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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锦州城市特色文化在锦州旅游工艺品资源创新开发与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引入具

有代表性的锦州满族文化及海洋文化两大区域主流文化资源，对旅游工艺品创新研发中的图案、材

质、形质等设计元素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对其设计应用进行解读。结论结论 提出了城市旅游工艺品需要

地域化、品牌化、开放化、时尚化设计；文化的交融、碰撞、对接为城市旅游工艺精品品牌开发注入了生

机与活力；其地域性的文化资源将促进旅游工艺精品对城市商业文明品牌的重识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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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Jinzhou city in tourism crafts resourc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design. Methods It introduced two regional culture resources representative of Jinzhou

Manchu culture and marine culture，analyzed the design elements such as patterns，materials and form in tourism crafts

development，and interpreted the design application. Conclusion The city tourism crafts need regional，brand，open，

fashion design；blending，collision，docking culture to pour into the vitality and the vigor city tourism craft boutique brand

development；the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will promote tourism craft boutique on city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brand

recogn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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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工艺品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根植于城市

的文化精神，而工艺品设计是城市文明建设活动中的

文化行为方式，它注入了深厚的区域文化特质，是城

市振兴和发展的根基和起点，是文化经济与物态经济

共同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1]。辽宁锦州地处辽西走廊

东端，渤海之滨，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

名城，也是一座著名的现代优秀旅游城市。其旅游市

场中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更多体现在文化与景区的融

合，而忽视旅游产业链中旅游工艺品设计重要一环，

因而明显缺乏突出的亮点和品位，其中劣质设计和创

意制作充斥着旅游工艺品市场，因此，在加大进驻文

化产业发展之时，一方面，要注重民族工艺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对现代时尚的

海洋文化深入挖掘，合理探究锦州区域性的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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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使地域性民族传统文化与海洋文化相互融合[2]。

正确客观的给予正确引导，找准设计定位，从而合理

有效的利用锦州的城市特色文化资源，持续开发具有

代表性的旅游精品的创新开发与设计。

1 锦州旅游工艺品开发的文化价值释义

锦州旅游工艺品开发的文化理念是该城市长期

生活孕育、繁衍、根植的物化呈现，是人们长期生产、

劳动、生活形成的具有特殊地域性色彩的文化情怀，

它在诉说着锦州城市古老文明的溯源与延伸，更记录

着现代城市时尚发展的轨迹与流变，它一方面，彰显

着锦州城市多元文化的审美特质，另一方面，是锦州

城市文化的镜像反射与城市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化窗

口。它不仅提供了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新模式、新视

角、新定位，更能促进的新的生活方式与商业文明的

改良与建构，从而为锦城的时代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

活力。城市文化价值是商业文明建设之本，更是城市

品牌建设的重要先行理念[3]。旅游工艺品设计依托于

城市文化内涵的深厚根基，吸收这种具有中原民族文

化稳定性及时尚海洋文化的审美灵性，一种内外双修

的多元化审美内核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并存的艺术

气质与基本形貌，正是打造城市旅游精品的价值所在[4]。

2 锦州旅游工艺品文化价值的递进与延伸

2.1 锦州满族文化理念传承

锦州满族文化是指在锦州地区及周边区域内，在

历史发展中逐渐创造和形成的具有满族特点的文

化。锦州是满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地域，也是清

王朝的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关东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因此，锦州

