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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梅山剪纸艺术出发，探索梅山文化园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思路，以旅游纪念品为载

体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方法方法 采取梅山剪纸文化基因提取、旅游纪念品与游客互动及基质载体转化

的设计方法，实现地域性、趣味性、便携性等方面的有效提升；并运用参与、趣味、怀旧等情感元素，增

强购买吸引力。结论结论 以梅山剪纸为例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旅游品销售的双赢，希

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播及其产品开发有所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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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Based on the Meishan paper-cut，it discussed the tourism souvenirs design ideas in Meishan

Cultural Park，to use the souvenirs as a carri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Methods Through the

extraction of Meishan paper-cut cultural gene，tourist souvenirs interacting with visitors, paper-cut carrier conversion，it

realized the promotion of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souvenir which were localization，commemorative and practical.It also

used the emotional elements such as participating，funning and reminiscence to enhance purchase attractive. Conclusion
Taking souvenir design integrated with Meishan paper-cut for example，it achieved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culture

spreading and tourist souvenir sales，in the hope of giving a reference of intangibl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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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梅山文化园建于梅山文化发源地核心地域

湖南省安化县境内。该项目的建设旨在通过对梅山

文化的拯救、保护和挖掘，使梅山文化得到再现和传

承。文化园将梅山文化所影响的多种文化符号、文化

信息、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集中展现，力图建造一个

展现梅山文化的主题公园。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是旅游开发中的重要一环。梅山文化是

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包涵

多种民间艺术形式，如滩头年画、梅山剪纸、傩戏、梅

山木雕等，以此作为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主题是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理性选择与有效途径。下文将以梅

山剪纸艺术为切入点，阐述梅山文化园旅游纪念品的

设计构想。

1 梅山文化与梅山剪纸

扎根于梅山地区的梅山文化历史久远，可上溯至

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现今学术界更把其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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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远古文明和湖湘文化的祖源文化[1]。过去梅山地

区属南楚蛮地，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交通阻塞。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与外界交往甚少，形成了封闭的“独立

蛮国”，故有“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2]”一说，其文化

的各方面都体现出浓厚的原始色彩。加之该地域苗、

瑶等多民族聚居，民族文化的差异和融合，使其更是

特色独具。时至今日，梅山文化仍保留着一定的原始

习俗，被称为原始时代的“活化石”。

梅山剪纸是建立在梅山文化民俗性之上的民间

传统艺术之一，并入选湖南省非遗名录。其内容主要

包括：（1）梅山祭祀剪纸，如桃符、纸幡、相衣等；（2）节

庆和生活剪纸，如正月门笺、鸡蛋花、窗花、鞋底花等；

（3）娱乐剪纸，如影子戏、风筝等。梅山剪纸有较为严

格的民俗讲究，如门笺纸只在大年三十至正月十五张

贴在门楣上；婚庆剪纸只能按主人家的房间数定额制

作；鸡蛋花是生小孩时作外婆必备的贺喜礼物；寿诞

花是父母大寿时儿女在礼品上的装饰；相衣剪纸则是

人老终死后作道场法事专用的神像。薄薄一层剪纸，

蕴涵着厚重、独特的梅山文化。梅山地区的民间刺

绣，木雕等也常以剪纸图案作为仿效摹本。

2 剪纸艺术传承途径的思考

传统剪纸可谓“一把剪刀打天下”的民间艺术，虽

为我国广大地区的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并

已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艺术列入我国非遗名录，但其在

家庭成员或邻里间“小众”范围内手传心记，世代相传

的个体化创作模式，加上作品多采用易损毁的纸质形

式，使其展示传播的影响力受到限制。

不可否认，以剪刀剪纸的方式是最具有原真性的

传承手段，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的艺术

媒介与手段不断涌现，为文化与艺术传承途径的多样

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环

境和大众审美需求，将剪纸艺术以恰当得体的形式表

达，突破单一传统形式的局限，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和传

播质量，这对于在现代语境下，以梅山剪纸为代表的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梅山文化园旅游纪念品设计构想

