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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杭州城市文脉在城市礼品项目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就其应用方式提出可行性建议。

方法方法 结合国内外成功案例，以城市文脉为线索，分析目前杭州城市礼品的开发误区，整合杭州城市文

脉资源，引出城市文脉的应用模式。结论结论 城市文脉在杭州城市礼品中的应用价值一直被忽视，而传

统以西湖作为核心元素的推广思路却在目前遇到了开发瓶颈；项目的重点应转移到对文脉元素的开

发与利用中，使城市礼品的特殊意义和收藏价值更加丰富，在满足市场与文化平衡的同时，保证城市

礼品的根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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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status and role of Hangzhou urban context in the city gift project，and provide the

feasibility suggestion about its application mode.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successful case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using the city context as clues，it analyzed the wrong region about Hangzhou city gift development at present，

integrated the urban context resources in Hangzhou city，and directed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urban context.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urban context in Hangzhou city gift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also the traditional

popularization ideas which use West Lake as the core elements are ran into difficulty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the project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ntext elements.Let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collection value

of city gift more and more abundant，to satisfied the balance between market and culture，ensure its prim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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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政府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脚步从未停止，

并明确将城市礼品作为推广的关键要素。即使几乎

年年举办各类城市礼品公开征集活动，也始终无法催

生出任何代表性产品。这其中自然有制作成本、单位

间协调等客观因素，但城市文脉在杭州城市礼品设计

推广中的整体缺失，致使礼品设计与市场需求脱节，

才是形成目前开发瓶颈的真正原因。而如何发挥其

在杭州城市礼品中的地位与作用，则需要更深层次的

思考与展望。

1 城市文脉缺失与杭州城市礼品的开发误区

城市文脉的概念最早诞生在景观设计中，是指关

于人与建筑景观、城市景观、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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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广义来看，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诞生和演进过程

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阶段留存下的历史印记，

包括风俗习惯、文化遗产、历史地标等，体现的是浸入

该城市的文化符号[2]。反观杭州城市礼品的设计开

发，由于市场因素的干扰和束缚，似乎还没有找到对

城市文脉的合理应用方式，这也造成了项目整体的开

发误区。

1.1 品牌意识的文化失衡

城市礼品为了配合城市进行整体营销而存在。

它的一面是市场与商业利益，而另一面则是文化与城

市形象，两者缺一不可。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重旅

游商业利益，轻整体文化营造，是杭州城市礼品项目

陷入的第一个困境，因此，为达到两者均衡，不能将城

市礼品当做普通的旅游纪念品，依靠商家自主开发，

而应由政府制定专门的指导规范，从产品外观和包装

开始，融入到整个城市的整体视觉形象中，使消费者

加强对城市的记忆与认同感。

其实杭州在城市品牌的建设上走在了全国前

沿，并成为最早拥有市标的城市之一[3]。可城市品牌

概念过于简化，而且缺乏操作细节。以市政府与礼

品生产企业的双方协议为例，“突出杭州市标”成为

了唯一一项外观推广要求，但再优秀的城市标志，也

无法承载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如果政府只用市标

授权的方式来控制城市礼品整体面貌，放任商家在

外观包装上各自为战，则整体营销的概念只能成为

商家间竞争的牺牲品。这也是目前杭州市场礼品虽

多，但和“城市”二字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因此由政

府出面，明确市标使用的商业规范，并建立起一套完

整的城市视觉使用规则，是城市礼品能否实现品牌

化、市场化和宣传最大化的当务之急。正是因为基

于城市文脉的城市视觉规范未被提及与发掘，使得

杭州市标在配合城市礼品展示时总是显得过于单薄

和杂乱。

1.2 西湖元素的泛滥使用

开发杭州的城市礼品，自然不能回避西湖。但目

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部分杭州特色产品在使用“西湖”

