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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衍生品的特征与价值
李昀蔚

（中国传媒大学 广告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艺术衍生品是从原创艺术品中派生出来的类工艺品，源于艺术原作却又区别于原作，是
具有艺术家个人艺术符号的一种实用性产品。影响艺术衍生品产生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审美经济、

艺术价值与平民化的价格、波普艺术等。艺术衍生品主要包括原创艺术复制品、艺术家衍生产品、

品牌艺术定制产品、影音艺术衍生品、动漫艺术衍生品等类型。艺术衍生品具有经济性、传播性、大

众性、审美性等特征。艺术衍生品能促进人们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使艺术走向生活、走向大众，为

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艺术元素，满足大众对精神享受的需要。发展艺术衍生品市场，对推动艺术消

费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艺术从业者应积极投身艺术衍生品创作，推动艺术衍生品产业的发展，为

大众的生活增添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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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
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消费，开始更多地关注精神

上的享受与审美，艺术消费也日渐融入人们日常的

生活消费中。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消费主义正在

不断蔓延的时代，消费主义以品牌为标志、以时尚为

符号，将人们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消费循环

之中［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上充斥着由可消

费的物质与非物质转换成的消费者需要的商品，艺

术衍生品也于此时应运而生。中国作为“礼仪之

邦”，自古以来就很注重礼节，出门到异地时，不论

是出差还是旅游，为了表达亲情或友情，人们都喜欢

为亲友买一些纪念品作为礼物。而在纪念品中最常

见的是一些印有名画的明信片、书签或扇子之类的

艺术衍生品。通俗地来说，艺术衍生品是由艺术品

衍生而来的商品，相较于普通的商品而言，它有一定

的艺术价值，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类消费品。

艺术衍生品的大众化，推动了艺术走向大众，使

艺术不再局限于博物馆、美术馆，不再停留在墙上、

展柜里，不再止步于收藏、传承的功能。本文拟基于

对艺术衍生品的概念、产生条件、类型与特征的分

析，结合国内外艺术衍生品市场中的案例，探讨艺术

衍生品在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及价值。

　　一、艺术衍生品产生的条件

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文化消

费需求的增加，看似与普通物质生活关联性不太大

的艺术也愈来愈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人们也日益

需要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日常生活用品。艺术衍生

品是指从原创艺术品中派生出来的类工艺品，它源

于艺术品原作却又区别于原作，是具有艺术家个人

艺术符号的一种实用性产品。艺术衍生品一般由艺

术家本人开发或授权他人生产，将艺术作品转化为

大众有能力消费的平民化艺术商品。

面对艺术，普通大众似乎总感到望而却步，认为

艺术是一种无法带回家的精神奢侈品，而伴随商品

经济的发展，艺术衍生品将艺术与寻常百姓联系起

来，从这种意义上说，艺术衍生品也可称为“买得起

的艺术品”。艺术衍生品就像是一座桥梁，将原先

在人们意识中遥不可及的艺术与触手可及的日常生

活连接起来，它把艺术的精神价值和可实用性结合

起来，与此同时也打开了大众消费的一扇新大门，不

仅传播了艺术本身，也赋予了艺术更多方面的

价值［２］。

艺术衍生品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主要有以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５年

