多局限，应注重对其进行

多方面创新。比如针对材料选择，可将传统竹子材料转化为有机

塑料，使其更符合商品的生产与运输；将传统宣纸转化为防火耐

火纸工艺，以此降低其制作难度。针对造型制作，将传统固定造

型与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创作出更加个性化的产品。针对销售

模式，可结合系列化商业生产理念，制作“醒狮盲盒”等，吸引

消费者。上述创新形式，能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创设计相结合，

增强公众的文化认同，激发广府文化创新热情。

（三）借力产学研模式，助力广府文化活化传承

产学研教学模式能够助力广府文化的活化传承，依托高等院

校挖掘广府文化的艺术价值，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将学术界的

研究力量、产业界的实践经验与教育机构的育人功能有机结合，

共同推动广府文化的活化传承。产学研教育能够形成文化创新、

人才培养与市场应用的良性循环，为广府文化传承奠定基础。首

先，强化学术研究。教育院校与相关专家学者针对广府文化进行

学术研究，挖掘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文化内涵，为文创设计提供

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研究成果能够为文创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确保设计作品既具有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其次，推

动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合作。产业界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和产品开

发能力，学术界擅长文化挖掘和艺术创作，两者的合作能够促使

广府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文

化商品，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产业界的反馈能够为学术研

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推动广府文化的持续创新。最后，

强化传承人才培养。依托教育场所的人才培养功能，广府文化传

承能够注入新鲜血液。高等教育院校应注重开设相关课程、举办

讲座和工作坊等，培养一批既懂广府文化又具备创意设计能力的

专业人才，使其成为广府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为文创设计领域

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人才的培养能够反哺广府文化的发展，专

业人才培养能够推动广府文化产业化建设，一个成熟的文化产业

是环环相扣的，涉及广府文化教育、广府文化表演、广府文化影

视与广府文化文创等，其中产学研是形成内部联系的关键环节，

能够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各地区应充分把握好

本土资源，促进广府文化与教育教学相结合，形成多元共建优势，

为广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广府文化中承载着丰富的故事与元素，在时代发

展中不断焕发出新光彩。在广府文化传承视角下，艺术语言特征

与文创设计的融合，有助于挖掘和弘扬广府文化的独特魅力，推

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应注重引入科学技术，明

确市场商品需求以及借力产学研模式等，以更好实现广府文化的

活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应注重不断探索

和创新，为广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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