这个元素时，却往往过于表面化。例如“西湖十景”莲

子糕见图1，既不能满足审美内涵，也不能提供礼赠价

值。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将西湖单纯地看作一处风

景，而忽略了其中城市与人文因素的表现。有学者就

指出，杭州的自然山水可能比不上桂林，但桂林却独

缺人文景观；杭州的人文景观可能比不上西安，但西

安独缺自然山水。将我国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如此

巧妙地融合一体的，只有杭州西湖[4]。

杭州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实一直都不缺乏充

满特色的地方产品，但那些充斥市场、包装粗糙、组合

随意、单调冰冷的“土特产”，充其量只达到了旅游纪念

品的程度，使得“西湖与杭州”这组关联概念急需品质

上的升华。这是商家对市场诉求脱节的结果，也反映

了他们无法成为文化传承者的事实。其实消费者真正

想购买的城市礼品，不需要太多客观的记录，在这个数

码产品高度整合的时代，将景色永久保存并带走是多

么得轻而易举。他们更需要产品具有一些抽象而不能

言说的文化气质，无论放置保存还是赠与亲友，都能映

射自身的修养与品味，因此，在城市礼品这样一个需要

规则介入，带有推广目的的政府项目中，参与者不应被

目前的市场环境所蒙蔽，必须明白文脉元素的继承与

应用才是城市礼品的市场出路。如果仍旧抛离自然风

光背后的城市文脉，忽视对西湖周边人文景观和文化

遗产的开发利用，杭州城市礼品设计也有可能落入到

肤浅泛滥而无人问津的结局之中。

2 杭州城市文脉的类别提取

杭州的城市文脉早已渗透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因

此，对其进行概括与提取，必须成为应用城市文脉的

前提条件。希望以此为线索，重新整合西湖山水与杭

州人文风光，形成城市礼品设计推广的新思路。

图1 “西湖十景”莲子糕

Fig.1 "Ten Scenes of West Lake" lotus seed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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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市井文化

杭州城市文脉的第一个类型是各种市井文化，它

形成和代表了杭州人的审美特色与生活方式。从表

征上来看，杭州的市井文化可以大致概括为“俗”与

“雅”两大类。“俗”指的是“风俗”与“民俗”，包含了丰

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首先是杭州特色的饮食文化，

包括“定胜糕”、“油炸桧”、“叫花鸡”等；其次是传统的

手工艺文化，除了耳熟能详的“张小泉”剪刀外，还包

括“王星记”的扇子和西湖绸伞；最后还有以“胡庆余

堂”、“方回春堂”等为代表的中医养生文化。另外，杭

州的“雅”文化含量也相当高，“龙井茶”已然成为杭州

的重要名片，与城市精神相通[6]；不时出现的“御”字号

街道、品牌、称谓，也在提醒人们杭州曾经的皇城身

份；而“东南佛国”灵隐寺，更体现了杭州充满禅韵的

另一面。在雅俗文化的相互交织下，杭州塑造了被世

人记忆的一个个符号，生动并且鲜活。

2.2 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本身就具有活态的、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和

价值[7]，而杭州的民间传说总结起来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形象鲜活，深入人心。目前经过改编之后的

