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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设计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方法方法 通过研究山西地方民俗文化，提取具有代表性的

“山西符号”进行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尝试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技术、时尚元素相融合，赋予

产品特定的山西韵味。结论结论 地方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烙印和独特性，是进行旅游纪念品设计的重要

资源。通过对地方文化的挖掘、提取和延伸，可以设计出更多独具生命力与文化内涵的现代旅游纪念品，为

地方旅游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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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Souvenir Design with Shanxi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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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bjective is to design the tourist souvenir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Shanxi local culture.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folk culture in Shanxi，it designs the tourist souvenirs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Shanxi symbol，and it shows the
specific Shanxi flavor when the folk culture is integrated with modern technology and fashionable elements. The local folk
culture possessing vivid regional brand and uniqueness is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designing the tourist souvenirs. The
tourism souvenirs designed by excavating，extracting and extending the local culture will be more unique vitalit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and it will inject the new vitality for the local touris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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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纪念品作为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以及直接

载体之一，它得益于文化的滋养，同时也传承着文化

的理念，相比一般产品具有更深远的传播意义[1]。据

统计，发达国家的购物收入会占到旅游总收入的40%

~60%，而我国的购物收入仅占旅游总收入的20%左

右[2]，山西更是少到仅有15%，而且这15%的收入更多

来自于陈醋、汾酒以及布老虎等民间手工制品，真正

具有地方特色、实用又美观的现代产品则很少带来

经济利益。传统手工艺品虽然极具地方特色，但是

基本以观赏性为主要价值，实用性不足，买回家后就

可能变成收纳品。其他所谓的旅游纪念品与国内多

数景区大同小异，无非是些饰品、挂件或者儿童玩

具，这些都不能代表山西的地方文化特色，自然也就

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同。为了更好地促进地方旅游商

品的发展，这里提出将地方民俗文化与现代产品创

意设计相融合，在满足消费者功能需求的同时，提升

产品的附加值，弘扬山西地方文化。

1 山西地方民俗文化与旅游纪念品设计

山西又称为“三晋”，被称为是地上博物馆，5000

年的时光，成就了山西特有的地方民俗文化，厚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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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之一。晋剧、民歌、汾酒、老

陈醋、面食、寺庙、平遥古城、煤炭等，都是典型的山西

地方文化代表[3]。山西的地方民俗文化世代相传，无

论是思想文化还是物质形态，无论是饮食还是建筑，

都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可以借鉴的设计资源。

旅游纪念品有别于普通的商品，应具有传承地方

文化的主要识别特征，地方文化与产品设计的结合，

有助于唤起消费者的认同感。山西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大省，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和发展潜力，但却一直未形成现

代化批量生产、精工细作和大众消费的局面。究其原

因，是由于纪念品的设计制作往往只注重传统手工艺

的传承与保护，而忽视了新产品的创新与发展。

2 地方民俗文化衍生旅游纪念品设计

地方民俗文化是特定区域老百姓在生产生活过

程中所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生活风俗习惯，主要表现

为社会民俗文化、物质民俗文化、精神民俗文化三大

类[4]，如传统服饰、饮食、交通运输和民居建筑等，因

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所以具

有鲜明的地域烙印和独特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社

会的发展，民俗文化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变异。除了

大力保护和发展老字号等民间特色传统工艺外，还

应加强创意创新，跨界融合，促进特色文化资源与现

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促进地方文化元素、传统工艺

技艺与产品创新设计、现代高科技以及时代元素的

结合[5]。

产品设计对地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般有3种方

式，即完全克隆、局部模仿拼凑和符号元素的提取应

用[6]。将3种方式进行比较，完全克隆是对传统物品的

复旧与再现；局部模仿拼凑会导致风格混乱，不伦不

类，从而失去文化底蕴；相对更有设计含金量的就是

提取文化符号和元素应用于现有的产品，但是也容易

肤浅和生硬。例如直接把一些吉祥纹样、图案等应用

于产品之上，并不等同于其具有文化性。如何合理地

利用文化元素并设计出具有独特地方文化内涵的现

代产品，是设计的热点与难点。

地方民俗文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蕴

含着丰富的设计源泉，旅游纪念品与地方民俗文化的

融合设计，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旧，而是与时俱进的

创新。设计师可以从地方民俗文化中获取有益的启

发和借鉴，将这些元素融合到现代旅游纪念品的设计

中，使设计作品兼具地方文化与时代特征[7]。

2.1 提取山西符号

设计的起始阶段就要从众多的地方文化中筛选

出所需要用的山西符号。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山西的面食文化传统闻名天下，如擦尖、刀削