的满族文化不仅是重要的城市文化内涵与特质，更具

有重要的旅游开发的文化价值，成为锦州城市吸引中

外游客的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

西侧，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时，更彰显着浓郁的女真人

萨满文化特质，长期以来深受满文化的洗礼与物化，

其生命的依托与注视形成了视角独特的锦州特色满

族文化[5]。 锦州满族民间剪纸是锦州满族文化的重要

艺术表现样式，其剪纸的浑厚、粗扩、大气、恢弘无不

折射着萨满文化的关东情怀，彰显着盛大祭祀之时雄

伟宏达的萨满文化情愫，因此，这种文化思维理念应

该得到传承与开拓，并积极有效的应用于旅游工艺品

的开发设计中，拓展其商业价值的应用空间，宣传锦

州特色文化，以一朵绚丽的文化奇葩屹立于民族旅游

工艺品的行列中[6]。如萨满剪纸“麽麽人”，其艺术形

象剪制粗扩、质朴，从表象上看，可判定其具有的地域

民族原始性色彩。在城市旅游工艺品开发设计中，可

以将其传承并加以开发与再利用。满族吉祥灯饰工

艺品见图1，其造型、图案等设计均来源于对锦州萨满

文化的吸收与物化，以其特有的视觉样式再现了现代

城市旅游文化语境中对原始地域性民族文化的吸收

与理解。图案设计中的人物服饰以满族服饰特点呈

现，对称的正面造型和展开的四肢，显露着人的完善，

替代着人的躯体去完成捍卫生命、娱乐神明的使命。

这正是满足祭奉祖先的古俗之物，其程式化的排列，平

面二维的透雕式的剪刻，折叠与剪镂结合的剪纸艺术

语言特征，使旅游工艺设计作品的材料具有一种体积

感又有刀剪意味的造型样式。这种民族文化艺术的再

现及传承积极有效地合理运用到锦州城市旅游工艺品

中，彰显了浓郁的锦州地域性的城市文化色彩。

2.2 海洋文化资源的整合

所谓的“海洋文化资源”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

化资源，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

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

生活内涵[7]。其海洋文化资源本身具有高度的开放

性、宽容性、多元性的性情，是当今我国资源开发的重

要、新型研究领域，它具有巨大的可开发空间，如果将

浩瀚的、蔚蓝的海洋资源进行合理的深入探究，将其

文化因子整合性地应用到城市商业旅游的文化建设

图1 吉祥灯饰工艺品

Fig.1 Auspicious lighting c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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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其生存及发展空间是不可估量的。它将会成为

人类世界的绿色、和平、生命的代表性符号。锦州作

为辽宁沿海城市重要的经济、文化的中心与枢纽，大

力顺应辽宁沿海开发五点一线战略，大力扶持沿海经

济带城市文化建设，而锦州地处沿海之滨，特殊的旅

游地理及人文环境构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环渤海之

滨的海洋文明色彩，它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带领锦城人

民打造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城市文明形象。锦州城市

旅游工艺品的设计研发依托锦州特殊的海洋文化资

源进行合理利用与整合，将会给锦州旅游工艺品的市

场发展带来一股清晰之气。“城市与海 和谐未来”是

2013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主题核心理念。以海诉

情、以海托物、以海触景激发了国内及世界各地的游

客前来观光。以此为契机创新开发具有代表性的锦

州城市旅游工艺精品，能够更好宣传本届世园会的核

心价值理念，同时也展示了锦州沿海城市文化的国际

化、时尚化、开放化的多元化城市文明表象。胸针工

艺品（锦州世园会）见图2，正是为锦州世园会专门设

计研发的一件精美别致的实用性工艺品设计案例，工

艺品外形整体上看像是一朵绽放的花朵，花瓣部分是

用亚麻纤维面料定制，中间花蕊部分是用特殊金属材

质定制的圆形扣件，微微向外绽放伸展的结构部分，

蕴含着祝福锦州世园会的展望未来，花开大海的设计

理念，圆形扣件上的图案设计部分，运用装饰设计的

图形表现方式，以蓝色及绿色作为主体色，提取海洋

鱼类生物进行变异、归纳等创作手法进行图案的编排

与再现。该件旅游工艺品设计从图案、结构、材质、辅

助包装的环节做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合理有效的

统一[8]，是对“城市与海 和谐未来”的主题美学思想的

完美映射，是对锦城海洋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与探

究，是对锦州城市商业文明的抽象概括与再现。

2.3 民族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双修内核

民族与海洋的交汇与碰撞是时代文明发展进程

中两个特色文化符号的对接与碰撞。民族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核和文化价值系统，其需要逐步

的继承与发展[9]。而海洋文化的开放、包容、神秘的深

厚底蕴对当今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更为深远。然而，

面临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显得尤

为重要。文化在保持久本性之时，更需要文化的递

进、延伸、对接、多元[10]，因而，民族文化与海洋文化的

融合将会是文化发展的主流模式，积极有效的充分利

用两种文化理念将会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新亮点，两

者应是相互交融的双修内核。

锦州城市旅游工艺品创新开发依托于锦州城市

的特色文化，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与合理利用，将会

促进特色旅游工艺品的研发，这正是需要亟待解决的

创新问题。锦州世园会剪纸艺术工艺品见图3，画面

图案设计来源于对海底生物鱼的元素变异设计，将

点、线、面及正负形结合节奏与韵律、对立与统一、对

称与平衡等原理与法则进行组合编排，结合世园会的

标志设计体现海洋文化的时代特色，工艺品制作工艺

结合了锦州满族剪纸的技艺，以传统影响造型方法表

现对象情态特征，具有概括、夸张、鲜明的特点。画面

给观众带来想象的空间，使之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受

到了广大旅游消费者的喜爱与关注。可见，该幅设计

作品中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创意视觉图案样式，在积

极宣传海洋情怀之时，注入了地域性的满族剪纸艺术

洪流，使设计作品的呈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剪纸艺

术作品的程式化特点，树立了民族与海洋文化交融的

新的时尚创作风格，为锦州旅游工艺品设计市场开发

树立了新的创作主流模式与设计方向。

图2 胸针工艺品（锦州世园会）

Fig.2 Brooches crafts（Jinzhou World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图3 剪纸工艺品（锦州世园会）

Fig.3 Paper-cut crafts（Jinzhou World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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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锦州城市旅游工艺品的创新设计与开发，依托于

城市的独特文化资源。锦州城市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类型齐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其传统满族文化

情怀及时尚的海洋文化色彩两大标志性的城市主流

文化的相互交融、碰撞与对接并将其整合性的应用到

城市旅游工艺品的研发中，必将给锦州旅游工艺品市

场带来一股清晰之气，必将会促进锦州城市商业文明

品牌的重识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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