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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旅游纪念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并根据地域文化因素进行纪念品设计。方法方法 对旅

游纪念品和地域文化相关文献书籍进行阅读和整理，结合当前旅游纪念品市场现状，分析旅游纪念品

中的地域文化因素设计。结论结论 地域文化是特定区域源远流长、极具特色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

文明表现，而旅游纪念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所表现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在旅游业的发

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旅游纪念品中地域文化元素的融入与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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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regional cultural factors of souvenirs and designs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cultural factors.
Through reading and sort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souvenirs related to and regional culture，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uvenir market，the regional cultural factors design of souvenirs of is analyzed. Regional culture is a kind of cultur⁃
al performance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and distinctive ecology，folk custom，tradition and habit in particular area. Souve⁃
nirs as a special commodity is a kind of specific cultural connotation，therefore occupie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integration and 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souvenir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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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区

域内，具有悠久历史和区域特色并一直流传至今的文

化传统，所表现的是在这一区域特有的地区环境、区

民生活形态、当地民俗、当地的生活传统和习惯等区

域形态表现。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是由于这

一区域文化与当地环境的相互交融，具有当地特色。

“地域”是这一独特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文化”则是

在地理环境中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标志[1]。地域

文化需要经过实践的沉淀逐渐形成，因此地域文化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同时变化的框架

是不变的。

旅游纪念品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具有地

域特征的物品，因此旅游纪念品也属于特色旅游商

品。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增强，使得消费者的需求也

越来越多样化，对旅游纪念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

此旅游纪念品在设计中应蕴含更多的文化理念，通过

地域文化特色展现出其多样化和高品位。

1 旅游纪念品的市场现状

旅游不仅仅是一种民众的休闲娱乐，更逐渐成为

一种经济行为，并走向产业化，而旅游纪念品这一旅

游行为中的必备元素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壮大，但

在发展过程中，不少问题也随之而来。旅游纪念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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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呈现出单一性，缺乏设计感，更缺乏与当地文化的

结合，材料工艺也较为粗糙简陋，这样的旅游纪念品

对消费者来说毫无吸引力[2-3]。即使存在某些与当地

文化风俗相结合的具有一定质感的旅游纪念品，也是

凤毛麟角，极为难得的。

旅游对于游客来说，主要是在旅游过程中体会不

同地区的人物风貌、风俗状态，并因此获得与日常生

活不同的体验，而这种体验越丰富，对游客的吸引程

度就越大。正因如此，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就要与当地

特有的风土人情、自然风貌、生活习俗等相互结合，采

用独具特色的材料、工艺、设计等，将当地特有的地域

特色充分体现出来，旅游纪念品才可以吸引更多消费

者的目光。

2 旅游纪念品对游客的意义

旅游纪念品并不具有实体意义，它所代表的是当

地的一种文化象征和特殊体验，是对一段回忆的纪

念，也是对一种地域文化的浓缩留念。旅游纪念品应

发挥其作用，使得游客不仅可以从旅游纪念品中得到

慰藉和纪念，同时也可以映射出一种地域文化。例如

去中国大熊猫基地四川卧龙岗，旅游纪念品大多与大

熊猫有关，而有关大熊猫的旅游纪念品也是当地地域

文化的一种体现。

旅游纪念品也具有概括旅游意象和感受地域文

化的特点。旅游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进行一种特

定的行为活动，游客会通过旅游纪念品来纪念这一段

旅游时光所留下的美好回忆。旅游纪念品不仅要满

足游客的这一心理需求，同时还要充分体现出这一特

定区域的地域文化特色。

3 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基本要求

旅游纪念品设计属于一种特殊商品设计，除了具

备一般商品设计的属性外，还需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质

和要素，因此旅游纪念品设计要有艺术性、地域性、多

样性等特点[4]。

1）艺术性。艺术性是指旅游纪念品设计必须运

用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塑造完美造型，达到艺术审美效

果，通过形象鲜明、准确、生动地反映主题和设计者的

表现思想，运用现代审美和独特的角度来对旅游纪念

品进行设计。在设计旅游纪念品时，也要根据审美需

要对其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工，更要使材料和工艺与主

题相结合，防止设计不符合主题、审美需求和实用要

求，从而达到设计的艺术性，如艺术性挂饰，见图1（图

片摘自百度）。

2）地域性。地域性是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本质特

征，是旅游纪念品具有吸引力的关键所在，它从根本

上解释了旅游纪念品设计的“纪念意义”，并且将当地

的旅游纪念品与其他地区的区分出来。旅游纪念品

设计的纪念意义主要表现在就地选材，就地生产，以

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为题材进行

设计[5]。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形象或古香古色，或时尚

现代，或天趣盎然，或新颖别致，但必须具备地域性。

市场调查佐证，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越是独特，感染力

就越强，游客就越喜欢。云南物产丰富，民族众多，地

域特色浓郁，其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就应该以多样化的

方式来体现其地域特色，既有利于商品的推广和宣

传，又有利于地方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云南傣家手工

竹筒茶的设计就充分利用了当地盛产竹子和茶叶的

地域特色，用竹筒作为设计的材料进行设计。当地的

服装特色，也可以融入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如地域性

人偶，见图2（图片摘自百度）。

3）多样性。多样性是指旅游纪念品设计在题材、

样式、原料、色彩、审美、价值等方面都具有多元化的

特征，可供游客选择的机会大，能满足游客不同的喜

好和需求[6-7]。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多样性在于游客对

旅游纪念品需求的多样性，促使设计者进行更多更好

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地完

善我国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4 旅游纪念品的地域文化设计分析

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设计。手

工艺品在旅游纪念品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手工艺品

与当地的独特文化都是紧密联系的，因此手工艺品与

当地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更加贴近，也正因如此，

手工艺品更加容易被接受，但手工艺品的设计和制作

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关联性较大，在纪念品的设计中相

对比较封闭和保守。

图1 艺术性挂饰

Fig.1 Artistic ornaments

图2 地域性人偶

Fig.2 Regional d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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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纪念品作为一种商品，它具有商品的特性，

