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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纪念品及相关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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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重视文化创意产业、旅游经济、强调设计驱动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有效地开展旅游纪

念品及文创产品设计的研发工作。方法 在战略层面上应有大局意识，从现有文创产品困境与问题出发，

确保创意的综合性和立体性。在设计操作实操层面，通过对于生活形态的理解和认知，以“接地气”

的方式，使得文化能走入寻常百姓的真实生活，并在使用中传播。结论 研究文化元素，不代表以文化

符号标签化的方式强加于产品，合理的元素植入合理的产品载体才是保证设计不偏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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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Souvenir and the Related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s 

MO Lian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souvenirs and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 and development work in the society where 

great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tourism economy, design drive. The general situation con-

sciousness at strategic level is a necessity, in light of existing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o ensure that 

original ideas are presented in a comprehensive and three-dimensional manner. At design field operation level, product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style, should be presented in a "down to earth" manner so as to be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fe, and 

spread in practice. Studying culture elements, does not equal to labeling cultural items and attach them to products. Reasonable 

elements incorporated into a reasonable product carrier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design does not dev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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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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纪

念品不同于普通商品，它不仅反映旅游地的特色，浓

缩地域和民俗风情，还沉淀着旅行时的美好记忆。作

为旅行活动的重要一环，与拍照相同，购买纪念品同

样是旅游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笔者认为，

旅游纪念品属于文创产品的大范畴，从通俗理解上来

看，旅游纪念品更侧重于手信（伴手礼）的意味，文

创产品更注重馈赠感和礼品感。 

文化产品需要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应从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加以设计思考[2]。旅游纪念

品及相关文创品属于文化产品范畴，他们是一个地

区历史与文化的缩影，作为该旅游地独有的特色商

品，在旅游市场上具有独占性。笔者认为旅游纪念

品及文创产品应具有 3 个较为显著的特质属性。文

化性，即反映当地的地域人文风情与文化特质。文

化使该产品与其他产品产生差异，也增强了自身独

有的辨识性。故事性，即产品应具有纪念价值与谈

资。文创产品向消费者表达与传递何种信息，消费

者为何购买，购买之后会与他人分享什么，这些都

与产品本身的故事有关。实用性，即产品购买后被



第 37 卷  第 16 期 磨炼：基于旅游纪念品及相关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 19 

人们使用与体验的价值。多数消费者买回旅游纪念

品后或是“供奉着”摆看，或是偶然使用。好的文创旅

游纪念品不是简单的原版复刻或工艺复制，它应当

融入生活中被人们真正使用起来。产品与生活之间

需产生长期联系，产品亦应当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

被人们在使用中有效传播起来，这才是旅游纪念品

及文创品的价值与意义。 

1  旅游纪念品及文创产品现状 

     旅游纪念品及相关文创产品作为旅游文化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其收入已经成为旅游收入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消费在旅游购物和旅游业创汇增收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旅游纪念品的销售收入一般要占旅游总收入的 30%

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50%左右[3]。文化与旅游的结合

更多体现在了文化与景区的结合上，而旅游产业链

中旅游文化产品这一重要环节则被人们所忽视[4]。旅

游纪念品及相关文创产品的现状的确是不容乐观

的。笔者认为困境与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同小异：现今文创产品之间差异性不大，各

