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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井盐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开发设计。方法方法 采用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全面研究全国的纪念品设计方法、原则，并对井盐生产最主要的四川地区，特别是自贡的井盐文

化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广泛收集有关盐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等方面的书籍、论文、设计实例等资料，

重点从设计观点、地域文化特色的体现上，研究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设计。结论结论 井盐文化特

色的旅游纪念品开发必须充分提取井盐文化元素，使其具有创造性；深入挖掘游客对纪念品的潜在需

求，使其具有针对性；着重强调对井盐文化理念的体现，使其成系列化；在满足旅游纪念品设计原则的

同时体现四川的地域文化特色。井盐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开发，必须达到纪念品设计理念上的延

续、材料的重复利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等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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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urist Souvenirs Development Based on Salt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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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 with salt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it ma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ountry′s souvenir design methods，principles，and the most well salt production areas, especially in Sichuan Zigong salt
culture tourism resources，collected information about salt broad cultural, tourist souvenirs desig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books, papers，design examples and other first-hand information，the focus from the design point of view，a manifestation of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alt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 Conclusion Salt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ust be fully extracted well salt souvenirs cultural elements that make
creative；dig tourist potential demand for souvenirs，so that targeted；emphasis on salt culture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to make into a series；meet the tourist souvenirs design principles embodied both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Tourist souvenirs development with sal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must meet the continuation of souvenirs design
idea，the reuse of materials，the demand of consumers，economic growth and constantly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salt culture；souvenirs；local culture

井盐是历代所有食盐（井盐、海盐、湖盐、岩盐）中 最主要的食用盐之一。中国的盐文化由来已久，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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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风俗、习惯

及由这个群体折射出来的一切活动[1]。中国的井盐文

化主要集中在四川的自贡地区。自贡是四川省的地

级市，是一座因盐设市的城市，是最主要的井盐生产

区域。自贡遍布全市的古盐井遗址、遗物是人类文明

史的辉煌杰作，自贡素来就有“千年盐都”之称。井盐

文化在四川自贡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还衍生出自贡

的又一宝贵资源——井盐文化旅游资源。对自贡井

盐文化开发的同时开发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非常必

要，这种区域性的旅游文化商品开发往往肩负着历史

文化的传承，是旅游地的有效传播媒介[2]。

1 井盐文化特色旅游纪念品开发的重要性

曾经，在对井盐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开发中，

四川，特别是自贡的各界人士希望挖掘和利用盐文化

资源优势，建设中国盐疗养生度假基地，打造独具特

色的“盐疗养生”旅游品牌。然而，还是没能吸引游客

前来参观。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井盐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缓慢，除盐文化城市品牌建设不力、产品结构单一、

创新力不足等原因外[3]，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区域文

化商品（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缺乏力度和新意，没有具

有井盐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来吸引游客。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学家们归纳出来的人

类旅游活动的六大要素。“旅游纪念品是游客在旅游

地购买的有地域文化特色并具有纪念价值的产品，其

对于旅游地形象的提升和传播以及增加旅游收入都

有重要意义[4]。”有统计数字显示，作为旅游活动的六

大要素之一的“购”，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活动。如今的

旅游纪念品开发，其现状普遍表现为：地域特色和文

化内涵挖掘不深，工艺简单粗糙，产品结构单一，没有

形成系列化等。鉴于此，对有特色的盐文化旅游纪念

品的开发必须抓住区域文化特色，满足纪念品开发原

则，注重分析地域文化符号在旅游商品转化中的运用[5]。

2 井盐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开发观点

2.1 充分提取井盐文化元素

由于中国的井盐文化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四川

的自贡地区，独具特色的井盐文化资源是自贡地区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独有的潜力和优势[6]。井盐文化在自

贡的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开发旅游

纪念品时必须以井盐文化为主题塑造产品，同样，在

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造型构思、图案设计、材料使

用、结构制造等方面都要采用与井盐文化相关的元

素。具体表现为：（1）对井盐生产的遗址、遗存和现有

生产现场要充分利用，遗址和现场是井盐文化的载体

和基础。如反映自贡井盐生产历史的辉煌见证物，天

车；世界上第一口古盐井，富义井；第一口超千米深

井，燊海井等。可以开发出这些历史文物的仿制、复

制及各种变形制品的模型。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开

发的天车模型见图1。（2）凿井、修井、汲卤、煎盐等使

用的工具如鱼尾锉、财神锉、提须子、柳穿鱼、花刀、槽

杠、霸王鞭、煎锅等，这些工具不仅在国内外是独一无

二的，今后也不可能再次形成[7]。可以对这些造型简

洁大方、形态线条优美的工具进行再创新，设计出一

些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并存的生活用品、文具用品。

自贡久大盐业集团开发的“盐灯”见图2。（3）在材质和

颜色的使用上，可以进行仿古设计。纪念品材料主要

利用卓筒井的楠竹（一种粗如碗口大小的竹类植物）

来辅助木材或其他现代材质来进行生产，使古典和现

代相结合。颜色采用天车以及卤水本色搭配现代材

料的鲜艳色彩，回归自然之余不失时尚华丽。自贡久

大盐业集团开发的仿古工艺盐灯见图3。

2.2 深入挖掘游客对纪念品的潜在需求

好的旅游纪念品要有鲜明的特点：每一件旅游纪

念品，都见证了游客“到此一游”的经历，承载着“人在

旅途”的梦想[8]。每位游客的文化背景不同，喜好也不

一样，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应深入挖掘游客对纪

图1 天车模型

Fig.1 Cran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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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品的潜在需求。

