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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非遗景区为载体，研究民俗艺术元素在其中的保护传承和再开发。方法  从民俗的表

现性、体验性、传承性、特征性 4 个维度，对非遗景区环境中的民俗性表现进行分析，阐述民俗艺

术与非遗景区的双重导向性，找到其内在的天然联系。结论  以凤凰古城为例对民俗艺术空间进行

体验应用设计，总结民俗艺术在非遗景区公共空间中的设计表达方式。通过对民俗艺术元素的再设

计，探讨民俗艺术元素融入非遗景区公共空间的设计方法，构建保护传承民俗艺术的非遗景区体验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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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ICH scenic area as the carrier, it studies the protection of folk art elements inheritance and devel-

opment.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representation, experience, inheritance and characteristic of folk custom, it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CH scenic spot environment, expounds the double guidance of folk art and the ICH scenic spot, find 

its inherent natural connection. By taking an example of the ancient city of phoenix folk art space experience for applica-

tion design, it summarizes the design approach of folk art in the public space of the ICH scenic spot. Through redesign of 

the folk art elements, it explores design method of folk art elements into the ICH scenic area of public space, build ICH 

scenic spot experience space to protect the fol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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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艺术是我国 5000 年传统文化的见证和载体，

为非遗景区公共空间设计带来了丰富的创意来源，可

以作为主要的艺术元素在非遗景区的整体设计规划、

公共设施、导视等方面产生深入影响[1]。这里通过探讨

非遗景区中的民俗性表现，以及民俗艺术与非遗景区

的天然联系性，以凤凰古城为例的民俗艺术空间体验

设计应用，说明了民俗艺术在景区体验中的具体应用，

构建了民俗艺术的体验空间新形式。 

1  非遗景区环境中的民俗性表现 

1.1  民俗表现性 

民俗是生长于民间的文化形式，表现出的视

觉、感官形式是极具民间特色的。民俗艺术化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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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是将民俗特有的符号语言、展示状态、文化

内涵、民俗要素等关键点，集合为一身用艺术的表

达能力去设计传播的方式。设计传播的效果在于将

民俗所代表着的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精神象征更

好地表现给体验者。 

1.2  民俗体验性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艺术体验所包罗的种类

是多种多样的，民俗从艺术的角度去表现其体验

性，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民俗的创新性发展。民俗体

验性的传统表现形式多为定点演出、定位演出、收

费参与等传统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表

现民俗的参与性和体验性。民俗体验性从当代艺术

体验的角度出发应往大格局，更加全面的体验空间

来设计创作以实现更好的民俗体验性。 

1.3  民俗传承性 

民俗文化具有传统文化的性质，中华上下 5000

年的璀璨文明中，民俗文化是其中最亮的星之一，

如何更好更有效地传承是需要不断尝试努力实现

的目标。民俗的土壤在民间，这些远离庙堂，以口

耳相传的形式保存至今的珍贵文明，构成了当代依

然充满活力的民俗文化。民俗聚居环境的形成是通

过好几代人经营建立的，在我国湘西南少数民族地

区就有着兼具民俗文化艺术和非遗景区双重属性

的地域。 

1.4  民俗特征性 

在非遗景区中，构成非遗景区的内涵底蕴就是

其地域民俗特点，因此民俗的特征性是非遗景区的

空间灵魂，为实现非遗景区的民俗体验性，将民俗

的特征点点滴滴地渗透进环境景观设计中，令游客

置身于非遗的景区中即置身于这片民俗艺术的海

洋中。运用人与环境的交融层面创意设计，让人们

全方位地感受地域民俗艺术的魅力特征。 

2  民俗艺术与非遗景区的双重导向性 

民俗艺术是民俗的艺术表现形式，非遗景区可

看作历史造就的特定文明聚居地，它们都是民俗文

化的载体，并且承载着乡愁这一情感要素，双重属

性交叠在一起即产生了双倍的民俗特色环境效果，

因此给人们带来了双重的空间导向性[2]。 

2.1  民俗艺术的情怀 

民俗艺术反映了当地民族特有的艺术语言及

生产生活方式，是民间智慧的产物，体现了社会生

产力水平和历史因素，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从某

种意义上说，民俗艺术能够承载乡愁的审美情怀。 

2.2  非遗景区的承载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让居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3]。非遗景区承载

