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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基于重庆城市形象传播的纪念品设计策略。方法方法 引入传播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

重庆城市形象的传播目的，对现有的可传播城市文化进行归类，再结合图形学和设计学的基本概念，

对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进行研究。结论结论 基于形象传播的重庆地区旅游纪念品设计应该围绕重庆的

地域特色形成良好互补的3种不同文化理念形象，即主题文化形象、特色文化形象、传统文化形象，进

而形成文化的前后更迭，保存文化的生态多样性。在此基础上还应根据不同的传播目的选取不同的

题材、造型、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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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es of souvenir design based on Chongqing city images transmission. It
leads into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analyzes the transmission objective of Chongqing city image，and
classifies the current transmissible city culture.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graphics and design，it makes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es of souvenir design. Chongqing souvenir design based on image transmission should have three different cul⁃
tural images，theme culture image，folk culture ima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mage，form the substitution of culture，and re⁃
serve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diversity. Besides that，the design should have variations according to its different theme，model⁃
ing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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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研讨

现代都市形象可以从6类指标进行判定，即政府

形象、市民形象、经济发展形象、科技教育文化形象、

城市景观形象和其他[1]。以Ashworth为代表的欧洲学

者认为应该对城市的形象进行规划和传播，然后进行

全方位营销，从而快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旅游者，

为城市带来经济效益[2]。

作为艺术媒介的一种，旅游纪念品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物质文化的展示，也是文化流

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和工具。借

助旅游产业，旅游纪念品在城市形象传播方面有着独

特的优势。首先，旅游纪念品在被制作、购买、携带、

收藏以及馈赠的一系列流通过程中，扩散到极广泛的

空间领域，是旅游地最经济、最直接有效、最持久的文

化传播媒介。其次，不同地域的社会成员由于历史、

传统、民俗风土等的高度重叠性，会形成独特的语境，

而这是文化圈外的人难以体会的[3]。在旅游过程中，

游客经过实地考察，对当地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

会对旅游纪念品中所传播的信息产生认同感，从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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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文化抵触和文本误读的情况。最后，“艺术家首先

是领悟每种材料要素——颜色、声音、结构——的特

质，然后使这些材料和谐地结合起来，以构成一种合

成的调子，这就是艺术作品成形的媒介”[4]。通过艺术

家的创造，最大限度地挖掘不同媒介的能量，对材料

进行探索，旅游纪念品能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激发

购买者的情感，因此在传播效果上能起到“润物细无

声”的效果。

1 重庆旅游纪念品现状

自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的文化战略

地位日益变得重要，重庆鲜明、健康与生态的城市形

象传播对于整个西部地区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但其旅游纪念品方面却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责与

功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重庆城市文化形象名片，主

要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大都市文化意识的缺乏。例如一些传统的工

艺品其表现内容和产品形式都严重老化，技术的革新

力度也远远滞后，这种陈旧感传递给旅游者的信息就

是城市意识的落后和发展的滞缓。

2）地域文化特色的缺乏。市面上的重庆旅游纪

念品很多都是对其他城市传统文化符号的仿造和借

用，甚至有很多旅游纪念品是直接从浙江义乌等小商

品城批发的小零件，重庆本地的风土人情没有得到应

有的开发。

3）历史底蕴的缺乏。主要体现在对于传统题材

挖掘和表现的缺乏，重庆的传统工艺品如大堰剪纸、

垫江角雕、荣昌折扇、荣昌夏布、梁平竹帘等，都未能

在重庆的旅游纪念品中占据应有的地位，没有成为重

庆旅游纪念品的有力支撑。

2 设计形象分析

许多专家和学者都企图对重庆的形象进行一个

简洁的定位，例如“奇迹之城”、“美丽之城”、“梦想之

城”[5]。重庆文化并非天然的专业名词，而是随着重庆

的疆界拓展，才生发出来的概念，它是行政区划变更

而非文化自身演化的结果[6]，因而其文化局面复杂，难

以一言概之。

根据贝罗传播模式，对于传播信息的筛选、加

工、制作都属于“编码”活动[7]，因此，旅游纪念品设计

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传播的信息进行编码，明确传播

方向与内容。

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初期可以将重庆的文化形象

大致分为3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形象，即主题文化形象、

特色文化形象和传统文化形象，见表1，并因此衍生出

不同的塑造侧重点。其中主题文化形象主要是为了

打造重庆国际化大都市的前沿形象，以主城区的文化

样态统领区县的文化意识形态，形成整个区域强而有

力的文化形象；特色文化主要体现现代城市的宜居亲

和形象；传统文化主要彰显其历史文化名城风范。这

3种文化都可以体现各地域的文化，其中的分割并非

绝对。在总体方向上进行划分会令重庆整个旅游纪

念品主次分明，同时又能围绕重庆的地域特色，在形

象上构成相互作用、前后更迭、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

保存文化的生态多样性。

3 不同传播形象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

3.1 主题文化形象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

首先，符号应该尽量选取具有正面形象的文化符

号，例如最新城市景观、本市最强有力的经济代表以

表1 重庆文化形象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Chongqing cultural image

