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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设计具有武当山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方法方法 通过研究武当山的主要文化特色，对其

中最具特色的文化要素进行设计提炼，再结合旅游纪念品的特性和人们的需求特点，进行设计构思和

论证，最终设计出一套具有武当山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结论结论 在调查研究武当山文化特色的基础

上，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现代人的需求，研究如何设计具有武当山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仅满足

游客对武当山纪念品的需求，而且有利于传播武当山的文化，保留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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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designs the Wudang Mountain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souvenirs.Through the main cultural char⁃
acteristics research of Wudang Mountains，of which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design refinemen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people of tourism souvenirs，design and demonstration，the
final design a set of Wudang Mountain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souvenir.Based on the study of Wudang Moun⁃
tains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combined with modern design concept and the needs of modern people，study how to
design with the Wudang Mountain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souvenirs，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tourists to Wu⁃
dang Mountains souvenirs，but also conducive to the spread of Wudang Mountains culture，preserving cultur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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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事业的迅猛发展，市场对

于旅游纪念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武当山旅游纪念

品作为武当山文化的展示商品，对打造武当山地域品

牌，宣传武当山特色文化，推动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等

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当山文化底蕴足，旅游资源

丰富，而且各种名胜古迹的数量之多，旅游纪念品开

发的渠道理应是多元化的，但是目前独具武当山地域

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却屈指可数，其质量水平也参差不齐
[1]。因此，在调查研究武当山文化要素的基础上，提炼设

计元素，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现代人的需求，设计出

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是非常有必要的[2]，

不仅满足游客对武当山纪念品的需求，而且有利于传

播武当山的文化、保留文化的多样性。

1 武当山旅游纪念品的现状

1.1 武当山旅游纪念品的种类

最近几年，武当山旅游纪念品开发有了很大的进

步，就以南岩景观、武当太子坡、武当山镇、武当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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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景区内60多家销售点为调研范围，对300多件武当

山旅游纪念品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如下4类：

1）武术纪念品。以武当宝剑为代表的刀、鞭、剑、

枪等各种武术兵器，以及配套的习武器材和练功服等。

2）道教文化纪念品。包括以真武像、龟蛇玄武像

等为代表的武当文物仿制纪念品；由系列神像雕刻制

品和真武坐像造型设计出的玉印、自然景观纪念币；

习武法器、香薰炉、用于敬神灵的香裱、朝拜的供器

等，其中香裱纪念品最受到游客的喜爱。

3）有关武当文化的明信片、书籍装帧、画册等出

版物。

4）其他旅游纪念品。龙文化产品，例如龙根雕、

龙头杖等，以及各种武当纪念章、木质连心锁、十二生

肖木雕等装饰挂件及草编、藤编的手工艺品，这类小

件数量较多，品种多样。

1.2 武当山旅游纪念品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武当山市政府加大了旅游市场的开发力

度，使得武当山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与生产也得到了比

较快的发展，但是旅游纪念品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产品雷同，缺乏创新。市场上销售的武当山旅

游纪念品中，独立研发部分并不多，有很大一部分不

是本土生产，而是外地订购加工后，再回来销售。无

地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必然会和其他旅游景点所销

售的纪念品在造型上相雷同，缺乏新意。

2）与游客需求不相符。市场上的武当旅游纪念

品缺乏现代元素，产品转型时间长，设计滞后，不能很

好地去适应新时代人们的审美追求和购买需要，其结

果是市场上所销售的武当旅游纪念品在实用和审美

功能上存在缺陷，从而影响了它作为纪念礼品的收藏

和纪念价值。

3）缺乏品牌意识。由于在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和

开发的过程中忽略了品牌意识，因此武当山旅游纪念

品市场上的品牌杂乱，有些纪念品没有品牌，甚至没

有标明生产厂商，更别说特别比较著名的品牌了。

2 武当山的文化要素

武当山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补充，

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武当道教文化内容多姿多

彩[3]。

武当山的文化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类：（1）自然景

观要素，如山、峰、岩、洞、潭等；（2）作为一种世界文化

遗产的武当道教古建筑要素，是武当山极具旅游吸引

力和旅游文化价值的重要主体[4]，众多观、宫、庵、庙等

组成了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天乙真庆宫、紫霄宫、金

殿、天柱峰、玄帝殿等；（3）武当文学艺术、字符的设

计，如碑文、楹联、匾额等；（4）武当武术，如武当武术

的器械、武当功夫中的习武造型等；（5）道教精神文化

要素，如道家的哲学思想、武当山道教历史、道教茶

艺、道教经文、道规、道术修炼养生、道教医药、道教人

物、道教神灵像、图腾、太极图、武当符咒等；（6）道教

文物，如各种道教神灵、道教人物石雕造型、各类道教

法器等。

3 武当山文化要素的提炼

3.1 提炼武当山太极图

太极图案见图1，它不仅是一个经典文化图腾，一

部经典的美学作品，更是一个美的图案典范，其中蕴

含了中国《周易》的美学思想[5]。首先，体现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太极图中的一个黑色和一个白色的