着意识形态、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的外

在表象以及传承与发展。非遗景区景观体系一般由

3 个部分构成，分别为自然、人工以及活动景观。 

自然景观是非遗景区自有的天然形态，包括山

川、湖水以及环境气候等综合环境影响下形成的景

区天然环境表征。人工景观是非遗景区的主要景

观，包括景区的建筑村落及整体外貌轮廓、景区整

体空间、景区中艺术小品等。景区中的建筑风貌、

历史古迹是民间集体艺术智慧的结晶，不但具有文

化意义，而且承载了非遗景区厚重的历史感。活动

景观体现了非遗景区原住民的日常起居、当地民俗

民情的生产生活活动。活动景观给游客的印象比较

深入，如特色的民族集市、商业街的门庭若市以及

当地原住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等。 

非遗景区是历史的见证，是民俗文化的载体，

在其有形的历史环境、街道、桥梁、水系和古民居

这些物质文化与历史街区里，承载着内涵丰富和独

具特色的精神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者有机地融汇

在一起[4]。 

3  民俗艺术在非遗景区公共空间中的体验设

计表达 

以凤凰古城为例，凤凰古城作为湘西少数民族

聚居地中的一座历史文化古镇，承载着厚重的湘西

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和文化，具有湘西少数民族代表

性的民俗特色，同时这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非遗景

区。以保护弘扬湘西少数民族的民俗艺术为设计的

灵魂，运用构建空间体验设计的方式，实现置身于

湘西凤凰古城中感受这片土地上少数民族特有的

民俗艺术风情。游客置身在内看得见凤凰的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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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见凤凰的水，记得住凤凰苗族民俗艺术的情怀。

凤凰古城内景见图 1（图片摘自太平洋摄影博客）。 

 