文化形

象分类

主题

文化

特色

文化

传统

文化

传播内容

现代都市主

题文化

饮食文化、市

民文化，地方

文化，山水园

林城市

大三峡文化

区，大乌江文

化区与主城

文化区的相

关历史文化

及各类文化

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

原形象

落后，狭隘，

内陆城市，信

息闭塞

特色不明显，

人们脾气火

爆，天气过于

炎热，大众化

历史贫瘠

新形象

具有开放性

的，极速发

展的国际性

大都市，前

沿，与时俱

进

人 情 味 浓

厚，轻松愉

快，忠厚，坚

韧，宽容，嗜

辣，山水园

林，特产

增强城市底

蕴，回顾美

好时代，增

强民族自豪

感

符号来源

现代城市景

观，最新城市

理念，最新城

市产品等

小面、火锅、泉

水鸡、辣子鸡

等，方言，相关

电影、电视的

延伸产品

深挖历史故

事、历史人物、

图案及相关事

物，精心选择、

组织值得记录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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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新的政府措施等，给本区域带来正向身份感，自

豪感，向外传播文化，向内产生凝聚力；其次，在传播

手法上尽量采用低语境传播手法，其符号语言组织应

该简洁明快，尽量减少歧义。受众在信息接触过程中

存在一种选择性心理，并由此引导选择性行为。美国

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针对人们的这种选择行为提出

了公式：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8]，因

此，为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在设计上应降低歧义，减

少不必要的理解误区，提高消费者的理解力；最后，在

审美表现上应紧跟时代特色，并采用最新的艺术理

念和最前沿的科技与材料，因为在信息社会中，信息

的更新程度代表着一个城市活力的高低。

例如在城市景观方面，曲折的梯坎和依山而建的

吊脚楼是重庆民俗和历史的一大特色符号，但传达的

语言却不够国际化和前沿化，因此，可以用“摩登山

水”作为山城印象的有力补充。 例如由陈军同学设计

的可折叠山城印象台灯，见图1，折叠后为“山”字造

型，伸展开来显得崎岖扭转，再加上其底部传统与现

代建筑的剪影，既反应出重庆的地域环境，又展示出

重庆现代化大都市富有层次变化的曲调。又如陈洁

同学的重庆地标建筑调味瓶，见图2，选取了重庆的人

民大礼堂、未来国际大厦、解放碑和双子塔这4座著名

重庆建筑的轮廓特征来体现重庆不同时代的建筑精

神和城市理念，其组合搭配代表了一个城市蓬勃向上

的精神气息。

3.2 特色文化形象传播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

首先，在符号的选取和编码方面应当更加原生

态，肯定重庆地域的生活氛围。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

在2009年“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上

指出，面对全球化，文化最根本也最深层的问题就是

确立文化自我，文化自我除了有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

的功能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和实现自己的文

化价值和内在价值，确立形象和地位的作用[9]。巴人

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巍峨险峻的高山和奔腾不

息的大川炼就了巴人顽强、坚韧和彪悍的性格，巴人

以勇猛、善战著称。坚毅自强、勇为敢闯、重信尚义是

巴渝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10]。重庆人民质朴耿直、热

情勇敢，重庆饭菜麻辣厚重，重庆言子乡土味浓厚、风

趣幽默，重庆市各地区的地名形象直白，重庆土特产

别有风味……这些提炼后都可以转化为重庆旅游纪

念品的地方性格和地域特色符号，带给游客们别样感

受，抹杀都市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苍白和冷淡。其次，

在传播策略上既要表现地方特色，又应当寻找双方共

同的意义空间。最后，在艺术表现方面可以与地域特

色结合起来，并进行适当的夸张，或刚烈勇猛，或色彩

鲜艳，或夸张幽默，表现出一定的趣味性。

例如吴思远同学设计的“扭得费”闹钟，见图3。

“扭得费”是重庆的方言，形容一个人死缠烂打。该闹

钟在铃响以后，需要扭转720°才能关闭，因此其功能

和名字相辅相成，令人在会心一笑时不忘重庆亲切质

朴的地域风情。

3.3 传统文化形象传播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

针对传统文化形象传播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可以

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是对于传统文化、历史故事的

开发；第二是对于传统工艺的开发。

3.3.1 对于传统文化的开发

现代游客，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强，

追求独立多元化，反感抽象枯燥的历史故事，旅游纪念

品设计应当适应这种转变，用角度新颖的手法来创新。

第一，在符号的选取和编码方面应当尽量触及原

始的生活情感与信仰，并融入故事性的情节，这样设

计出的产品也被赋予了生命。第二，在传播策略上为

加深游客的记忆，可以围绕有价值的文化形象点或信

息源进行深入的挖掘、演绎和反复开发，形成系列，不

同层次地冲击游客的兴趣点，对其记忆进行强化。第

三，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可以对原有的传统文化图案进

行再创造，扩展其内涵的辐射面。还可以从不同的视

角，从造型、材质、功能等不同方面对该主题进行多方

面的开发设计，还应与现代功能结合起来，运用新的

材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例如陈菲斐同学根据重庆大足石刻的六道轮回

盘，见图4a，所设计的跳棋棋盘和棋子，见图4b，其色

彩有意强调了蓝色，和摩崖造像的颜色产生呼应。通

过游戏中的厮杀和对气质棋盘的欣赏研究，有一种融

入历史传说的趣味性。

3.3.2 对于传统工艺的开发

传播重庆传统文化形象的另一方式是在旅游纪

念品中进行传统工艺的开发。传统工艺是传统文明

图1 山城印象台灯

Fig.1 Impression of Mountain

City

图2 重庆地标建筑调味瓶

Fig.2 Casters of Chongqing

land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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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射，代表历史的沉淀，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感。传

统工艺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和生产所需，凭借

