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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自主文化品牌创建 

徐静，邵珠春 

（枣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山东枣庄，277160） 

[摘要] 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发展与研究中不仅起着主力军的作用，更是引导着地方文化发展与前进的方向。整 

合地方优秀的文化资源建立一个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高校自主品牌极为重要。地方高校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 

品牌将有利于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和受众的参与、接受，有利于地方高校优势的发挥和设计教学的改革。应通过品 

牌的开发与定位，制定品牌的文化效应与长期发展模式、品牌的商业推广与经营模式，促进专业团队的建设与合 

作，建立地方高校的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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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 

无形的资产，他的载体是用以和其他竞争者的产品 

或劳务相区分的名称、术语、象征、记号或者设计 

及其组合，增值的源泉来自于消费者心智中形成的 

关于其载体的印象。品牌是可以触发受众心理活动 

的商品（或者组织）标识。 ” [1] 地方高校利用地方文 

化资源优势，创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高校品牌， 

结合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特点，建 

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消费品，提高人们的生 

活品味和文化素养，这对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无 

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地方高校自主品牌的创建 

（一）传统文化优势的利用 

“地域文化是某一时空、区域内人们的思维模 

式和行为模式的总和经过长期沉积而逐步形成，包 

括物资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等，主要表现在 

物资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上。 ” [2] 由于每个地区的地 

理、环境、气候等差异，形成了不同地域所独有的 

民俗等风俗习惯，这也构成了每个地区所独具的地 

域文化特征。而创建一个品牌必须将自己的产品同 

市场内的其他产品区分开来。只有植根于地域文化 

基础之上的品牌才最能触动人们的心灵，引起受众 

的共鸣。而作为地域文化特征的代表则是民间生 

活，只有具备生活真实性的基础，其品牌才能拥有 

广泛的受众，才能与其他地域的文化品牌相区别。 

（二）民间艺术文化的吸收 

以地域性民俗文化传统为品牌基础，使地域文 

化元素在承载品牌文化内涵的同时，又体现了地域 

综合大学的文化传承作用，延续并发展了地域民俗 

文化，使地域性文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能依然保持 

独立和生机。这一点反映在日本民艺陶瓷器物的发 

展上尤为显著， “今日日本民艺器物，已经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原始民间器物，而是经过学者和艺术家 

指导，焕然一新的新民艺。其艺人也不是传统的艺 

匠，而是具有创造意识和审美追求的民艺艺术家。 

日本今日民艺的成就，其直接原因是日本上世纪大 

正时期发起的民艺运动。日本民意运动不仅使日本 

民众意识到民艺之美，而且唤醒了民众和艺术家对 

日本质朴、粗放，具有‘佗’意之美的日本传统陶 

瓷的全面关注。 ” [3] 借鉴日本民艺陶瓷的发展，以地 

方高校为依托，利用本土民间文化资源建立具有本 

土特征的民族品牌，对地域文化的继承创新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 

（三）民俗文化利用的原则 

品牌的建立既要依靠本土文化，又要依赖这种 

文化所生存的土壤，但又不是对传统民间文化盲目 

的照抄， “与世隔绝的文化必定会停滞不前，历史 

的坟场上就遍布着这样的僵尸。 ” [4] 因此，在地域性 

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品牌，并不意味着原封不动的照 

搬民俗文化，而应当结合当代科技和时代审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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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进行传承，选择更加适合当代审美特征的材 