通过调查得出，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购买者主

要包括几种。（1）喜欢历史文物、有收藏爱好的游客。

针对这样的游客可以开发井盐生产的遗址、现场，生

产运输工具，贸易的古镇、古街，盐商、盐工的会馆、建

筑等的仿制、复制品及各种变形制品以保护和传承井

盐历史文物和传统工艺。（2）喜欢民俗、民风的游客。

针对这样的游客，可以重点开发民俗生活用品和节庆

用品以及盐文化的衍生纪念品。自贡剪纸传人杨尚

禄所设计的天车剪纸见图4，自贡刺绣厂生产的天车

图案刺绣见图5。（3）喜欢餐饮、美食的游客。针对这

样的游客可以打造特色美食、小吃。自贡天车酿造有

限公司开发的调味产品见图6。（4）注重养生、美容的

游客。针对这样的游客可以生产各种洗护用品、化妆

品、身体护理用品、足浴用品等。自贡九大盐业集团

开发的保健浴足产品见图7。（5）喜欢音乐、影视文化

的游客。针对这样的游客可以将与盐文化相关的资

料设计成图片、手册、图书，编成歌曲，画成漫画，录成

视频、刻成光盘等以旅游图书、音像制品等形式呈现，

便于保存、携带，利用各种途径传播井盐文化和提升

自贡井盐文化旅游地形象。

图2 盐灯

Fig.2 Salt lamps

图3 仿古设计工艺盐灯

Fig.3 Antique design process salt lamps

图4 天车剪纸

Fig.4 Paper-cut Crane

图5 天车刺绣

Fig.5 Crane embroidery

图6 天车香辣酱

Fig.6 Crane fragrant sauce

图7 足浴盐

Fig.7 Foot bath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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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针对哪种游客，在设计纪念品时都必须要求：

（1）立意角度要新颖，将独特的地域文化体现出来，并

以独特的名称来命名；（2）设计要能引起游客的兴趣，

并让游客参与进来，保证纪念品设计的品质，包括文化

品质和艺术品质；（3）设计构思要巧妙，将纪念品的纪

念性和功能性相结合，设计出一些既有纪念价值又有

使用功能的商品；（4）纪念品简洁而不笨重，设计外形

小巧且质量轻的纪念品，或设计一些便于携带的包装；

（5）纪念品绝不能脱离其装饰性，外观必须美观。

2.3 着重体现盐文化理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游客对旅游纪念品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多的还包括个性化、情感化等精

神方面的需求。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必须强化

对盐文化理念的体现，以多题材、多色彩、多式样、多

档次的系列化设计尽可能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

具体设计可在纪念品相近功能的前提下形成产

品功能的系列化。这是一种相关功能整合的功能系

列化设计，使设计的茶、餐、酒具在操作、放置、工艺、

材质以及造型等各方面体现出整体的特色，加强购买

者的印象，使用这些产品能使家庭变得井然有序，从

某种意义上还能引导购买者良好的生活方式。

通过相同形态要素形成形态的系列化。具体设

计时主要包括重复利用某个形态设计出不同的系列

产品，如利用同一个凿井工具的形态设计出一系列的

书写工具，铅笔、签字笔、钢笔、毛笔等；或范围更大一

点的系列，如笔、墨、纸、砚等。重复使用某个形态进

行平面或立体多种形式的演绎，同样可以强化、加深

此形态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通过材质、色彩、装饰等形成井盐文化风格的系

列化[9]。有些纪念品可能受到产品结构、功能的限制，

在设计时不能在造型上做太大的创新，这时就可以通

过色彩、装饰、材质来达到系列化效果，如在多个纪念

品上使用相同的色彩、相同的图案装饰、相同的材料，

当然不能所有的都是一模一样，必须在统一中有变

化，每个物品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使简单的造

型表现出多彩的面貌，给人以新鲜感的同时使纪念品

风格形成系列化。

2.4 体现区域文化特色

相对于一般商品而言，旅游纪念品具有地域性、

纪念性和文化性等特征[10]。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旅游纪念品的过快发展导致很多产品粗制滥造、同质

化现象严重。这些纪念品品质差，对地域性、纪念性

和文化性的传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要体现高品质，就必

须体现区域文化特色，必须将井盐文化特色和四川

的地域文化特色结合研究。井盐文化旅游地主要集

中在四川地区，自贡是四川的著名盐产区，是四川井

盐文化地的典型代表，其文化特点肯定脱离不了四

川的地域文化。人杰地灵的四川是著名的文化之

邦，上亿年的地质运动使四川风光独特，特殊的地理

位置有利于吸收民族文化，更是哺育出博大奇绝的

巴蜀文化。“千年盐都”自贡的大街小巷遍布着与盐

相关的盐文化历史遗存和欣欣向荣的现代盐业文化

产业。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从取“意”上要体现

出四川的巴蜀文化和移民文化、自贡的盐文化、灯文

化以及恐龙文化等文化内涵，打造自贡特有的井盐

文化城市名片，注重以“盐”这一人们生活中日日不

能缺少的物质来传递纪念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情

感。从造型艺术设计上也必须强调从各个角度挖掘

“天府之国”的地域特色，充分体现非实用手工业文

化，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使纪念品

技艺精湛，有品味，同时使自贡的井盐文化旅游以四

川地域文化为依托，实现走出四川、冲进全国、面向

全世界的目标。

3 结语

江泽民曾经指出：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就是吃祖宗

饭，但绝不能断子孙路。在开发旅游以及旅游纪念

品时必须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坚持以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为基础，在开发纪念品时注意产品的延续性和

系列化，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条件，注重对

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以达到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目的。

井盐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在井盐文化元素的提

取、四川地域文化特色的体现、产品开发设计的种类、

生态环境的保护、现代科技的运用等各个方面都必须

坚持可持续性开发，实现纪念品设计理念的延续性、材

（下转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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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重复利用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延续性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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