面、河捞、花馍、饺子、石头饼等，享有“世界面食在中

国，中国面食在山西”的美誉[8]。从过去到现在，面食

一直在山西人的日常饮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山西的面食文化包含各种蒸制、煮制和其他烹制

的食物，还包含精湛的工艺技艺以及花样繁多的加工

工具[9]。选取“面食”代表“山西”，承载了独特、明显的

山西地方文化特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极具代表性和纪念意义。

2.2 整合产品设计

2.2.1 设计概念构思

以“山西面食文化旅游纪念品——洗漱包设计”

为主题进行设计。洗漱包是一般人出门旅行时的必

备品，通过设计使其既是旅游纪念品又是时尚生活用

品，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赋予了该产品多重的使用

价值和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避免了传统旅游纪念品

买回家后没用处的尴尬。设计理念是为现代旅游纪

念品设计注入山西符号，将山西民众的生活、信仰与

感情依附在产品中，从而延续地方民俗文化在当代社

会的意义。

经过反复调研，筛选出适合于洗漱包设计的山西

符号：饺子、捞面与擀面杖。设计要素词汇归纳：面食、

实用性、易携带、山西特色、反复使用、时尚和趣味性。

2.2.2 设计方案展示

最终设计完成了一套具有浓厚山西地方民俗文

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见图1-2（文中图片均由笔者绘

制）。该产品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具有文化价值，是

代表山西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其次它具有长期使

用价值，是可以大批量生产的生活日用品；最后它符

合人机工程学，达到了形、能的整合，用流行色彩和材

料来体现时尚与科技，为使用者提供愉悦的体验。

由于洗漱包里装着“饺子”、“面条”、“擀面杖”，因

此将其外形设计成便当盒的模样。拉开拉链，里面盛

放着一个个可爱的小物件，充满了生活的乐趣。

毛巾隔离袋设计见图3，采用饺子形态进行设计，

材质选用柔软健康的硅胶，开口是不规则的自然形

态，里面搭配色彩亮丽的毛巾，就如同刚刚咬了一口

的美味水饺，充满情趣。

牙具盒设计见图4，整体形态源于一种常用的面食

张琳等：注入山西符号的旅游纪念品设计 77



包 装 工 程 2015年4月

工具，即擀面杖，从中间打开，里面可以放置牙刷、牙膏

等，分开的擀面杖还可以握住手柄充当漱口杯的角色，

满足了个人日常旅行的环保卫生需求，既可爱又实用。

梳子设计见图5，其造型仿佛是一团面从孔洞中

被挤压出来，这个创意来源于山西河捞面的制作过

程。“河捞”是山西老百姓常做的一种家常面条，做法

是把事先和好的面团放入专用的“河捞床”内，使劲泵

压手柄，使面条从器具下方的小孔中挤出，压到一定

长度后把面条截断。在设计中，梳子的把手即为不规

则的面团形状，挂落的面条自然就是梳子齿。厚重的

面团和轻薄的木片形成对比，乳白色的磨砂塑料与木

材完美结合。

3 结语

在山西深厚悠久的文化中，蕴涵着很多的“山西

符号”，设计师应当先解读，再创新，用当代人对美的

理解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将山西地方文化符号与创意

设计、现代科技、时尚元素相结合，赋予旅游产品特定

的文化韵味，提高设计的生命力与文化内涵，从而创

造出更多独具生命力的现代产品，为山西地方旅游文

化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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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方案草图

Fig.1 Sketch and proposal

2 方案效果图

Fig.2 Scheme for rendering

图3 毛巾隔离袋设计

Fig.3 Design for towel bag

图4 牙具盒设计

Fig.4 Design for mouthwash box

图5 梳子设计

Fig.5 Design for c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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