下几个方面。

１．经济社会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

质需求后会相应地开始寻求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在

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

对艺术这个可利用因素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艺术衍

生品遂得以产生。

２．审美经济的发展
人们看到美的事物都会引起大脑本能的反应，

人追求审美性和多样性的心理是再正常不过的，艺

术衍生品将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相结合，提高了人

们的生活质量。德国学者格尔诺特·伯梅认为，自

１９５０年代起，以满足人类基本物质需求为主的商品
经济发展到以挖掘人的欲望为主的审美经济，出现

了超越人类基本生理欲望的审美价值［３］。审美价

值被称为升级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外的

第三种价值。随着审美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无个性

的工艺品已经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艺术衍生品发

展时代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艺术衍生品以其特有

的艺术与文化魅力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与此同

时也推动了艺术的大众化发展。

３．艺术价值与平民化的价格
在博物馆、美术馆中陈列的艺术作品毕竟是难

以带回家欣赏的，市场上拍卖的上百万元价位的艺

术品也不是人人都能购买得起的。因此，顺应大众

对艺术的需求，艺术衍生品的出现可谓是双赢：一方

面满足了大众的艺术需要，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收益。

正是所谓“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艺

术衍生品将艺术中的昂贵与不可估价部分剥离出去

了，以平民化的价格将艺术品演变成大众能消费得

起的艺术制品。

４．波普艺术的影响
１９５０年代初期萌发于英国、后盛于美国的波普

艺术代表着一种流行文化，是流行艺术的简称，又被

称为新写实主义。波普艺术是在美国现代文明的影

响下而产生的一种国际性艺术运动，艺术家们将一

些司空见惯的图像与物品纳入到艺术领域，用这样

的方式再现社会的文明，从而反思现代社会发展中

出现的诸多问题。波普艺术的出现使艺术变得更为

生活化、大众化，也促进了艺术的跨领域结合与创

作，使艺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为艺术衍生品的产

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们对于艺术多元化发展的

接受，影响了人们对艺术衍生品这一平民化艺术产

品的接受。［４］

　　二、艺术衍生品的类型

艺术衍生品从不同角度可以作不同的划分。从

创作生产方式的角度，艺术衍生品可分为原创艺术

复制品、艺术家衍生产品、品牌艺术定制产品、设计

创意产品；从艺术种类的角度，艺术衍生品可分为绘

画艺术衍生品、影音艺术衍生品、动漫艺术衍生品

等。下面主要介绍几种发展较为成熟的艺术衍

生品。

１．原创艺术复制品
原创艺术复制品是通过原作授权的方式生产出

来的，通常是将艺术家的作品以复制复刻的方式制

作成限量版的艺术衍生品。例如，国内外一些知名

艺术家的限量复制版画、雕塑，王羲之的《兰亭序》

的故宫原版复制品，一些当代插画家、漫画家在举办

个人展览时出售的限量复制原画等。２０１３年荷兰
梵高博物馆参照原作真迹，运用浮雕体层摄影术，结

合３Ｄ扫描和高解析度印刷，制作３Ｄ打印版梵高画
作，第一批３Ｄ复制画选择了梵高最著名的５幅作
品，分别是：《向日葵》（１８８９）（见图１）、《雷雨云下
的麦田》（１８９０）、《盛开的杏树》（１８９０）、《丰收》
（１８８８）和《克里希的大道》（１８８７）。梵高博物馆的
馆长吕格尔说，每幅复制品售价２．５万欧元且均带
有编号，每款限量２６０幅，而潜在消费对象为高档消
费场所，或作为艺术教育用途。［５］

２．艺术家衍生产品
艺术家衍生产品是通过产品授权使用的方式，

把艺术原作延伸至各种类型的产品，大到主题公园、

主题商店、咖啡厅一类的人文产品，小到生活用品、

纪念品、服装等。香港、澳门地区或国外，经常会举

办某个艺术家的个人展，其中常有一个角落或者柜

台是留给他的作品的衍生品的，这些艺术衍生品通

常为装饰衍生品，比如带有艺术家或者其作品符号

的挂件（见图２）、明信片（见图３）等。艺术家衍生

图１　梵高博物馆３Ｄ复制画《向日葵》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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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利于扩大艺术家的知名度，并且在艺术衍生