人类自身的智慧和手艺，产生了大批量功能各异、美

观与实用同在的生活日用器具，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11]。设计师需要对这些传统工艺进行

系统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旅游纪念品

的设计中，投入市场，使之与重庆的文化形象更好地

结合起来，成为重庆的历史文化名片。例如温梅同学

根据夏布材质所设计的眼罩，见图5，图案取自远古的

巴渝传说，款式简洁大方，该设计有效地将现代使用

功能与传统工艺结合起来。

4 结语

旅游目的地形象是引导旅游动机转变为决策行为

的首要因素。旅游目的地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

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必须建立与维持目的地在旅游者

心目中良好的旅游地形象[12]。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

的直辖市以及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

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因

此，建立和传播和谐的重庆城市文化形象有着刻不容

缓的重要性。在当前重庆旅游业兴旺发展的情况下，

通过旅游纪念品设计，将重庆的各种特色文化形象进

行艺术创造，能够加深游客的感官经验，激发游客的美

好感情并强化游客的记忆，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重庆的城市文化形象由多个方面共同组成，因此

在进行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时候，要避免形成文化形象

单一的局面，从主题文化、特色文化、传统文化3个方

面着手进行挖掘，形成丰富、立体且相互依赖的有机

整体形象。在此基础上，应针对不同的理念形象形成

不同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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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广泛的应用，而一些不合理的包装设计则会对地

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10]。特别是在如今这样

一个高消费的环境下，现代包装设计应对现在的形势

进行深入分析，及时调整相应的策略，从而对消费的

行为进行引导，将健康环保的设计理念贯彻进去，从

而更好地履行其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责任以及相应的

商业使命。

参考文献：

[1] 梁美华，吴若梅.基于一体化包装设计的包装循环经济的

研究与探讨[J].包装工程，2007，28（2）：7.

LIANG Mei-hua，WU Ruo-mei.Packaging Circular Economy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Packag-

ing Design[J].Packaging Engineering，2007，28（2）：7.

[2] 韩晓芳，刘君侠.我国包装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模

式研究[C].“两区”同建与科学发展——武汉市第四届学术

年会，2010.

HAN Xiao-fang，LIU Jun-xia.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Mode in China′s Packag-

ing Industry[C].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Zone" an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the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Wuhan

City，2010.

[3] 季荣.论包装策略在品牌记忆唤起中的意义[J].包装工程，

2014，35（2）：7.

JI Rong.The Meaning of the Packaging Strategy Recalled in

the Brand Memory[J].Packaging Engineering，2014，35（2）：7.

[4] 刘溢.循环经济模式下绿色运输和绿色包装的需求分析与

管理[D].长沙：湖南大学，2006.

LIU Yi.Demand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of Green Transpor-

tation and Green Packaging in Circular Economy Mode[D].

Changsha：Hunan University，2006.

[5] 李瑾.品牌再设计中的包装设计思维解读[J].包装工程，

2014，35（4）：9.

LI Jin.Interpretation of Packaging Design Thinking in the

Redesign of Brand[J].Packaging Engineering，2014，35（4）：9.

[6] 李佩.“零包装”及其设计研究[D].株洲：湖南工业大学，

2010.

LI Pei.Zero Packaging and Design Research[D].Zhuzhou：Hu-

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0.

[7] 郭浩.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现代包装设计研究[J].经营管理

者，2011（4）：260.

GUO Hao.Modern Packaging Design Research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Business Managers，2011（4）：260.

[8] 王若鸿.促进现代包装设计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分析[J].大

家，2010（12）：158.

WANG Ruo-hong.Strategy Analys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J].Master，

2010（12）：158.

[9] 何彤.包装废弃物的艺术再现研究[J].包装工程，2014，35

（10）：1.

HE Tong.Research on the Art Reproduction of Packaging

Waste[J].Packaging Engineering，2014，35（10）：1.

[10] 王若鸿.现代商品包装设计的综合性与多元性研究[J].当代

艺术，2006（11）：30.

WANG Ruo-hong.Research on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ity

of Modern Commodity Packaging Design[J].Contemporary Art，

2006（11）：30.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