料和艺术进行吸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时代审美 

文化品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品牌相关产品进行设 

计与开发，使其充分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承 

载，最大限度的增加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四）品牌的建立 

“品牌的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激情、智 

慧与信念。品牌的强大取决于品牌领导力：定位 

（Position）是方向，平衡（Balance）是方略；平 

衡中蕴含定位，定位使平衡具有力量。 ” [5] “中国艺 

术家与艺人成功合作并形成持续传统的是宜兴紫 

砂。……艺术家参与紫砂艺术创作，作用和贡献不 

仅是制作几把优秀的茶器，更重要的是对紫砂艺人 

在审美趣味和创作方向上的指导。 ” [6] 以高校为龙头 

建立品牌，使高校设计人才和民间艺人协同发展， 

形成以品牌文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建立围绕品牌 

为中心的涵盖艺术、创意、生活、服务、咨询等为 

一体的品牌文化，使多种学科相整合，形成有利于 

品牌建设与发展的多学科、高层次人才服务团队， 

使品牌文化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使百姓在享受品 

牌文化的同时实现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 

从而全面提高国民的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另外， 

借鉴高校品牌成功的模式，如中国美院“敦品”品 

牌的内容建构和商业模式，探索适合本地域文化品 

牌的发展模式，以地区文化资源为优势发展具有本 

土特色的商业文化品牌。 

二、地方高校自主品牌建设的意义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械化生产导致受众与生 

产者之间的被动性现状，使受众之间失去了欣赏的 

个性行为。 “我们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后，大家都 

歌颂机器生产，……但不久之后，大家又发现机器 

制造的千篇一律，很多制品因为没有设计，粗制滥 

造，所以大家又对机械制品产生不满，说它抹杀了 

人的个性：因为大家都用一样粗糙的东西，是强迫 

你接受。 ” [7] 因而受众的个性也无法从产品的消费行 

为中得以体现，受众陷入被迫接受的境地。而另一 

方面，作为创作主体生产者在机械化、被动化的同 

时也消解了产品中人的因素，从而失去了传统手工 

劳动中艺术家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地方 

高校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品牌将有利于传统 

手工艺的复兴和受众的主动参与和接受，同时亦能 

在以下方面带来积极地意义。 

（一）品牌建设促进设计教育改革 

过去的设计专业体系的建立是模仿美术学所 

建立的人文学科体系，从而导致设计教育面向的仅 

仅是设计师和具体的设计作品，而贴近设计产业研 

究的设计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相对薄弱，对产 

品的营销、调查、监管等方面的研究则处在盲区， 

设计教育培养的仅仅是设计师，对市场总体把握的 

能力明显欠缺，而品牌建设计划则要求改革目前的 

设计教育现状，使设计研究扩展到整个设计专业， 

设计教育应面向其产业进行的各个主体，包括设计 

师在内的整个产业链，如服务机构、企业营销和设 

计决策以及其面对的受众。由此，对传统设计专业 

就有必要进行改革，建立完整的综合设计教育体 

系，整合地方综合院校的资源，将市场营销管理、 

市场调查、消费者行为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 

学、管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建构完整的品牌设计产 

业体系，从而引导消费方向，使设计研究领先于设 

计产业的实践，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设计素养的 

提升。

当下设计教育的弊端是设计专业的毕业设计 

是为毕业而设计，在产品前期无法与企业实际需 

要相接轨，学生的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相脱节， 

应尝试建立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品牌合作，由学生 

提供设计方案， 高校与企业对方案进行综合考察， 

最后由企业出资对展品进行制作与展出，真正实 

现设计与实用的接轨，使各项资源最大限度的发 

挥最大优势，从而避免盲目设计和为毕业而设计 

的作品。地方高校由于学科相对综合，能够为当 

下的设计教育改革提供多方位的支持，有利于设 

计教育改革的实施。 

（二）品牌建设促进本土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 

“设计关乎民生，而本土化有助于提升民族凝 

聚力，使设计在国家发展计划中时常被视作文化和 

经济战略而赋予其象征性。 ” [8] 本土化的设计品牌更 

是本土优秀民族文化的凝结，代表着本土文化前进 

的方向。由于地方高校的学科综合优势，能够充分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建立本土设计品牌。尤其是本 

土民间美术的形式，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内涵使之与 

其他地方的文化相区别，具有很强的辨识力，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品牌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从 

而避免了设计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 

高校在引入本土文化形成品牌竞争的同时，应 

充分发挥地方高校的文化传承作用，使品牌文化既 

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适合当代社会的发展，从而 

在产品的材料、功能和形式等方面适应当代审美的 

需求。

（三）品牌建设有助于高校教学与科研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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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 

以地方高校为主体建立地方特色文化品牌，有 

利于高校教学和科研成果的转化。这种成果的转化 

要以当下影响和品牌的长远效益为基础，使之对地 

域社会的整体和未来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所以， 

对品牌的建设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不能急功近利的 

透支环境和文化资源，同时，对于品牌的学术建设 

也要把握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将高校 

的研究成果与品牌的建设实现有机的结合，为设计 

产业的建立和品牌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续支持。 

三、地方高校建立自主品牌的方法 

（一）品牌的开发与定位 

品牌的开发要具有地方特色，具有地域文化的 

独特属性，要充分挖掘地方传统文化与民间艺术文 

化，在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中充分借鉴传统艺术的有 

益因素，开发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多种产品，结合 

高校的课堂教学，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结合品牌特 

色进行设计与开发，使其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成 

为地方文化符号的名片，从而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参 

与欣赏和消费。 

（二）品牌的文化效应与长期发展模式 

品牌应充分具备地域文化内涵，从而起到地域 

文化传播的作用，能够丰富地域文化，活跃本土文 

化氛围，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人们的审美品 

味，为地方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发 

展规划中应注重品牌的长远发展目标，建立品牌保 

护意识，为品牌申请专利保护，从而最大程度上避 

免产品的复制和雷同，形成地域文化的特色代表， 

形成品牌的文化带动效应和品牌的长期发展。同时 

促进地方高校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市场 

经济的发展和教育转型提供了参考。 

（三）品牌的商业推广与经营模式 

具有本土特色的品牌确立以后，就应当通过市 

场进行检测。但首先应有前期的市场定位与考查， 

在进行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在行业领域、 

经营模式、市场营销、团队组建、融资计划、财务 

预算和风险规避等环节进行综合考虑，从分利用高 

校多学科的团队资源优势，有效协同地方、高校与 

其他生产有关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同时建立相应的 

研究机制和后续产品的创新研发能力。 

在品牌的推广上可以建立产品展示平台，利用 

多种渠道进行产品的展示。枣庄学院在台儿庄古城 

内部建立的相应的实体展示平台，由于缺乏相应的 

品牌建设与定位，后续的创新能力明显滞后，没有 

起到相应的品牌效应。在经营模式上可以利用高校 

控股的股份合作形式对产品进行推广和经营，在品 

牌项目上充分利用高校优势，在项目设计、咨询等 

方面多渠道开展品牌服务建设。 

（四）专业团队的建设与合作 

改革目前的设计教学模式，使学科之间相互融 

合，在多种专业之间展开合作与交流，使产品的研 

发、创立、推广和营销实现专业化、标准化的现代 

发展之路。在提升地区文化经济的同时，传承和发 

展地域性传统民族文化。组建专业合作团队，在产 

品研发、产品运营、资金分配等环节发挥高校专业 

优势，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才管 

理模式，同时完善监督体制和创新奖励机制，以充 

分调动团队的合作意识和创造能力。同时，加强与 

驻地企业间的合作，鼓励企业参与品牌建设，为学 

生就业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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