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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低碳理念下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设计思路，为梅山地区在地文化传播、乡

村旅游发展提供形象化的启示与借鉴。方法 分析了低碳理念与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之间的关联，

并结合实例，从在地性的价值体现、功能性的循环适用、历时性的产品更新 3 方面论述了梅山地区乡

村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构想。结论 以低碳理念为切入点，为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及开发提供

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实现了低碳理念价值引导、梅山文化传播、梅山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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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ouvenirs for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Low-carbon Concept 

LUO Jin-ge, DENG Shi-wei, CHEN Fei-h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souvenirs for rural tourism of Meishan region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ways to promote Meishan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ow-carbon concept and the design of souve-
nirs were analyzed first. Then three basic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Meishan rural tourism souvenirs were discussed: the represen-
tation of local values, the functional and renewable abilities and product update capacity. New approaches were developed to 
design the souvenirs of Meishan rural tourism based on low-carbon concept. The Meishan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were 
well promoted while low-carbon concept was implemented, which is a win-win solution for the design of souven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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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已建成的 4 万多个旅游景点中，一半以上

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全国乡村旅游景点每年接待游

客超过 5 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2000 亿元；黄金周期

间，全国城市居民出游选择乡村旅游的约占 70%，每

个黄金周形成大约 1 亿人次规模的乡村旅游市场[1]。乡

村旅游，业已成为当下旅游行业发展的热点，推动乡

村旅游的发展亦被列入“十三五”规划。旅游纪念品作

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其承载着乡村特

有的地域性、文化性、历史性、原真性；二者，以旅

游纪念品为传播媒介，可以使乡村在地文化价值得以

快速有效的传播，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的良性发展；再

者，对于消费者来说，乡村旅游纪念品具有“自然、手

作、绿色、有机”等核心吸引力。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已成

为各国共识[2]。旅游纪念品作为特殊的旅游产品具有

纪念性、地域性、实用性、艺术性、便携性等特征[3]，

低碳理念下的旅游纪念品更要兼具多用性、历时性

等特色。这里结合梅山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探讨了

低碳环保理念下乡村旅游纪念品的设计理念与方

法，使梅山文化的在地价值、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均得以有效传播。 

1   低碳理念与乡村旅游纪念品设计 

1.1   低碳理念与乡村旅游纪念品的相互关联 

“低碳”一词源于 2003 年英国能源白皮书，这一概

念提出以来，备受关注，发展演变至今，已经成为当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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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评价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的核心指标之一[2]。低碳理念

倡导低能源消耗，推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碳产品

设计更注重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对自然环境的低影响[4]。 

乡村旅游以城市居民为其目标定位人群，倡导

贴近自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生态发展理念，

其核心吸引力在于低碳环保，绿色健康。乡村旅游

纪念品在当代低碳经济产品语境下倡导“低能耗、低

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特性实际上与乡村旅游所追求

的生态文明核心理念是一致的[5]。作为在地物质文化

象征的乡村旅游纪念品，应当以其独特的产品语汇，

强化低碳价值的意义。 

1.2  低碳理念下乡村旅游纪念品的社会价值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设计活动本身的认

知更加全面和深刻，从最初的“设计服从消费需求”

到“设计引导消费”，直至当今“设计就是文化和经

济”[6]。在低碳理念的影响下，乡村旅游纪念品的设

计更应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引导消费者关注、

支持、倡导低碳生活。 

《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道”与“器”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文化

与形而下的器物之间的关联[7]。乡村旅游纪念品正是

以有形之“器”来形象化描述乡村在地文化无形之

“道”，使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即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真正融入当代生产生活，成为低碳经

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梅山文化与乡村旅游 

梅山文化约形成于公元 500 年，是中国南方一

种形态多样、神秘古朴的民间传统文化。其地理区

位处于湘中、资水中游；此地山峦重叠、森林茂密，

与外界交通不便，生活在此的梅山人——包含了苗、

瑶、汉、侗、畲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8]。 

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有着其独特的区位优

势及文化价值，通过多方努力，该地区乡村旅游已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乡村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却差

