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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凤凰旅游纪念品设计的“道”与“器”

康红娜

（南华大学，衡阳 421001）

摘要：以旅游纪念品的市场现状为启示，分析了“道”与“器”的关系，论述了湘西凤凰旅游纪念品“千篇一律”、“道”

与“器”脱离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立足于湘西凤凰特色民族文化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在“道”与“器”相互

作用的关系中，秉承道在器中，器不离道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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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Implement" in Tourism Souvenir Design
of Feng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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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implement" based on the market situation of tourism

souvenir design of Fenghuang in the west of Hunan. As physical "implement", tourism souvenir is the most important

carrier for spreading metaphysical "truth"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t discussed the phenomenon of the same design

pattern，as well as "truth" and "implement" design form. On this basis，it put forward the design strategy for unique

national culture of Fenghuang to guide the tourism souvenir design：truth is in implement，imple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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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

下者谓之器”。意为形而上的东西就是指道，是传统

文化、哲学方法，形而下则是指具体的、可以摸得到的

东西或器物。“道”与“器”的关系即是形而上的文化、

方法与形而下的器物之间的关系。“器”表现为社会功

用，“道”表现为“器”背后所存在的方法与文化。“道”

与“器”不同，它不具备实体性，不可触摸，仿佛无所

在，但却又无所不在 [1]。旅游纪念品作为形而下的

“器”，是传播旅游景点特有文化传统的形而上的“道”

的最佳载体之一。

以湘西凤凰为例，现今旅游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

青睐，而旅游与旅游纪念品是密不可分的。旅游纪念

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具备某种独特的文化属性，

承载着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特有的文化。人们在旅游

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每个具有当地特色的物品都会勾

起对旅游时光的美好回忆，因而旅游纪念品作为特殊

的商品具有较高的自然、文化和艺术价值。如果旅游

纪念品是形而下的“器”，那么民族文化则是形而上的

“道”，“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1 湘西凤凰旅游纪念品市场现状

1.1 千篇一律的“器”

现在游客出游还能买什么纪念品？面对纪念品

市场的“千篇一律”和“冷清”的现状，人们不免会有这

样的疑问。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飞快的流通速度，使得

人们在各大旅游区域和景点都能买到全国各地甚至

世界各地的旅游纪念品，因此也带来了旅游纪念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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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疲软现象。湘西凤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

浓郁的苗家风情、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吸引

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但逛遍整个湘西

凤凰，也很难买到心仪的真正代表凤凰的具有独特

民族特征的纪念品。旅游纪念品代表不同时空的不

同文化，它是承载情感纪念意义的“器”，任何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创造，即“道”的外