色块，代表天地两方之意，也即阴阳二极，而黑白两方

被分割的“S”型弧线就是区分天地、阴阳两极的轮

廓。其次，体现了一种趋向性的动势张力。在一个完

整的圆形轮廓中，一条“S”型曲线将圆形轮廓一分为

二，两种反方向的张力融合其中，协调自然。再次，体

现了对立与统一的平衡规律。太极图静态的圆形图

案中，有两种方向的动态走向。一组是线条动势，另

一组是黑白色彩对比，其变化交合于有机图形之中。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融合了事物能够顺利进行并

朝着对立统一的方向发展的根本思想，是对立统一平

衡规律的视觉呈现[5]。

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可以将道家的这种理念与

旅游纪念品设计相结合进行设计，可以将太极图案与

现代审美元素进行设计，将太极图案立体化或者平面

化的展现，并且还可以将太极图案艺术化的处理，结

合不同的产品进行融合，可以应用在茶壶、茶托、餐

具、音乐盒等设计中，还可以将太极图案运用在U 盘、

明信片、书签、挎包等上，比如茶托设计，见图2，就是

将太极图案艺术抽象处理后进行的设计。

3.2 提炼武当山道士服饰

武当山道衣斜领，衣围很宽大，四周用黑布作为

边缘，有的以茶褐色布料为主色调做成衣袍，见图3。

在文学作品中，常用白须飘逸、闲云野鹤、鹤发童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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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来形容道人的生活特征。一般而言，道教中的儒

服和道服，其偏好的颜色是白色、黑色或是明度、纯度

较低的冷色调的颜色。在道士服饰中，最具特色的是

造型多样的道冠，其按不同的用途，可以分为五老冠

造型、黄冠造型、五岳冠造型、星冠造型、莲花冠造型

等类型。

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可以提炼道士服饰造型及

其纹饰，结合不同的产品进行运用，可以设计成特色

的人偶、抱枕等系列布质家居用品。还要注重高档化

和平民化结合，形成多种类、不同档次的产品体系，尽

量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在设计中还可以以系列化的

概念设计一系列的人偶或抱枕，也就是将一个形象概

念扩展形成系列，如可以有不同材质的人偶，如布制

的、陶制的等，还可以有大小的不同，这样能充分满足

游客将“武当文化带回家”的愿望。

3.3 提炼武当山道教符咒

民俗信念认为：武当符咒里的数字、符号图案与

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往往避开一些“禁忌”，如一

些有凶相的数字、符号等，而用一些古祥的数字、符号

或仪式来代替[6]。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可以将武当

山道教文化中的吉祥的符咒相结合来进行设计，可以

将其应用到家居用品、文化用品设计中，既含有吉祥

如意的美好愿望，又具有鲜明的武当山文化的特色，

可以使游客对武当山道教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同时也

对武当文化起到弘扬的作用。

4 武当山特色茶具设计案例实践

4.1 设计构想的提出与论证

根据以上的研究，提出武当山特色旅游纪念品的

设计构想并进行论证。

构想一，如何结合武当山的特色进行旅游纪念品

设计？哪些是可以用来实际应用的？

将纪念品的传达意向与地域文化两者结合考虑[7]，

这样能对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

先可以根据武当山旅游资源和文化图腾，对武当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理念进行探讨和分析，选择有价值的创新基