强人意。据不完全统计，梅山地区现有传统文化遗

产 1970 余项，怎样在低碳环保的同时，有效发挥在

地文化遗产的价值，提取本地的自然风光、宗教信

仰、民风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并结合

旅游纪念产品的当代语境，打造富有梅山地域文化

特色的乡村旅游纪念品，是设计者应面临和探讨的

核心问题。 

3  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设计 

3.1  在地性的价值体现 

在地性是一个尺度范围弹性极大的概念，大到

一个国家、文化圈，小到一个街区、村庄都可以宣

称自身的在地性[9]。本文特指由共同的地缘、祭祀圈

为地方认知所形成的在地文化——梅山文化。 

3.1.1  文化转译的方式 

文化转译即“相互以自己的语言，说出对方的兴

趣”[9]，设计作为外来价值的体现，通过具体的设计

方法，将富有本地特色的传统文化融入旅游纪念品

的表达中，其目的不仅能够使消费者直观的了解梅

山地区传统文化特色，更能够激发起在地民众的文

化自豪感。通过文化转译的方式，将梅山地区的在

地文化、在地工艺与当代设计语汇结合起来，实现

在地价值与外来价值的双重作用力，从而使在地民

众与外来消费者都能领略到旅游纪念品传达的文化

信息与情感记忆。 

3.1.2  设计材料的选取 

材料是旅游纪念品的物质载体。强调设计材料

的在地生成，是低碳理念下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

品开发的首要原则。梅山地区盛产竹子，梅山竹编

也是富有本地特色的汉族传统手工艺制品，此外，

纸、木、砖、石、草等均为方便易得的使用材料；

充分发挥在地材料的性能，拒绝繁缛的过分包装，

倡导低碳环保的价值[10]，是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

品开发得以有机生成的前提。 

3.1.3  文化元素的择取 

本地传统文化元素的选取与承载其文化价值的

旅游纪念品之间并非简单生硬的拼接，而是要在低

碳环保的前提下，注重文化内容与产品形式之间的

高度契合，使在地文化元素符号与旅游纪念品的主

题、材质、形态、色彩、装饰等设计要素相互融合、

相辅相成。 

茶文化作为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的亮点之一，其周边

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亟待更新。如图 1（图片 1—2 均由作

者自制）所示，是以竹为载体，将梅山地区特有的傩戏

面具与茶具相结合的一款旅游纪念品设计。本设计方案

以梅山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戏为切入点，将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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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物质载体——傩戏面具提取出来，以木雕傩母形象

（图 1a）为原型，与茶滤（图 1b）以及茶勺（图 1c）

结合，形成一款具有在地文化特性的旅游纪念品。

梅山剪纸是梅山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图 2 竹制茶盘就是将梅山剪纸作品：胭脂湖（如

图 3 所示，图片摘自湖南知青网）的局部取出，并

以原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将图案补充完整，结合竹雕，

形成的一款与茶文化立意契合的旅游纪念品。 

      

   

