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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区域特色文化在木制品创意设计中的研究
姚爱莹　施宇航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摘要：本论文通过对黑龙江区域文化特色木制品创意设计的研究，旨在挖掘和传承黑龙江的独特文化，同时推动木制品设计的创新

发展。本文从黑龙江区域文化特色入手，探索在黑龙江区域文化特色构成，从黑龙江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特色和民间艺术分析，

为木制品创意设计探索可汲取的文化资源。从发展黑龙江文化特色的木制品创意设计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现有木制品在创意设计中存

在的不足，并探讨了创意设计的策略。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黑龙江区域文化的理解，同时为木制品设计提供了创新的思路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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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位于中国东北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多元化人文生活，形成了不可复制的黑龙江区域特色文化。

黑龙江省大约 60% 的森林面积被森林所覆盖，丰富的森林资源也

为该地区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

也使得木制品成为黑龙江文化的代表符号。伴随现代制造业的迅

速崛起，特别是新材质和创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传统的木制品制

造技艺正在逐步失去光彩，正面临着诸多的困境。由于现代机械

制造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过去一些传统木作手艺正在逐渐消失；

从另一方面来看，消费者逐渐转变的审美偏好和生活习惯，导致

了现有木制品无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与特色文化需求。因此基于

黑龙江地区文化特色对木制品进行创意设计研究，维护和传播黑

龙江的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艺术和经济的进步，也能够为其他

地域发展木制品文化创新设计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一、黑龙江区域文化特色构成

（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

黑龙江是中国东北部最边缘的地域，我国最北边的几个省份

之一，同时也是广大边境地区的关键组成部分。西侧毗邻内蒙古

自治区，北侧与俄罗斯联邦接壤，东侧毗邻日本海，南方则是吉

林省。黑龙江作为中俄两国关系中的主要联系桥梁，其地理战略

价值不可忽视。黑龙江区域的气候和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其内部

有连绵的山脉、平坦的平原和丰富的水域，这些共同构成了丰富

的生态背景。正是这一生态特征，使得黑龙江地区拥有了众多自

然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森林、矿产、动植物以及水域资源，而在

创意设计上可以提供丰富的地域特色符号。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黑龙江流域是东北区肃慎、东胡、

索离系统的文明与文化三大民族系统的发源地。到清代汉民族移

民此地，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此地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

融合文化风格。自近现代开始，黑龙江地区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核

心战场，民众们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抵御外部侵略，他们做出了

极大的牺牲。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革命精神的彰显，

为在文化创意设计中也提供不可估量的红色资源。

（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

黑龙江省多民族杂居的边疆省份黑龙江地域，作为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居住和安家的地方，经历了

悠久的历史变迁，少数民族文化在环境、经济活动以及文化传统

上都经受了深刻的变化，拥有独有的生活习惯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底蕴，在服饰、歌舞、节庆、婚俗等方面都具有与汉族不同的文

化特色，构建了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模式，充分展示特有的民族

文化魅力，为探索黑龙江地区文化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文化

价值，也为创意文化设计中提供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这些少数

民族文化在当下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更值得保护、传承与发展，

发展创意文化产品亦可作为有效途径。

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多依山傍水，以林牧渔业为主形成

独特民族文化特色，例如，以狩猎为生鄂伦春族人，森林与河

道附近作为居住地，采用桦树皮、木材制作房屋“撮罗子”以

及生活和生产工具，在衣食住行上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观念

和审美追求，逐渐形成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深入探索和

理解这些少数民族文化，既能够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进行保护，

又能够更有效地将这些文化在现代设计下进行木制产品的创新

设计与融合。

（三）民间工艺品与生活用品

民间艺术传统构成了其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是人民智力和

创造性精神的凝结。结合黑龙江地区民间文化特色，在工艺品上

以木版画、秸秆绘画、木雕、木雕重彩等传统技艺的深入人心，

多以生动逼真地呈现黑龙江地区的人物、动物以及自然景观的各

种特点和品质。不仅展示精湛技艺和匠心设计，更是表达了对生

命的敬畏和对大自然深沉的热忱，它们不只是历史的印记得以保

存，更为当代社会贡献了丰富的文化资产。

丰富的森林资源，为黑龙江流域的人们在衣食住行上提供源

源不断的资源，在东北区形成了以木材作为主要的生活用品，如

以戳杆房、木刻楞、斜仁柱等为代表的木质建筑，以炕琴、炕桌、

炕橱为代表的木质家具，以及八角鼓等民族乐器、木制头饰等舞器。

在丰富的木制品生活用品中，形成了兼具了地域的特色与使用功

能的特点，使他们凭借其独到的文化特色和精湛的制作技艺确实

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赞赏和认同，这些生活用品经久不衰也正是黑

龙江独特文化审美和地方魅力的显著体现。

二、现有木制品创意设计存在的不足

（一）消费者需要提升，产品设计存在滞后

现有黑龙江区域内的木制品的设计与生产上对于现代消费者

需求的不对等。特别是对民俗工艺品的设计与制作的过程中，为

保留黑龙江独特的艺术文化表现力，采用传统手工工艺进行制作，

例如木雕、木雕重彩、木制绘画作品等，但从作品的题材与表现

力上看，一味地保留过去传统的造型，不能进行改进与创新，显

然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物质品质不断提升的追求。黑

龙江地区的木制手工艺品及艺术品的创作在黑龙江文化中起的作

用是不可替代的，但也需要能够满足消费者市场的需求，从而确

保木制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使之成为民族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传达