品的开发过程中，对于原作有计划、有质量地授权复

制和再设计，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赝品和山寨市场

予以打压［６］。

３．品牌艺术定制产品
这类艺术衍生品通常是带有装饰性质的，形式

上多为一些时尚用品，而在创作方式上多采用艺术

家或品牌的标志性元素来进行再设计、再生产。艺

术家与品牌合作能极大地提高产品吸引力，例如，日

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曾与兰蔻合作过限量版彩妆

礼盒和限量版兰蔻 ＪｕｉｃｙＴｕｂｅ唇蜜。这种合作，对
于品牌来说，能为商品开拓更大的消费市场；而对于

艺术家来说，则可为自己与自己的艺术走向大众提

供良机。

另外，品牌艺术定制产品也是由电影、动画或者

漫画原作与一些品牌合作而产生的一类艺术衍生

品，它可能是影视中的服饰，也可能是带有原作符号

的再设计衍生品（见图４），与艺术家和品牌合作一
样，这种合作通常是双赢的，既提升了双方的知名

度，也给彼此都带来较好的收益，是将艺术与生活相

结合的一种方式。

４．影音艺术衍生品
影音艺术衍生品包含电影衍生品和音乐衍生品

两种，它们源于电影、音乐艺术，在电影结束放映、音

乐会结束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会继续为电影

和音乐原作带来效益。电影衍生品包括各类纪念

品、邮票、服饰甚至是主题公园等。在美国，有些影

音艺术衍生品的收益甚至占电影总收入的７０％［７］。

《哈利·波特》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小说电影化作品，

这部作品的衍生品不仅有剧中人物的服装、魔法学

院的校服、徽章和道具魔杖，甚至还有相关的主题公

园。最常见的音乐衍生品包括音像制品 ＣＤ和
ＤＶＤ，以及海报等，而一些有创意的音乐衍生品通常
会根据音乐本身的内容延伸至视觉设计。国内外的

一些音乐人在举办音乐演唱会时会出售一些官方授

权的衍生品，如演唱会限定款的 Ｔ恤、毛巾、挂件
（见图５）、首饰等。

５．动漫艺术衍生品
动漫艺术衍生品是一种具有情感和美学特征的

艺术符号，也是具有造型特征的现代产品，相较上述

几种艺术衍生品，其发展较为成熟。这类衍生品最

常见的形式是将原作中的人物形象或是场景进行提

取或再设计：有的从平面转为立体物件，如手办模

型、黏土人、首饰品和挂件（见图６）等；有的是直接
用在具体实物中，如海报、笔记本等印刷品。

动漫艺术衍生品在美国和日本发展较好。美国

的迪士尼公司旗下有许多动画作品都为其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狮子王》的票房成绩是 ７８亿美
元，而其衍生品收入高达２０亿美元［８］；随着动画电

影《冰雪奇缘》的热映，迪士尼与新浪微博还合作推

出了“冰雪奇缘”的微博付费模版。日本政府非常

重视动漫产业的发展，动漫产业已经成为日本文化

产业的代表，是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９］。

日本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漫画产业

和动画产业的总和，２００９年日本动漫衍生产品销售
额达１兆５７７０亿日元［１０］。据统计，《口袋妖怪》系

列电影仅前三部，在全世界４５个国家放映的票房收
入近４亿美元。而将其各类衍生商品统计在内，
《口袋妖怪》在全世界的销售额高达３００亿美元以
上，超过《星球大战》和《哈利·波特》［１１］。在动漫

产业中，衍生品既可作为观众收藏用物品，同时也可

作为原创方宣传用物品。

　　三、艺术衍生品的特征

衍生品，说到底是衍生于原作的作品，故而在特

征上有取自原作之处，但既为衍生品，它必然也有区

别于原作之处。在很大程度上，艺术衍生品弥补了

大众对高昂的艺术原作和艺术品望而却步的缺憾。

具体来讲，艺术衍生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１．经济性
艺术，不一定是奢侈的。原作艺术品和艺术衍

生品只不过是艺术传播的两个不同途径，并不会因

为价格的差异就有高低贵贱之分［１２］。原作艺术品

往往价格高昂，而艺术衍生品与原作相比，在价格定

图２　大友克洋２０１２个人展衍生品———徽章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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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往往要低于原作，毕竟艺术衍生品是走平民路

线的量产。在市场运行方面，艺术衍生品的开发研

究成本相较原作而言要低很多，其所带来的回报和

带动艺术市场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

２．传播性
艺术衍生品通过艺术原作的授权而生产，通常

在主题内容或者形式上与艺术原作有关联，有的直

接套用原作图案，有的将原作抽象出主体部分进行

再设计，还有的对原作中场景或人物进行夸张设计。

由于与原作密切关联，艺术衍生品与其他商品相比，

具有更好的传播性，许多原作也正是靠艺术衍生品

来推广和宣传自己的。目前，我国艺术市场的活跃

度并不亚于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国内一些艺术

家的作品价位飙升得也很快；而大众对于艺术家和

艺术品的认知却很有限，甚至可以说知之甚少，其在

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大，这与我国艺术衍生品行业发

展缓慢有关。日本的村上隆、奈良美智、草间弥生，

甚至一批批新的从业人员之所以在世界舞台上都拥

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日本艺术衍生品行业的繁荣发

展有着相当大的联系。艺术衍生品为艺术原作传播

了艺术文化，可谓是连接艺术与大众的新媒介［１３］。

图３　大友克洋个人展明信片

图４　《美少女战士》２０周年纪念与Ｓｐｉｎｎｓ合作出品的Ｔ恤、背包

图５　ＭＳＷＬ２０１４演唱会限定挂件、杂物小包、护腕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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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迪士尼《冰雪奇缘》的衍生玩具、小口金包
　　３．大众性

从艺术层面看，艺术衍生品是艺术的再创作、再

发展，且相较于艺术原作而言更具有大众性，通常情

况是大批量生产或是限定量产的。在形式上，艺术

原作强调独创性，强调只此一件，而艺术衍生品则在

授权允许的条件下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更贴近生

活、贴近大众，“艺术衍生品是所有人的盛筵”［１２］。

艺术衍生品是可以带回家的艺术。与复制品相

比，艺术衍生品是附加了艺术价值的更为吸引人的

日用品，过去在人们的意识里是艺术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而现如今我们需要让艺术亲近生活、融于生