区域旅游纪念品雷同现象十分普遍。很多旅游纪念

品相差无几，品类杂乱，无设计无特色自然缺少辨

识度，对游客亦构不成足够吸引。从表层次看，这

是因为旅游纪念品缺乏创新所至，从深层次看是缺

乏对内涵文化的挖掘，同时对于这块土壤的培养显

得急功近利。 

创新缺失：相关文创产品仿造多而创新少，技

术含量低。设计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既使文化

增值又创造了产品的核心价值[5]。如今，旅游纪念品

及文创产品跟风现象严重。稍有点设计感的产品往

往又受限于文化元素（符号）的简单复制+粘贴（类

似贴标签）。好的旅游纪念品在产品研发时各环节都

应将思想观念、文化内涵、工艺实现、工程技术融

为一体，产品也因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原本有些旅

游纪念品还有一定地域、民族的文化特征，过度的

商品化使其文化特质逐渐淡去，基本丧失了其原有

的价值与意义。加之商家与开发者更看重短期的经

济利益，市场上出售的旅游纪念品质量良莠不齐。 

对市场狭隘的理解：忽视市场及消费者需求。旅

游商品开发、设计、生产企业对市场经济缺乏足够认

识，产品前期调研存在一定地域障碍、文化障碍和主

观因素。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文化背景、收入水平、

精神与物质需求亦不尽相同。旅游纪念品多是游客在

旅游目的地购买带回家的商品或馈赠亲友的手信，倘

若粗制滥造，很难让人产生购买欲及愉悦感。很多旅

游纪念品要么以“简单粗暴”的设计或包装示人，要么

与消费者生活曲高和寡产生距离，又或是属于“一次

性消费”，购买后仅限于纯观赏摆设，买回后只能“供

奉” 着当摆件，再无多的使用价值。 

品牌意识缺失：市场的各种不规范加之准入门

槛低，旅游纪念品销售亦没有形成相应的规模。行

业缺乏专业、有品牌意识的购物中心及相应品牌产

品，消费者在挑选旅游纪念品及文创产品时，品牌

认知的意识亦不强烈。山寨及伪劣商品充斥市场，

让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研发不仅举步维艰，而且难以

在混杂的市场中争取生存空间。品牌意识的缺乏使

得旅游纪念品和旅游商品都没有充分重视品牌建设

和品牌保护，旅游纪念品形象受损，游客在选择上

亦多无所适从。 

2  设计策略 

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旅游纪念品应有大局意

识，涉及领域应不被销售场所范围局限，亦不局限

于静态陈列销售，反映的不应是局限在购买场所的

小格局。成功案例如香港著名创意聚集地 PMQ，原

址为初级警员宿舍，2000 年后警察宿舍失去原本功

能而闲置了 10 年，历史建筑经过设计师的活化改建，

成为现在的 PMQ 元创方，见图 1。PMQ 元创方将

创意、文创品、潮人、时尚都打造得相当综合与立

体，这也是与普通百货商场差别迥异的地方。除了

老建筑活化焕新颜外，那里不光是呈现文创产品或

品牌的静态展示，更是网罗了许多年轻新锐设计师

的创意智慧和心血的作品。这些文创产品被一种正

式出场的方式呈现，反映出香港对于创意的重视和

对设计的理解。正是如此正视年轻创意的方式，才

能看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化都市拥抱未来的可能

性，PMQ 也同时源源不断地吸引设计师和刺激新的

思维。 

从产品设计研发的实操层面讲，文创产品本身

必须“接地气”。使用产品的过程是消费者的解读过

程，是通过对产品形态、符号化特征以及内涵寓意

进行解读，进入隐藏在表层注释背后的意义象征，

从而完成从明晰的实用功能到潜移默化的文化积淀

的转变[7]。老祖宗的东西可以凭设计的方式转译让百

姓感知。谈及文化，多数人误以为高深莫测。这里

所讲的“文化”，是一个特定时空内，一群人过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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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活方式[7]。当然，历史文化的东西固然需要认知