旅游纪念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其生命周期

在于艺术设计的不断创新。欲求旅游纪念品热卖畅

销，更需要强化地域性、纪念性、实用性、艺术性、便携

性、趣味性等特征[3]。旅游纪念品被游客收藏留存、室

内陈设、馈赠亲友都是极好的文化传播形式。将梅山

剪纸文化元素植入文化园的旅游纪念品中，通过以下

几种设计方式与表现手法，不仅有效地强化了上述特

征，亦使其成为传播剪纸艺术的有效途径。

3.1 文化基因的提取——地域性的彰显

大凡到过巴黎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来自哪个国

家、民族，也不论是否登临铁塔，一般总会饶有兴致地

以巴黎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建筑艾菲尔铁塔为背

景拍照留念，并购买铁塔的微缩模型作为旅游纪念或

馈赠礼品。地域文化特色是旅游纪念品极为重要的

特质之一[4]，使它与其他商品有所区分。一般来说，文

化的各种显性或隐性表现形式在一定范围的地域内

具有某种类特征[5]，导致这种类特征与区别的根源即

地域的文化基因。梅山剪纸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民

间艺术，应发掘提取其文化基因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创

意切入点。

1）题材的提取与引用。梅山剪纸多取材于梅山人

的民俗民风和日常生活。梅山文化是渔猎文化与农耕

文化的结合，故有“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下峒梅山打鱼

摸虾、中峒梅山掮棚看鸭”的生活习俗。梅山地区的黑

茶文化也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流传

着无数的传说与典故[6]。这些生活习俗、传说故事在剪

纸中均有体现，把这些特色内容融入纪念品的设计中，

将使纪念品带有明显的文化属性。如梅山地区常见的

黑茶茶砖包装为原始简易的黄皮纸，在梅山文化园的

黑茶作坊中，可把根据黑茶典故创作的连环画剪纸运

用于其包装设计中，使游客能在熟悉茶砖制作流程的

同时，也对当地的民间传说有一定的认识。剪纸的镂

空特性使原本简易的黄皮纸包装在不失其原有古朴风

格的基础上，又增添活泼的元素，见图1。

2）形式的提取与设计。梅山地区最具特色的剪

纸形式之一为“鸡蛋花”剪纸，它附着于鸡蛋这种非平

面化的表面。它是当女儿生了孩子，外婆上门道喜的

首要礼品。这也是梅山剪纸对于民俗“打三朝”的生

活艺术之表达，见图2。可通过提取鸡蛋花的基因形

式设计出具有类似剪纸效果的镇纸，将印章图案或百

家姓等具有一定意义的内容蚀刻于打磨成蛋形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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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上，既有实用价值，又带有吉祥寓意。蛋形镇纸见