良性发展的途径。



206 Vol. 6 No. 03 2024

（二）木制品开发设计有限，产品设计相似度高

从黑龙江地区可以看到，受地理环境、历史传承和民族文化

的影响，在各类木制品进行设计中，传统家具与建筑装饰在黑龙

江区域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在进行家具与建筑装饰

的造型设计上呈现明显的相同的趋势，特别是旅游景区内的特色

民居多以木材作为建筑用材和装饰用材，复刻少数民族的木刻楞、

斜仁柱等为主，在建筑造型设计上缺少对现代人生活方式设计，

现代人的使用功能来在造型设计是哪个有待与提高。而特色木制

工艺品，从博物馆、民俗文化馆、旅游景区内等特色文化产品主

要销售渠道上看，这些地方所提供的产品在造型设计上也是大同

小异。反映的地域文化特色明显不足，在一些旅游景区内甚至会

出现在其他地域出现的木制文化产品，这无疑是不利于对于本地

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

（三）文化发掘流于表面，内涵需要丰富

黑龙江区域内的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生态环境、特色民俗为

木制品的创意设计提供了大量的灵感来源。但目前木制产品的创意

设计上对于特色文化的发掘深度显然不足。以黑龙江地区独特的冰

雪风光为例，可以从中汲取新颖的创意设计，将冰雪元素成功地融

合到木制品设计中，打造出散发着特有冰雪氛围的产品，例如雪屋、

冰雕等文创产品，而不是直接的“拿来主义”进行冰雪产品形象制作。

木制品的设计不仅考虑实用性、艺术性，更需要从文化元素中发掘

设计的符号，在进行产品的创新设计，同时赢得了人们对地域文化

特点的广泛认同，才能使得最终的产品更加生动和具有吸引力。

（四）品牌意识不强，创意形式单一

发展木制产品文化创意设计，能够对龙江区域的特色文化进

行深入发掘，深入市场调研，从市场需求入手将文化完美融入产

品设计中，要能够对设计的木制产品进行生产、体验、完善，规

范化木制产品的生产，并逐渐发展成为特色文化品牌，以品牌促

文化。当下木制品的创意设计上的对于打造文化品牌意识还不强

烈，企业缺少长远的战略目标，对于品牌推广文化传承的意识不足。

现有的木制文化产品创意形式比较单一，仍以在视觉形象的创意

设计作为主要的创意形式，缺少科技化手段与多样化表现形式在

木制产品的宣传与推广中应用。

三、黑龙江特色文化在木制品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一）消费需求为文化创意设计目标

黑龙江地区的文创产品起步相较于沿海城市起步较晚，文创

产品以文旅、博物馆、美术馆等消费产品为主，在黑龙江特色文

化元素的发掘与应用上，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拓展。需求带动行为，

满足消费者需求，以木制品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时，就需要能够充

分将木质产品从消费者需求入手，挖掘黑龙江地区文化的深层意

义，例如，黑龙江地区特有动物狍子的形象，从融合现代人审美

需求，做木雕就不再是过去的求真求实，而是可以以圆润形象进

行现代艺术处理来进行摆件设计。从消费者更加期待的龙江文化

的新鲜元素、文化内涵中汲取设计内涵进行产品设计，从产品的

视觉效应、使用效果、产品结构等方面，提升消费者的审美体验。

（二）产品造型融入黑龙江区域文化符号

借助黑龙江地区的文化特性来创新木制产品的设计方案。通

过对黑龙江地域文化特性和传统的细致研究，从独特的冰雪气候、

丰富多样的资源以及深厚的民族文化而脱颖而出，共同形成了黑

龙江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和设计基础，为艺术设计师带来了丰富

的艺术创作思路和素材，从多方面来思考，进而延展并创新木制

品的设计。例如，在黑龙江地区，当地的传统故事、神话和传说

都包含了丰富的艺术和文化内涵。设计师可以利用这些传统故事

中的角色和情节元素，来创造具有强烈故事性和强烈感情共鸣的

木质作品，增加作品的创意性。

（三）现代科技与人才服务创意设计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科技与人才的支撑，木制品创意设计也离

不开科技与人才的支撑，现代科技高速发展使得木制产品在材料

与生产工艺的上有了更多的创新提升空间。高精尖的创意设计人

才，能够提升对木制品创意设计的制作、交易和成果转化，促进

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传统的

木制品制作技艺对于榫卯的设计与制作依靠手工设计与制作，使

用的木材采用简易的防腐、防蛀手段，而现代设计者能够对传统

的材料和制造技术进行创新和调整，保护木作技艺的同时提高了

木材整体的品质。坚持发扬黑龙江地区特色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方

向，以科技和人才为助力，提升木制品在各门类创意和设计水平，

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

（四）形成品牌效益推动文化发展

推动东北地位特色文化发展，打造木制品创意设计文化品牌

形象，结合新时代内涵，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品牌，打

造龙江特色知名文化品牌，在现有的黑龙江产业园区内，组建文

化产业集团，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实现木制品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

将黑龙江地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民族文化，结合木制品创

意设计，可以为游客提供独一无二的文化体验。例如，开发具有

地方特色的木制品手工体验课程或工艺品展示，能够吸引大量游

客参与，从而促进旅游和文化活动的融合。这不仅对于提升旅游

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还能够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推动

地方文化的展示与传播。

四、结语

随着黑龙江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发展，也为木制品创

意设计提供了发展良机。深度探讨黑龙江的传统文化，发掘黑龙

江地域深厚的文化特色和设计要素融入木制品的创新设计之中，

将木制产品设计与黑龙江区域文化深度融合，一方面能够为设计

师提供更多的木制品设计创作思路，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地区文化

的发展与传播创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为木制品在现代的创意

设计中提供强大的支持，激励木制品创作朝着多元化、现代化的

方向发展，对于发扬传统区域文化、继承传统木作技艺进行保护

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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