点，分析设计灵感的可行性，最终得出武当文化的借鉴

要素。例如可以选择“道”这个理念，“道”的构成主要由

金、木、水、火、土这5种元素构成。金，刚毅犀利，使人联

想到经典的武术文化，可以设计出武当的器械宝剑等习

武用具；木，天然质朴，联系当地木刻产品，可以做成精

美的木雕工艺品；水，晶莹剔透，依器成形，设计出个性

的水杯等玻璃工艺品；火，炽热勃发，结合当地的古油

灯，设计成生活用具；土，纯朴浑厚，结合武当古瓦，借用

武当山的纹样作为产品的肌理，从而做出相对应的5种

不同理念的旅游纪念品。最后，雕饰纹样上采用祥云、

游龙、符咒、如意及八仙等。

构想二，如何权衡武当山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

目前市场上购买的武当山纪念品都过于传统。

过去，去武当山的大多是香客，以朝拜为目的。现在

上山的人中大多是旅客，真正去朝拜的人已经比较少

了。如今人们对旅游纪念品的期待主要在武当地域

特色和对新时代感的幻想这两个方面。因此，在进行

旅游纪念品设计时合理地应用武当文化元素，进行产

品设计创新，在展现原有文化特征的同时，弱化原来

的宗教色彩，体现强调更多的时代特征[8]。

构想三，能否将棋盘与茶托结合进行武当山旅游

纪念品的创意设计？

今天，在这个生活快节奏的年代，人们忙于事业

无瑕品茶、下棋[9]。如果在设计中运用这些武当哲学

理念，把道教思想融入到武当山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

去，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也许能在

无形中帮助人们去寻找灵魂深处的净土。功能组合

图见图4。

构想四，能否对便于携带的茶具作为武当旅游纪

图1 太极图

Fig.1 Taiji figure

图2 茶托设计案例一

Fig.2 Saucer design

图3 道衣

Fig.3 Taoist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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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品进行设计？

武当古籍中的道教文化篇记载：“神农尝百草，日

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里强调了茶作为道家养

生之精华，而茶所蕴含的武当文化底蕴又给茶具的造

型设计带来了浓浓的人文气息。可以借鉴道家思想

和茶文化的茶韵之间的关系，设计出具有武当特色的

茶具，体现出道教茶艺的古朴和素雅[10]。

构想五，武当山符咒能否应用到旅游纪念品设计中？

首先，道教符咒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它在游客

的心目中具有很强的神秘感，且有帮助游客消灾避难

之说。其次，武当符咒、吉祥图案作为武当民俗图腾，

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特色，它的神秘感和文化价值也受

到了中外游客的欢迎。所以，将中国吉祥符、道教符

咒图腾与纪念品结合，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展现。

4.2 设计构想的展现

根据前述的研究和论证，本茶具设计就从文化要

素、体型轻巧、精致作为本产品设计的重要考虑要素

进行案例的构思设计与展现，这既考虑到了在武当山

旅游纪念品中武当山文化的融合，又考虑旅游纪念品

可便携的特点。茶具的组合设计案例见图5，正是这

些设计要素的集中体现。

在设计构思上，将武当文化的融合作为设计的创

新点和入手点，在茶托盘的板面上切割出武当太极图

案的造型；符咒是武当的文化图腾，茶托的外观上采

用了符咒，是长寿福，寓意的吉祥和茶托茶艺相融合，

并且茶壶的设计中也融入了武当的符咒图案。

茶托设计案例二见图6，在功能上，它共分为上、

中、下三层，将游戏、下棋、茶托三者功能结合在一起，

棋盘板与茶托分离，板面上方可以放置紫砂壶。同

时，茶托的第三层用于放置象棋子，减小收纳空间，便

于游客携带。

茶具设计见图7，采用曲线形的造型，壶把的曲线

与壶身相协调，柔美且具有灵气，具有整体的美感；茶

壶的壶身刻有武当的符咒图案，将武当的文化图腾通

过茶壶展现出来；壶盖设计采用了武当太极图案，巧

妙地将太极图中的两个球型凹槽作为手拿捏的受力

面，同时，“S”型曲线作为壶盖的纹路，造型美观，也与

壶把造型相辉映；茶杯的杯底刻有武当符咒，凸显武

当文化的特色。茶杯空间立体造型就采用八边形与

圆形相互混接而设计，别具匠心。本设计结合消费者

对旅游纪念品的需求，融入武当山的特色文化，既具

有实用性，又具有纪念性。

5 结语

武当山被称为“道教第一圣山”，它秀美的山势、

地形和纯正的道教文化，及独特的道教建筑群吸引了

无数游客前来登临怀古、祷告和祈福。武当山旅游呈

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作为旅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旅

游纪念品的开发与设计必须充分挖掘武当山文化内

容，强化武当山文化特色，结合现代人的需求进行旅

游纪念品设计，用最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来

凸显武当风貌和拓展武当山旅游纪念品市场，逐步打

造成以武当山文化特色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格局，设

计出具有“武当”品牌的特色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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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一切的飞速

发展为设计手段的改变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也势必

会引发设计思想和设计观念的变革，设计师要把狮形

象融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让狮形象的设计随

着时代的脉搏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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