因此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同样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随着商品多样化的发展，消费者对旅游纪念品的需求

也越来越具多样性，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要结合当下的

消费需求，并融合当地的文化传统，共同融入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中，可见旅游纪念品更需时刻把握文化和

时代发展的脉搏。由于我国的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因此旅游纪念品若想吸引消费者的目光，纪念品设计

就需要在特定地域文化的凸显上下足功夫。同时，旅

游纪念品的设计也要注重其艺术性。综上所述，旅游

纪念品不仅要发挥纪念品作为商品应具备的产品功

能和审美需求，同时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和发展要注重

消费需求的变化，并注重艺术元素的融合。

总而言之，构成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地域性要素

可以概括如下：（1）自然风光，指旅游地区在气候、地

貌、地质、生物等自然方面的特色，例如杭州西湖；

（2）社会人文，指旅游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风

情、宗教信仰，例如丽江东巴文化；（3）历史因素，指

旅游纪念品设计具有的历史渊源，例如北京故宫；

（4）重大事件，指该地区从事过和正要从事的某种具

有重大纪念意义的活动，例如北京鸟巢。旅游纪念

品设计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与文化的体现，能

够充分反映出当地的人文和自然特征。旅游纪念品

设计作为当地特色文化的载体，铭刻着游客与旅游

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共鸣，只有设计足够吸

引游客，才能得到更好的推广与宣传。在旅游纪念

品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唯有地域性使其能得到区

分，它是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经常用到的、最基本的、

能够区别于其他地区特点的要素[8]。地域性也能够

成为游客在购买此地旅游纪念品设计的诱因。旅游

纪念品设计体现地域性时，一定要和当地的整体文

化、地域特征相符合，在造型、色彩、民俗等方面要适

合当地的审美和习惯，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地域性，

开发适合当地出售并且与当地的风格统一的旅游纪

念品设计。在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融入当地特色，

不仅能提高其文化设计品位，还能够对旅游纪念品

特色进行文化宣传，并且满足人们要求的“求异”而

非“存同”的审美喜好和购买欲望。旅游纪念品设计

中体现的地域特色，也正是要挖掘当地的一种独特

的文化，实质上是对当地文化的再设计。把当地的

文化凝结在物质形态里，把握特有的文化内涵，不同

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要想充分吸

引消费者，在设计时一定要突出特定地区的独特文

化内涵。旅游地点的地域特色一定要从多方面来把

握，从而进行旅游纪念品设计[9-10]。旅游纪念品设计

是当地特色文化的载体，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是旅

游纪念品成为品牌的主要优势所在，旅游纪念品设

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游客的购买欲望。总之，旅游

纪念品设计要充分利用自己景区的文化的特性和垄

断性，对旅游纪念品地域文化因素设计进行挖掘和

开发，突出自己的特征，来占有市场。很明显，地域

特色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基于地域文化的旅游纪念品设计

地域文化不仅是游客的一种别样的亲身体验，同

时也是旅游纪念品设计的主要依据，是旅游纪念品所

要表达的一种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旅游纪念品

设计充分融合在一起，使得旅游纪念品可以成为一种

凭借，并通过旅游纪念品来展示当地的地域文化，同

时，地域文化与旅游纪念品的融合还可以提升旅游纪

念品的品质和内涵，从而吸引游客的需求，促进旅游

业的发展。

5.1 地域文化在旅游纪念品中的传承和创新

地域文化是一个区域的文化浓缩，是一个区域

文化的代表，因此基于地域文化的旅游纪念品设计

需要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将经过实践沉淀的文化充分体现在旅游纪念品

设计之中，但基于地域文化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并不

是一味的复制和模仿，要具有设计感和质感，通过设

计让地域文化这一经过历史洗涤的文化底蕴散发出

新的光芒，从而将带有地域文化的旅游纪念品变成

新潮流中的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

新的文化传承途径。

5.2 以体验文化方式为主的旅游纪念品设计

旅游的实质其实就是对特定区域一定短时间内

的亲身体验，在这一特定区域中去观赏这一地区特有

的自然景观，去体会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风俗，也正

是旅游所具有的特色。可见旅游纪念品设计也应从

文化体验入手，让游客们从旅游纪念品中体会到地域

文化[11]。以四川为例，四川当地的历史传说、风土人

情、美食美景等都可以成为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参照，

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仅可以让游客们

从中获得一种文化体会，也可以吸引更多游客的目

光，丰富了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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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旅游纪念品设计对旅游纪念品的推广和宣传起

着支撑作用，要使游客对旅游纪念品产生购买欲望，

旅游纪念品就需把产品设计和市场开发完美地结合

起来，并结合旅游纪念品的要求和基本要素对旅游纪

念品进行设计。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通过研究各方

面的材料，结合当地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准确地

对其旅游纪念品进行设计，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本质特

征就是突出地方特色，这也是旅游纪念品在推广和宣

传中的优势。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地域文化在旅游纪

念品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旅游纪念品中的

地域文化因素也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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