图 1  凤凰古城内景 

Fig.1 Interior of ancient city of phoenix 

3.1  非遗景区公共空间设计中的民俗艺术应用范畴 

凤凰古城所处的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地，民俗艺

术特点以占总人数多数的苗族文化艺术为代表，因

此将湘西苗族的民俗艺术语言提炼出可视化的湘

西苗族民俗艺术符号，应用于凤凰古城的公共空间

设计中。 

通过对湘西苗族民俗艺术与凤凰古城景区的

公共环境两者进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渗

透，相互融合无界限的。在本次设计中将对湘西苗

族代表性的图腾元素所具备的内在民俗文化艺术

底蕴，引其精华运用于凤凰古城景区公共空间设计

中，将其打造为湘西少数民族民俗艺术的展示窗

口，对游客以空间环境体验者的身份进行定位，运

用游客体验的思维去进行空间设计。民俗的特征影

响着空间设计所要呈现的视觉效果和表现元素等

多方面的设计考量，因此对本土民俗艺术的深入了

解是树立本土民俗艺术设计形象的最佳途径，苗族

民俗艺术的底蕴基石是实现设计更大影响力的坚

实后盾。 

3.2  民俗艺术空间体验应用设计 

本次民俗艺术空间体验设计从对凤凰古城景

区标准识别图案创作设计开启，在环境空间中，导

视系统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上，将结合民俗特征

符号进行创新设计，公共设施对于景区是游客体验

感受最强烈的一个环节，是否与古城景区搭配得相

得益彰，直接影响这座景区的体验质量。让湘西苗

族民俗艺术以视觉标准图形“点”、导视系统“线”、

公共设施“面”，点线面最后成体完整地构建成为凤

凰古城民俗艺术的空间体系[5]。 

以凤凰古城为例的民俗艺术空间体验应用设

计构思，苗族民俗艺术代表符号元素分析：蝴蝶是

苗族服饰中应用最常见的元素，苗族视蝴蝶为本族

的祖先，未能保存下本族文字的苗族，保留下来本

民族传统的花纹样式，比如苗女戏蝶，蝴蝶探花等，

这些都是苗族民俗艺术的重要代表图案[6]。 

苗族每逢重大节日和庆祝的日子里，族中女性

就会穿着盛装庆祝，女性的月牙形压领银质留穗项

圈和已婚妇女的银质牛角花冠，都是极具特色的本

民族象征元素。 

凤凰古城中传统建筑具有其民俗特色之处，在

古城中每一座民居建筑均为雕花飞檐屋顶，飞檐的

造型为飞鸟，写意形式的翅膀向外呈现翘起的弧

度。沿凤凰母亲河的沱江水畔建造的民居建筑，以

杉木为支撑一半立于沱江之上，苗族特色民俗建筑

吊脚楼因此得名[7]。 

以上例举的最具有象征性的地方民俗艺术特

征，均将作为设计灵感注入在实际设计中。 

3.3  以凤凰古城为例的民俗艺术空间体验应用 

3.3.1  凤凰古城景区标准识别图形设计 

苗族民俗象征元素图样化应用在凤凰古城景

区标准识别图形设计中，标准识别图形设计见图 2

（图 2—9 均由笔者设计），古城民居建筑的飞檐造

型应用在凤凰两字的字形结构框架构成中，运用与

文字比划象形的民俗图形元素衍义填充，例如蝴

蝶、牛角、吊脚楼等民俗元素，最终将苗族银饰特

色的月牙压领项圈简化为半封闭的圆形，整合成完

整的凤凰古城标准识别图形，并围绕其展开标准图

形应用[8]。 

 

图 2  标准识别图形设计 

Fig.2 Standard recognition of graphic design 

3.3.2  凤凰古城导视系统设计 

苗族民俗艺术在导视系统设计中应用在凤凰

古城主导视牌造型上，主导视牌是每位来到此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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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最重要的提示信息界面，地域特色民俗元素需

要在设计中重点显示[9]。上下不对称的两部分造型

组合，不对称式的结构大面积在上部分，造型上为

古城建筑民俗特色的飞檐；不对称式结构的下部分

基座用主标示为视觉焦点，四周连续排列以吊脚楼

形式为图形元素的镂空造型，层叠的镂空效果好似

水面上的吊脚楼剪影，将环境中的氛围置入到设计

中，让其不仅作为功能设施服务于古城，而且融入

古城的整体建筑中，总景区导视牌设计见图 3。景

区中导视具体应用设计见图 4。 

 

图 3  总景区导视牌设计 

Fig.3 Total area visual brand design 

 

图 4  景区中导视具体应用设计 

Fig.4 Scenic spot guide system application design  

3.3.3  凤凰古城公共设施设计 

凤凰古城景区有山水的美，有人文的美，有氛

围的美，这些美从体验角度出发让游客在静止中也

能感受到，这就需要在设计时对公共设施加以用

心。江边的公共休憩区域座椅的设计，运用了与主

导视牌同样的元素，层叠的镂空吊脚楼图案与江面

的水波纹交相呼应。将民俗艺术元素的这一特点揉

入景区的自然环境中[10—11]，公共座椅设计见图 5，

垃圾桶设计运用了蝴蝶镂空雕花装饰，采用圆柱向

上斜切顶面造型，垃圾桶设计见图 6。 

古城景区井盖的设计运用了与古城标识设计

相协调的简化苗族图腾符号，带有其使用功能的特

性文字，在这座古城景区中的每一处细节设计中都

展现着苗族的民俗艺术魅力。井盖设计与使用环境

见图 7，井盖设计与元素来源见图 8。 

  

  

 
图 7  井盖设计与使用环境 

Fig.7 Manhole cover design and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图 8  井盖设计与元素来源 

Fig.8 Manhole cover design and element source  

3.3.4  古城艺术雕塑 

凤凰古城雕塑设计将苗族特有的艺术图形元

素运用在雕塑设计中，加上将古城沱江之水的水流

图案化，衬托在主题雕塑下，整体效果呈现出水中

映月的感觉。细节设计中呼应整个体系的仍为镂空

剪影，不同之处在于镂空的图腾为明确的蝴蝶探花

纹饰，直观地表达这座雕塑设计的中心点是为体现

苗族民俗艺术置身于凤凰古城这一方灵山秀水之

地，艺术雕塑设计见图 9。 

 

图 9  艺术雕塑设计 

Fig.9 Art sculpture design 

图 5 公共座椅设计 

Fig.5 Public seat design 

图 6  垃圾桶设计 

Fig.6 Trash c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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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民俗艺术文化资源是非遗景区的灵魂，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凤凰古城为例，通

过对民俗艺术元素的再设计，把凤凰古城富有层次

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与独特的民族艺术文化相

融合，将其融入非遗景区公共空间中，结合人们在

古城环境中的感官体验，构建保护传承民俗艺术的

非遗景区体验空间。在保持非遗景区深厚的文化内

涵和特有的文化氛围的基础上，达到对民俗艺术保

护和传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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