在表现。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正当竞争，使旅游纪念

品的地域性差异不断缩小，游客在凤凰能够买到的

纪念品不外乎苗族、土家族的服饰、银饰、挂饰等，而

这些纪念品在贵州凯里、广西桂林甚至非少数民族

地区同样买得到，见图 1，因此更多的游客迫于无奈

把眼光转向了土特产品，而土特产品并不属于真正

意义上的旅游纪念品。

1.2 “道”与“器”的脱离

旅游纪念品在大的方向上趋于同一化，渐渐脱离

了形而上的“道”，单纯为了利益只追求形而下的

“器”。旅游纪念品的灵魂与根源不存在了，作为纪念

品的“器”的内涵也不存在了，纪念品失去了文化底

蕴，脱离了文化支撑，变得仅仅是一堆材料。旅游在

今天已成为大众化活动，但为什么旅游纪念品市场依

然冷清？很多不负责任的人把原因归咎于质量、品

种、造型及销售等问题上，其实核心的根源在于游客

没有找到让他们动情的旅游纪念品。所谓“情”便是

指旅游景点的文化传统、内涵，即是“道”。一旦旅游

纪念品缺乏了作为传统文化的“道”的支撑，就如同一

瓶没有标签的矿泉水，失去任何代表它身份的标识，

失去了识别性，仅仅是水而已。任凭时代在变化，湘

西凤凰所承载的神秘的文化底蕴永远不会改变，用于

表现外在的形而下的“器”可以随着时代、审美、游客

的喜好而变化，但它所承载的作为民族特色传统文化

的形而上的“道”是永恒不变的。

2 湘西凤凰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

2.1 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我国当代著名哲史学家庞朴在《文化传统与传

统文化》中有这样一句话：“道在器中，器不离道”，作

为“道”的文化是旅游纪念品的灵魂。世界上没有任

何旅游者不是为了追求其文化精神需求的满足而外

出开展旅游活动的，没有文化追求的旅游是不存在

的 [2]。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旅游景点及这个民族最宝

贵的灵魂——“道”，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

苗族是湘西凤凰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如果说民

族文化是一棵分支庞杂的大树，那么湘西凤凰的苗

族文化就是这棵树上一条主要的枝干，更是一个有

很大产品开发潜力的枝干。将丰富的苗族文化资源

应用于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将会产生丰富多彩的纪

念品设计。作为“道”的文化包括习俗、信仰、艺术、

知识、道德以及习惯等，湘西凤凰这个特别的区域形

成了自己的精神风貌、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宗教信

仰、房屋建筑、绘画等，这就是凤凰人的独特文化。

虽然很多民族受到了汉化影响，但在湘西民间依然

保留着非常古朴独特的传统风俗文化，如嫁娶习俗：

踩花山、会姑娘、赶秋、六月六、跳月等；又如苗家跳

鼓、苗锦（见图 2）、打花带、猴儿鼓等 [3]。除了这些民

俗习惯外，给游客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凤凰的吊脚楼、

东南西北城楼，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成为湘西凤凰

的坐标性文化风格。在这些古朴独特的绘画、刺绣、

图1 湘西凤凰与凯里、阳朔纪念品市场对比

Fig.1 Souvenir market contrast between Fenghuang and Kaili,

Yangshuo

图2 苗锦

Fig.2 Miao′s brocade

康红娜 湘西凤凰旅游纪念品设计的“道”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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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民俗信仰中，蕴含了苗族人祖先在漫长的岁月

中创造出的许多象征美好、吉祥寓意的图案符号 [4]。

古朴的文化和寓意丰富的图案都是湘西凤凰旅游景

点特征的浓缩，同时也是作为“器”的旅游纪念品设

计中的“道”。

湘西凤凰丰富的地域文化为旅游纪念品设计提

供了强大的、形而上的“道”的支撑，“道在器中，器不

离道”，作为湘西凤凰地域文化的独特的“道”融入到

各种各样的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器”的设计中，依托湘

西凤凰独具代表性的文化及形象符号将其“器”化为

微观缩样设计，使其成为湘西凤凰唯一的标志性表现

形式。U盘设计见图3，是基于湘西织锦芭排而来，在

材料上使用湘西苗银和织锦图形及苗家的特色织锦

工艺来表现，形成有自身特色的银的色彩。织锦和银

在湘西是非常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同时也因为银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从而增加了U盘的附加值。作

为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其文化特征和图案的符号化变

得更加鲜明与独特，更能突显出湘西凤凰的内涵和底

蕴，鲜明的符号指示性创造了巨大的文化价值。旅游

纪念品就像镜子一样，展现湘西的文化内涵，勾起游

客对旅游时光的美好回忆。

2.2 永恒之道，善变之器

旅游纪念品作为“器”是传播“道”的重要载体，是

对文化的完美体现。在多元化的旅游环境中，旅游景

点、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是不变的，即“道”是永恒的，

但“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器”却

不能呈现出一成不变的永恒式样，否则就会出现审美

疲劳的现象。虽然民族文化是不变的固定模式，但旅

游纪念品可以依托不变的“道”不断推出并调整设计

的品种类型，进行时尚、风潮、多样化的“器”的设计，

以强化湘西凤凰的民族特色，满足多层次的游客喜

好，同时还可以创造湘西凤凰的品牌效应。

作为“器”的旅游纪念品的设计题材和立意，要体

现出一定的艺术性创意，并带有一定的实用性甚至趣

味性价值。美学理论家朱光潜在《无言之美》中首次

提出了“趣味”的观念。美术作品之所以美，就在于它

有很强的弹性，能拉得很长，也能缩得很短[5]。作为旅

游纪念品的“器”不仅仅具有纪念价值，还可以具有使

用价值，如生活用品小到牙签、书签、餐具，大到箱包、

小家具、小电器等都可以成为旅游纪念品的设计题

材。在体现京剧脸谱的元素中，运用设计的眼光与思

维，通过多变的表现手法将脸谱元素融入到日用品设

计中，使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器”的设计成为了一种创

造活动，同时也是设计的产物，见图 4，在品味着地域

性独特文化的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

在不改变“道”文化的指示性基础上，运用更多的

扩展形式设计各种不同造型的纪念品来吸引消费

者。这种多变的表现手法还表现为不能照搬传统的

民族手工艺，而是在点线面的关系上采用结构、混搭、

组合甚至解构等各种现代的设计表现手法。通过多

样化现代表现手法设计出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旅游

纪念品，将作为民族文化的“道”符号化、具体化地表

达出来。因此，“道”是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指南针，让

游客通过多变的旅游纪念品“器”的设计来了解湘西

凤凰永恒而独特的民族文化。

3 结语

湘西素有“神秘湘西”之称，凤凰更是最佳的旅游

（下转第40页）

图3 U盘设计

Fig.3 U disk design

图4 以京剧脸谱为原型的系列设计

Fig.4 Series design from Peking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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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设计关怀，实现设计更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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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作为“器”的旅游纪念品需要湘西特有的文化

内涵作为支撑来进行设计，正确认识并处理“道”与

“器”的关系成为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关键。没有了

“道”，旅游纪念品设计将变得肤浅、表面，也就无从谈

设计的创新，寻不到民族文化的印记；没有了“器”，

“道”将无所依附，无法被游客所理解，也就不会形成

独有的旅游景点的品牌效应。旅游纪念品设计实质

上是“道”与“器”的融合设计，将“道”物化为“器”，在

理解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在“道”与“器”的相互作

用下指导旅游纪念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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