与了解，然而时代变迁、空间变换、人物变化，不

能硬生生将老祖宗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来照搬，理

应结合当下人们的喜好和生活特点，找到与当下老

百姓生活、工作对接的既合理又合适的方式。旅游

纪念品理念的创新，关键在于将传统文化中的艺术

内涵与生活理念巧妙地融入产品中，可从产品与用

户之间的互动入手，关注产品体验与用户情感，将

不可触摸的经历用可感知的方式加以保留[8]。台湾

“故宫博物院”售卖火爆的“朕知道了”胶纸就是一个

极好的设计案例。“朕知道了”这样的语言表述融入了

当下生活的禅味，既通俗易懂，又让大家对帝王高

高在上的敬畏转为一种平易近人的情感。好设计让

文化在产品使用中自然而然传播开去。 

好视觉可以转化为好产品，典型元素（符号）

带来典型辨识度。元素运用是一种直接、明晰的方

法，选择相关合理元素植入到相关产品载体是一种

有效的方法。这里强调两个关键词：合理、植入。

元素不能乱选，载体亦不可乱套，都需斟酌慎重为

之。在实用功能的先导要求被满足的情况下，符号

具有外延（实用）和内涵（拟象）两面性[9]。代表性

元素（符号）意味着极具代表性的辨识度。形而上

而言元素是观念与思想的抽离“符号”或“印记”；形而

下来说，元素本身有自身的构成、组合方式与符号

语义。对应被元素植入的产品载体，形而上而言需

要保持与代表元素（符号）之间的隐性关联，这种

联系可能不易被显性方式看到或公开，但可以被人

感受、理解、体会，它是一种观念与寓意的契合。

形而下来说，产品载体需要与代表元素（符号）保

持某种必然联系，这种联系相对形而上的隐形关联

而言应该更加明晰，具体包含功能、体验感、形式

感、表现感方面的联系。 

符号元素具有表达概念、深层内涵和思想，能

标示出与概念相符合的具体事物的基本功能[10]。《马

头琴瓶塞》见图 2，是笔者所带团队在面向内蒙古博

物院作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作品，是运用典型元素的

一种尝试。提及内蒙古自然而然会想到草原文化。

从草原文化顺接联想到典型性元素，诸如蒙古包、

羊群、奔驰的骏马等。草原人民又多以游牧生活方

式，他们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自然表露真性情。

马头琴作为一种特色元素在草原生活中真实存在。

将红酒瓶塞作为产品载体有以下考量：对于马头琴

元素而言，形而上反映草原民族的性情与生活，形

而下对应着马头琴本身自有的形式感与构成方式。 

    

  

于产品载体来讲，红酒瓶塞形而上对应把酒当歌，

借酒言欢，载歌载舞的关联性；形而下选取与推敲

马头琴造型语言与样式[11—12]。在使用上考虑功能需

求及操作方式，既保留马头琴的经典样式，又不失

为瓶塞增加握感与操作便利。元素与载体的选取与

结合是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来诠释草原文化

应有的魅力。 

又如广府文化中的文创产品 惬意早茶，见图 3。

很多老一辈广东人清晨都有饮茶遛鸟的喜好，因此

早茶文化是一个相对辨识度高的文化特质。在此文

化中，茶壶、一盅两件、鸟笼都是较为典型性的元

素。形而上而言，它们反映的是老广的生活方式与

休闲的生活心境，形而下对应的是早茶过程中的典

型行为与方式。选择茶具作为产品载体，形而上对

接早茶文化中核心的活动及行为。形而下来说，早

茶文化中经典元素的运用，例如鸟笼、茶叶、一盅

两件不仅提高了辨识度而且给产品带来了不一样的

气质与特色。 

 

图 3  惬意早茶 

Fig.3 Morning tea 

符号植入的方法固然迅速、直观、有效，但也

不是唯一方法，毕竟元素、产品是变化的。方法只

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有活灵活用才能将设计和产品

达到最佳契合点。 

3  结语 

旅游纪念品产品虽然小，但是反映的确是当地

的旅游经济及人文风情的大格局。在不断强调旅游

图 2  马头琴瓶塞 

Fig.2 Cork like horse head 
string instrument 

图 1  PMQ 元创方 

Fig.1 P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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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及相关文创产品研发时，不应忽视对该地区

历史文化及人文风情深层次的发掘。作为设计师需

尽可能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强化创意产权自我保

护意识。政府以及相关行业也应当不断鼓励并支持

创新，依靠过硬质量及广受消费者喜爱的相关品牌，

共同努力，让旅游纪念品在设计、研发、生产、制

造、销售、推广上，都能走向良性的发展轨道，为

当地文化经济推波助澜，为丰富老百姓的精神与物

质生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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