3.2  循环性的功能适用 

循环性的功能适用，强调的是旅游纪念品的适

用性、多用性。此原则不仅局限于旅游纪念品本身；

包括旅游纪念品的产品包装，在完成其基本功能之

外，还可以另作它用。 

3.2.1  适用性的表达 

适用性在此特指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在考

虑在地文化特色表达的同时，应充分结合消费者的

使用心理及需求，在产品的选材、质量、功能等方

面达到安全可靠、造型美观、经久耐用等要求，从

而使乡村旅游纪念品具备循环使用的先决条件。 

3.2.2  多用性的体现 

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中不乏受到消费者喜

闻乐见的当地土产门类，现今此类产品包装设计，

有些流于平淡，有些过于繁复，有待开发更新。竹

材作为梅山地区多产之物，其本身就具有生长速度

快、成才周期短等生态特性，且宜降解，是天然的

绿色材料。自古本地居民就用竹材作为日常用品、

甚至建筑材料来使用。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原竹

材料已克服了易腐蚀、霉变、渗透、干裂等问题，

扩大了其使用面[11]。竹材在梅山地区土产包装上的

运用，不仅具有地域文化价值，更是梅山地区旅游

纪念品多用性的直接体现。 

针对黑茶、红茶、红薯片等梅山本地土产而设

计的竹筒包装（如图 4 所示，图片 4—6 均由作者自

制），就是以原竹为材料，在其表面开少许洞口，不

仅使消费者可直观看到内部产品，更具有现代装饰

的美感。且土产使用后，其外包装竹筒（图 4a）亦

可另作存钱罐、笔筒、插花器皿甚至灯罩（图 4b—e）

来使用，使其低碳价值得以最大化运用。 

3.3  历时性的产品更新 

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是一个系统工

程，产品系列化的推陈出新，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

品牌，是在地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受到市场肯定的

必要条件。 

3.3.1  乡村旅游纪念品的系列化 

乡村旅游纪念品系列化推出，不仅有益于消费者

对梅山在地文化产生整体的形象认知，也是历时性产

品更新得以实现的前提。设计中应将梅山地域文化归

纳提炼出来，成为旅游纪念品系列化的生成要素；此

外，应注意在统一中求差异，以富有规律性的变化在

同类产品中区分出不同的品种及规格，以便消费者选

购。图 5 所示的木制书签就是以图 6 所示的梅山地区

建筑文化遗产：黄沙坪钱庄（图 6a）、新化北塔（图

6b）、永锡桥（图 6c）、唐家观木结构吊脚楼（图 6d）

为原型，经由平面化处理生成的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书

签。除却建筑主体之外，梅山木雕、梅山柱础、梅山

傩面具等均可作为系列化创作的素材。 

   

   

   

   

图 6  梅山地区建筑文化

遗产 

Fig.6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of Meishan region

图 5  木制书签 

Fig.5 Wood bookmarks 

图 4  竹筒包装的多用性
Fig.4 Versatility of bamboo 

tubes 

图 3  梅山剪纸：胭脂湖 

Fig.3 Meishan paper-cut: Car-
mine Lake 

图 2  竹制茶盘 

Fig.2 Bamboo tea tray 
图 1  梅山地区傩戏面具与竹

制茶具设计 

Fig.1 Mask of the Nuo opera 
and bamboo tea set in Meishan 

region  



第 37 卷  第 20 期 罗金阁等：低碳理念下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设计 171 

 

 

图 7  梅山节庆习俗 

Fig.7 Festival customs of Meishan 

3.3.2  乡村旅游纪念品的历时性 

乡村旅游纪念品历时性更新，是增强旅游纪念

品吸引力的重要途径。具体设计根据梅山当地的民

风习俗，如图 7a（图片摘自网易）所示的新化草龙、

图 7b（图片摘自凤凰网）所示的珠梅故事会等，依

据岁时节令进行系列化的元素提取，归类整理后，

结合本地材料，推出与不同季度节庆习俗相关的主

题旅游纪念品，甚至规格较高的珍藏品，从而刺激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3.3.3  乡村旅游纪念品的品牌化 

品牌化是历时性产品更新的目的。在全球一体

化趋势下，品牌的塑造有利于消费者对于乡村旅游

纪念品获得心理认同感，因此，在品牌被市场越来

越认可的大环境驱使下[12]，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

品的开发同样需要注重品牌化的塑造。要做到突出

在地文化特色，塑造品牌符号，挖掘品牌内涵；统

一产品包装风格形成品牌特征，拓展品牌类别；彰

显低碳环保理念，添加“碳标签”；推广多元品牌营销

模式，增强品牌可读性[13]。只有这样，才能在促进

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消费的同时，彰显低碳环

保价值，传播梅山的在地文化。 

4  结语 

在乡村旅游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

以低碳理念为先导，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为载

体，强调了设计的引导性，分析了在地文化的价值、

低碳环保的意识与当代乡村旅游纪念品之间的关

联，以实际案例支撑了梅山地区乡村旅游纪念品开

发的构想，望借此为梅山地区在地文化传播、乡村

旅游发展提供形象化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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