《白蛇传》、《梁祝》，包括各种电影、电视、话剧、民间戏

曲、动画、小说不下百部，这是其他旅游城市都不可比

拟的群众基础。二是与西湖紧密结合，虚实互补。杭

州几大民间故事，其情节的发生、发展都基本围绕在

西湖周边，像《白蛇传》中的雷锋塔、断桥；《梁祝》中的

万松书院；《济公》中的净慈寺等，也为这些西湖风景

开拓了新的宣传路径，有利于旅游形象的全新塑造。

三是符合大众诉求，适合现代化改造。像《白蛇传》与

《梁祝》都是传统的爱情故事，而其中角色的性格、形

象又各具特色，也包含较多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适

合成为串联城市礼品的文创主题。在目前的城市礼

品设计推广中，此类民间传说的开发与应用却远未成

型，值得深入关注。

3 杭州城市文脉的应用化思考

城市文脉在城市礼品整体项目中的融合，既不能

浮于表面，也不能脱离客观实际，因此，结合国内外成

功案例，可将城市文脉的应用模式分为3种，以供参考。

3.1 提取与品牌整合

城市文脉的第一种应用模式是以调查和研究为

基础，提取文脉中最易于识别、体现城市文化特征的

部分，并加以图形化概括，成为城市整体品牌形象的

一部分，结合于城市礼品的外观、宣传推广和整体包

装之中，以经营品牌的概念来经营城市礼品。

香港城市品牌的设计首先值得借鉴。这套形象

系统由香港政府委托著名设计师陈幼坚在2009年修

改与拓展。项目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市标的更

新设计，二是衍生形象的应用开发。在第二部分：陈

幼坚首先定位了整体的城市色彩，用象征活力与变化

的高纯度渐变色调，体现香港走在亚洲前沿的时尚气

息，见图2。其次，项目运用大量的抽象符号，概括了

香港的城市生活主题。这些符号于是被运用在丝巾、

领带、徽章、服饰等各类礼品之中，很好地延续了香港

的城市精神，也体现了城市文脉与城市品牌的巧妙结

合，见图3。

图2 “香港品牌”城市元素表达

Fig.2 "Brand Hongkong" city elements expression

图3 “香港品牌”衍生品设计

Fig.3 "Brand Hongkong" deriv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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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域，在其地理环境、历史传说、风土人情

等方面都留有大量的文化符号[8]。杭州作为一个文脉

素材丰富的旅游城市，通过以上符号的提取与重新整

合，再辅助以充满江南特色的设计表现，无论是作为

产品的外观主题，还是包装与推广过程中的形象要

素，都能使杭州城市礼品以统一的品牌形象示人。

3.2 转换与动态延续

无印良品的设计师原研哉曾说过：在现代人的消

费当中，唯有时间和故事是买不到的[9]。城市文脉的

第二种应用模式就是通过强调文脉中所包含的故事

性与历史感，使其转换为能够被城市礼品所利用的文

创元素，让消费者买到礼品的同时，也体会了其中特

殊的历史情结。

在杭州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太多墨宝与文

化遗迹，而民间传说与西湖风景的紧密结合也深入人

心。充分发掘这些可用素材，让城市礼品讲述产品背

后的故事，让消费者因为这些故事而珍藏礼品，则是

对杭州城市记忆的最好延续。

3.3 活化与价值提升

所谓“活化”，是指让即将或已经消失的传统文化

在现代营销环境下重新复活，即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涉及的民间工艺、戏曲、技法与相关守艺人，也包含

被遗忘的历史渊源和风俗传统。

日本在多年前就开始通过分档来强调活化的作

用：以同一款工艺产品为例，第一档与第二档只在精

美程度上略有区别；而最高一档则是“无形文化财产

持有者”[10]的亲手作品，他们是该行业中技艺最精湛的

国家级大师，作品因为带有他们的亲笔签名而价格猛

增，甚至与前两档相差数十倍。

如果借鉴日本的操作经验，尝试将“工艺大师”的

认证标识与相关城市礼品的包装宣传相结合，那么不

仅城市礼品的收藏价值能大幅提升，传统手工艺也可

以真正融入到现代营销环境中，焕发长久生命力。另

一方面，杭州还有许多未待整理的文化历史。如前不

久出现的《清乾隆西湖行宫图》衍生产品，则是发掘了

孤山脚下乾隆行宫遗址与西湖博物馆馆藏作品之间

的文化联系，将历史记忆重新复原，并得到了广泛的

市场认可，见图4。这个案例让人们进一步相信文脉

元素对于未来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虽然目前只

有一部分企业自主开发，但也展现了政府与企业合作，

并共同开发城市文脉与推广城市礼品的美好前景。

4 结语

由于相关开发企业的标准混乱与趋利现象，杭州

城市礼品项目急需市政府在整体性和文化性上的近

一步认识与规范，这是目前阻碍理想礼品诞生的最

大症结所在。如能发挥政府工作的主导作用，将项目

的主要方向转移到城市文脉的应用研究，则可让杭州

的城市礼品更贴近根本属性，发挥其对城市形象的推

广作用，也为城市文脉本身的传承与延续打下了市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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