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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溯源岭南狮形象探析纪念品设计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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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岭南狮形象发展演进的社会文化背景、狮形象类别、造型与装饰特点以及设计应用现状，指出需要

深入挖掘造物设计背后的文化内核，才能更好地理解、创新与发展旅游纪念品设计。提出以语境设计方式解读纪念

品文化内涵，并结合中西设计思维与方法，实现传统造物向现代设计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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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south lion image′s evolution，the lion image category，

modelling and decoration characteristic，and the design status，it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dig into the cultural core

behind the artificial design，to better understand, innovate and develop the tourist souvenirs design.It put forward using

the context design method to reading souvenirs cultural connotation，and combined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design

thinking and method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creation to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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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纪念品是旅游地的记忆符号，它反映出当地

特有的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礼俗风尚所构成的动态

关系背景，承载并表述着厚重的地域人文情怀。旅游

者在彼时游历情境下，具有资本性质的纪念品这一记

忆，“符号与赋予自己结构的那个材料融为一体——

意义不断地返回符号，被新的回响所丰富”[1]，其所言

说与解释的内涵唤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价值认同与

购买意向。许多纪念物形象经过历史的淘洗而积淀

下来，融汇着民间艺人代代承传的记忆与观念，物态

化的纪念品中蕴藏着深层的设计认知和思维模式。

因而，探究纪念品形象的源流与内涵，是创新纪念品

设计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里拟选取岭南典型民间工

艺狮形象，探索传统造物设计的文化内涵，寻找纪念

品创新设计的一般思维和方法。

1 岭南狮形象解析

大量的考古研究与著述表明，狮形象的传入是沿

着古丝绸之路的商道和佛教的东传，由西域东进至我

国，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与华夏文化融合，

形成多样的面貌与特色。狮形象在岭南的传播晚于

北方，功用类别也相对单一，主要以石狮和舞狮的形

式存在。与北方儒家教义背景下注重王道等级观念

的狮造像不同，岭南狮逐渐弱化了帝王家的威严，融

汇佛、儒、道、巫等宗教意识，与岭南民俗、体育运动等

多样内容相结合，显现出强烈的民间性、世俗性。不

论是佛寺石狮，亦或是民俗活动中的舞狮，不再像北

方狮那样神秘和威猛，而是通过夸张浑朴的造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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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岭南狮形象类别及设计异同分析

Fig.1 Type and design 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bout south lion image

样的装饰、鲜艳明丽的五色运用，于百姓生活和各种

民俗节庆中表达祈吉禳灾的强烈愿望，反映出民间最

本真的世俗理念和浪漫真情，见图1。

以最具代表性的光孝寺唐宋时期石狮、镇海楼明

代石狮为例。图1a是唐宋时期的广州狮子，造型浑然

朴拙，雕刻粗浑大气不拘细节。极为夸张的方口凸目

令仰头嘶吼的石质雕刻充满生命感，个性十足，以表现

性情为主，世俗气息浓厚。图 1b为明代石狮，造型圆

浑，虽然体量硕大，但比例恰当，精雕细琢。波浪式旋

卷鬣毛与狮口狮身卷云状雕刻手法一致，装饰性较强，

于恢宏的气势中流露出温婉亲和的气息。此两类石狮

造型都强调较为纯粹的装饰性，与皇宫墓道中雕刻严

谨规整，象征威严等级的狮造像形式已相去甚远。

自明清以来，岭南舞狮作为另一种主要狮形象，伴

随着民俗节庆表演以及体育运动形式在岭南大地广为

流传，以热烈、喜庆、祥瑞的形象深入人心。舞狮在造

型上以岭南石狮为基础，强调神似，夸张浪漫。尤其突

出双腮、圆唇、明牙、震舌，额头上有一个突出的狮角，

头部装饰以丰富的纹样和饰片，与北方舞狮追求真实

效果的做法迥异，见图1c。岭南舞狮另一个重要的特

点是融汇戏剧脸谱元素，在色彩上借鉴刘备、关羽、张

飞等脸谱色彩，同时将角色性格特征也一并融入舞狮

表演中，令人忍俊不禁，见图1d。与北方舞狮全身以缨

毛为被、与兽毛同色、追求真实效果不同，南狮更注重

装饰性。头部结构复杂，不仅运用多种材料造成闪耀

绚烂的视觉观感，更运用丰富的色彩在造型极为夸张

的五官上绘制大小不同的漩涡状、卷云状纹样。这种

源于自然形态的简单图案的运用，始于人类本初对生

命的冀望，令舞狮形象超越真实，从造型、色彩、材质运

用等各方面凸显出强烈的象征意味。

2 岭南狮形象在纪念品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南狮表演作为典型的地方性体育运动，以及民俗

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节目之一，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展

现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在相关各类旅游

活动的纪念品设计开发方面，从形式、风格、装饰、载

体等各方面对于传统岭南狮文化的认知、理解与挖掘

却显出弱势。目前可见的纪念品形式主要是一种微

缩型岭南狮子头，从造型、色彩设计上以岭南舞狮为

原型，肖似度极高，见图2。以泡沫、纤维、彩纸等材料

精细黏贴并绘制而成，或以简易礼盒包装，或单个售

卖，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与观赏价值。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此种纪念品在旅游活动现场难以见到，由于其