活。艺术衍生品中的日用品形式能够更好地体现出

商品的“差异的符号性”，日本学者星野克美在《符

号社会的消费》一书中指出，“在设计上追求差异

化：同类型商品在形态或外观上制造的差异性”［１４］。

因为与普通的日用物件相比，日用物件形式的艺术

衍生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文化价值。台北故宫曾在

２０１３年推出了一款名为“朕知道了”的创意胶带（见
图７），一时间红遍网络，人们争相求购。据统计，台
北故宫２０１２年在艺术衍生品上收入高达４．８亿新
台币，是其一大稳定的利润来源。［１５］

４．审美性
艺术衍生品在作为商品的同时，延伸了原作的

审美性，其包含了原作作者及设计师的思想和理念，

有着将原作艺术的审美性延伸至生活中的性质。将

艺术与生活相结合，可以使人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

通过各种方式享受着艺术所带来的审美情趣，因为

作为一个具有实用性的商品，艺术衍生品不但实用

而且兼具了审美性，甚至还有着纪念和收藏价值。

　　四、艺术衍生品的价值

艺术衍生品虽不同于原作，但也同样具有收藏

价值，而且相较于同类物品而言，艺术衍生品因其特

殊性有较大升值空间，比如限量版、复制原作。而与

艺术原作相比，部分艺术衍生品与生活日用品的结

合则又附加了实用价值，能够让人在使用的同时享

受艺术。

通常来讲，艺术的审美价值是无限的，带给人的

精神价值也是无法衡量的，而艺术衍生品具有一定

的审美价值，同时具有商业价值和实用价值。艺术

衍生品作为艺术与商品的结合体，既满足了市场对

商业价值的需要，同时又满足了人们对审美与欣赏

的需求，虽然在从艺术发展到艺术衍生品的过程中

会使得艺术价值有所损失，但其保留的艺术价值会

持续下去［１６］。艺术的量产也并不代表着原作的唯

一性会有所损失，反而正是因为有了量产的艺术衍

生品而让更多的大众对唯一的原作有了欣赏和理解

的可能性。

艺术衍生品把艺术与消费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经济和人文的发展都有着

积极的作用。艺术衍生品的出现及其发展为艺术的

发展和普及开辟了新的方向，为文化创意产业增添

了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且延伸了艺术文化产业

的价值链，为艺术产业注入了新的血液。

对于消费者而言，形式与种类多样的艺术衍生

品，将艺术原作通过各种载体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得

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欣赏艺术，将艺术的审美价

值和实用价值结合起来。艺术衍生品将艺术从小众

带到了大众，弥补了艺术市场中因原作价格高而出

现的空白，让艺术走向平民，使得艺术不再是“高于

生活”而是“融于生活”，满足了人们提高自我艺术

修养和艺术消费的心理，为大众生活带来艺术气息

的同时也为市场增添了艺术气息。

对于原作而言，艺术衍生品可以提高艺术家和

原作的知名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艺术原作有着延

伸价值的意义。对于与原作进行合作的品牌来说，

艺术衍生品提升了品牌形象与审美内涵，丰富了品

牌的审美性和文化性。

对于艺术产业而言，艺术衍生品对于艺术的推

广和宣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一些对社

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山寨产业也起到了一定的打压作

用。艺术衍生品的规范化发展就意味着艺术文化市

场的规范化发展，从这一点上看，艺术衍生品是值得

推广的。艺术衍生品加强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

系，提升了大众艺术消费的积极性，扩大了艺术的影

响力，带动了艺术经济的发展，延长了艺术产业链，

促进了艺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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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台北故宫２０１３年“朕知道了”创意胶带

　　五、结语

艺术衍生品是从原创艺术品中派生出来的类工

艺品，它们源于艺术原作却又区别于原作，是具有艺

术家个人艺术符号的一种实用性产品。艺术衍生品

不只是艺术与商业的简单叠加，而是将艺术品所蕴

含的独特艺术精神通过商业营销方式来加以传播普

及［１７］。艺术衍生品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又具有

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投资价值。艺术衍生品是对原作

艺术价值的进一步发掘，能促进人们对艺术的认知

和理解。艺术衍生品带来的消费应归属于文化精神

层面的消费，比单纯的物质消费更具有未来性价值，

其中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及艺术影响力是巨大的，并

且构成了艺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形态［６］。“艺术化生

存，时尚化生存”，艺术衍生品所带来的这种审美理

念正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１２］。

艺术衍生品是艺术走向生活、走向大众的一步，

为生活增添了艺术元素，满足了大众对精神享受的

需要，它促使艺术走向市场。当前，发展文化产业是

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艺术产业在

文化产业中又占据着核心地位，发展艺术衍生品市

场对推动艺术消费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艺术从业

者应积极投身于艺术衍生品的创作，推动艺术衍生

品产业的发展，为大众的生活增添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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