图3，蚀刻图形是根据梅山地区的名人——清代两江

总督陶澍的印章刻蜕演变而来。

3）艺术性的提取与延续。艺术性伴随地域性而

存在。梅山剪纸最初始于民间自发的创作，虽未经专

业化的美学教育与艺术熏陶、训练，但均源自人类最

本真的自我观照与情感表达，是基于自然事物的提炼

与变形，并遵循“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理念，表现出

对天、地、人朴素的敬畏和美好单纯的祈盼，是本能的

对完整、和谐与秩序的内在审美的追求[7]，因而，这些

表现形式凝聚着历代艺匠个人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创

意构思，展现出丰富的美学意蕴，凸显出迷人的亲和

力，蕴藏着巨大的艺术价值。如相衣剪纸色彩艳丽醒

目，成组相衣色彩对比强烈，并配合彩绘技艺完成，在

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审美心理诉求。

3.2 旅游纪念品与游客的互动——趣味性的激发

旅游的本质是一种体验活动，既包括游客在旅行

游玩中通过运用原有知识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观

察所获得的心灵愉悦，也包括他们通过直接参与活动

而得到的舒畅感。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应注重游客的

心理体验和行为特点，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与潜在

需要，运用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创造出能

够被理解、被感知、被体验的元素与内容。

强化旅游纪念品与游客的互动就是一种增加纪念

品卖点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趣味性方面。这种互动

可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种方式。隐性模式是指纪念品的

某种特质向游客发送信息，引发思索、探求或某种情感

上的共鸣，是心理层面。而显性模式则是一种较易于

理解的互动形式，侧重于游客行为上的直接参与。

1）旅游纪念品与景观的联动。随着旅游阶层的

扩大、游客知识的增长和识别能力的提高，主动体验

的参与型旅游活动取代传统的浏览型被动体验模式

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因此，要提高产品的娱乐性和

可玩性[8]。把这种参与性引入到旅游纪念品中，不仅

大大提升旅游纪念品的趣味性，同时也能成为游客美

好的回忆，承载纪念意义。《世博护照》就是一个很好

的实证，收集印戳成为世博会上参观者最热衷的活动

之一，很多场馆甚至出现排队盖章现象。在梅山文化

园中，将旅游纪念品与景观相联动，设计了一个生肖

雕塑园，选取一处较平坦开阔的空地，以白色花岗岩

为材料，把放大版鸡蛋花圆雕作为景观元素，散置于

地上，以适合于大地的尺度供游客亲近，营造一种互

动与交流的环境，见图4，并就近集中设置相同材质的

拓写台，顶面刻有与圆雕一一对应的生肖图案的拓写

雕版，见图5。园内可购买拓写本及相应的剪纸工具

与材料，游客寻找到自己想要的生肖模板自行拓写，

见图6，并按照拓写出的图案剪出相应的生肖剪纸。

找寻、拓写、剪纸制作的过程促使人与纪念品之间产

生了互动、交流；游客参与到纪念品的制作过程，即实

现了有效的“人机对话”，“自得其乐”油然而生。而剪

图1 结合剪纸的黑茶包装

Fig.1 Dark tea packaging with paper-cut

图3 蛋形镇纸

Fig.3 Paperweight with egg shape

图2 鸡蛋花

Fig.2 Paper-cut decoration on 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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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成品因为是自己亲手所为，由此获得的成就感更具

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情感记忆的导入。现今社会崇尚创新发展，一

切都日新月异，但在人的内心深处本能的会存在某种

惯性[9]，会对旧物产生难以释怀的情愫，记忆中的东西

往往尤为珍贵。对“老物件”的兴趣和怀旧产品的热

销，说明人们总希望找个情感寄托点，为过去的记忆

寻求一把开启的钥匙[10]，使过去的生活情感能在现代

人中间延续，搭起沟通几代人情感的桥梁，唤醒尘封

的美好回忆[11]。在上辈人印象中，万花筒曾经是孩子

们的“梦幻世界”，几近达到人手一只。它运用光学棱

镜反射原理，将底层的图案在转动中完成各种排列组

合，从而变幻出无数的对称图形。而图案对称且往复

循环恰恰是剪纸艺术中常见的表现手法，见图7，这一

特点正好与万花筒的艺术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

此，在创新设计中可以选择梅山剪纸的个性元素，如

将窗花、鸡蛋花、盖碗花的图形收纳其中，开发出以梅

山剪纸艺术为专题的万花筒。万花筒这一带有怀旧

情感的传统玩具完全可以搭上“旅游纪念品”的快车，

再度风靡。

3.3 基质载体的转化——便携性的改进

旅游纪念品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能被游客带回客

源地。作为剪纸的原生载体，由于纸张易损、易折、易

皱，且折皱后无法平整复原，在流通过程中常带来不

便，在携带时往往需要借助有一定硬度且平整的物体

将其固定。

其实早在剪纸出现以前，古人就用金银箔片、皮

革和丝绸等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剪纸的镂刻艺术。在

进行基于剪纸艺术的旅游纪念品开发时，可借鉴于

此，以基质载体的转化来改进其便携性，通过材质的

转化进而又会带来规格、造型等方面的变化。主要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考量。

1）“柔化”方式。“柔化”即采用柔软的材质为剪纸

的基质载体，如棉、麻、皮革、化纤等织物，融合梅山剪

纸的图案样式，运用机织、手编、印染或雕刻镂空等技

术手段来设计桌布，桌旗、壁挂等软装饰品，即便于携

带又具有实用价值。麻织挂饰见图8，是以编织的方

式，结合梅山婚嫁剪纸图案的麻织挂饰。

2）“硬化”方式。“硬化”即采用较为坚硬的材质作

为基质载体，如金属、陶瓷，以及前面所提及的石材

图4 生肖雕塑园效果

Fig.4 Zodiac sculpture garden rendering

图5 生肖雕板示意

Fig.5 Zodiac carving board schematic

图6 拓写效果

Fig.6 Zodiac carving transcription

图7 盖碗花图案实例

Fig.7 Tureen paper-cu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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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运用雕刻、蚀刻烧制等方式进行设计。因为材质

的硬度使其不能折叠、弯曲以缩小携带体积，因此体

量上的限制要大于软性材料。

3）“拼图”方式。拼图具有包装规格较小却能平

和成较大图形的优点，因此，把较大规模的剪纸图案

以“拼图”的方式分解成较小的组成元素，回去后再按

照一定规律组装即可。可采用磁性剪纸材质，方便图

形的自由拆合与固定，并能根据个人喜好调整图案的

组合形式。这样即有利于携带，有增添了趣味性。

4 结语

通过对梅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梅山剪纸的

实例分析，提出梅山文化园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构想。

具体运用文化基因提取、旅游纪念品与游客互动和基

质载体转化的设计方法与表现手法强化梅山文化园

旅游纪念品的地域性、趣味性、便携性等必要性特征，

以寻求剪纸艺术表现形式的转换与生存求变，向立体

化、户外公共空间化延伸与发展，有效增强其生命力

及扩大其文化传播效益。希望籍此促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有效传播和提升传播效率，

并在思路上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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