较为单一的功能也阻碍了商品性的发展。

2007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广州大学城

举行，以南狮形象作为赛会吉祥物，反映出一方百姓

对本土狮文化的推崇心理。该平面视觉形象不仅狮

头造型与传统岭南醒狮一般无二，色彩运用更是完全

遵循醒狮用色传统，凸显出浓郁的岭南特征。然而在

设计延伸上却止于此，该形象所代言的岭南文化内涵

及体育精神没有通过更多的纪念品设计表述出来。

3 岭南狮形象纪念品设计思维方法定位

“中国自古注重道器兼备，以物论物则过于狭

隘。可持续的传统设计，应注重在设计中注入新的时

代基因，不仅停留在传统纹样、符号上，而应该破译在

当时情况下的设计者是如何创造这一形态的，并积极

吸收西方现代设计的有利因素 [2]。”以岭南狮形象为

例，作为民间艺术的传承，它属于中国传统造物的一

部分，“中国传统造物设计直至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生

图2 传统醒狮头纪念品

Fig.2 The traditional souvenirs of Dancing Lion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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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有着重要影响，只有深入到设计文化结构体系的深

层，探寻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设计

文化运作的机制，对设计文化现象作出科学的深刻的

理解[3]。”

3.1 以语境设计解读纪念品文化内涵

旅游行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身临其境，感受、

认知、互动，人们与反映旅游地历史人文风俗的物发

生关系，进而形成一定的心理认知与审美认同。纪念

品作为旅游行为的记忆载体，是旅游情境的再现与延

伸。原研哉在《设计中的设计》中指出，随着技术的进

步，人们的感觉却在退化。“当技术改变我们世界的结

构，我们的生活环境中积累的美学价值往往成为受害

者[4]。”对于传统造物设计的理解，不仅需要分析表面

视觉符号的风格、情趣、演变趋势，更重要的是，需要

立足当时情境下创造者对世界对造物的理解。“所谓

的人为事物，其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有两方面：一是人

的意图与目标，另一是人为事物所处的环境[5]。”“新东

西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们岂止是离不开，它们其实就

是取自于对平常、单调的日常存在的大胆唤醒[4]。”旅

游纪念品的创新，需要深入到设计文化现象的深层，

把握社会生活与设计文化的内核，从文化的源头解

读，进而唤醒设计的生命活力。

以中制茶工序系列纪念品为例，见图3。从采青、

晒青、烘焙到品茶，复杂的工序通过精致的微缩雕刻

得以再现。人们仿佛与劳作者一同劳作，与品茶者共

坐品茗，把握赏玩之间，心随景动，不禁对制茶工艺以

及中国茶文化深深认同赞赏。同样，岭南狮形象的演

化与长久不衰，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滋养，民俗活动的

传承。围绕符号化语言所进行的相关纪念品设计不

能脱离其赖以活动的环境。比如表现热烈的舞狮活

动情境，或结合岭南民居以岭南石狮为中心，打造语

境式纪念品设计模式，通过再现狮形象所处的各种环

境，触动旅游者游历过程中的真实感受，探寻狮形象

演进的文化基因，纪念品设计的生命活力才不是无源

之水。

3.2 结合中西设计思维探索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路径

“所有文化都历时而变迁，变迁的发生是对诸如环

境危机、外敌入侵或在文化内行为和价值观的改变等

事件的反应[6]。”长期以来，设计师们从西方现代设计思

想中学习价值观念与设计方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各

种古老文化的母体中均充满着智慧与设计。正确解读

与阐释中西设计思维，思考中国传统设计思维与现代

设计思想的结合，才能催生新的设计智慧的产生。

岭南狮形象的存在与演变受人、环境、时间、条件

等的制约，无论是代表威严守护的石狮，还是表达热

烈喜庆的舞狮，都有相对固定的造型、材质、体量，存

在于相对定式的活动空间中。其复杂的形态、色彩、

材质及功用，在转化为旅游纪念品设计时需要极为灵

活的设计想象。比如体量的改变，大型的狮造像微缩

为纪念品时，需要研究材料运用、工艺结构、造型设

计、色彩配置，要针对旅游消费者分析定位，在传统造

物形态与现代设计思维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狮形象

在纪念品领域的成功创意与再设计。

这种转化路径可借鉴亚运五羊纪念品的形式，

见图 4。运动员小羊的简约造型、明快色彩是传统羊

城文化通过现代设计思想的再造，在新材料新技术

的支撑下，小巧精致的五羊纪念品诠释着传统文化

在新时期的全新风貌。

4 结语

在大力发展旅游文化的今天，纪念品的遗产价值

和商业价值比从前任何时期都更应引起重视。岭南

图3 制茶工序纪念品

Fig.3 Souvenir of tea process

图4 亚运羊纪念品

Fig4 Asian games souvenir of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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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形象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纪念性、民俗风格性，作为

一种地域文化符号，应该担负起旅游文化信使的重

任。纪念品的创新设计是继承与发展的过程，通过溯

源传统造物的深层文化源流，破译传统设计思维方

式，吸收现代设计思维方法，才能为创新设计与发展

新时期的旅游纪念品找准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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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设计过程中，隐喻是促生设计创新的一种重要的

设计思维方式。这里探索了基于复合隐喻的产品设

计创新方法。由于多个隐喻类别同时存在于设计的

各个层面上，因此，尚需从设计认知的角度深入探索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基本机制，从而为设计实践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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