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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设计有内涵、视觉形象鲜明的陕西民俗旅游纪念品，为同类设计提供参考。方法 引入

了 PIS（Products Identity System）产品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分析了旅游纪念品设计的相关因素，

结合陕西民俗文化特点，确定了以腰鼓为造型元素的音响系列产品的设计思路。结论 将文化融入

到音响系列产品的设计中，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设计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视觉形象统一的音

响系列产品造型和外观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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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has the connotation, the visual image of the Shaanxi folk custom tourist souvenir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imilar designs. It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PIS product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analyzes the related 

factors of tourism souvenir designing,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anxi folk culture, and determines to drum 

for styling element audio products of design ideas. Culture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of audio products, and then 

combined design with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unified visual image audio products shape and appearance of the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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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纪念品市场前景广

阔，但目前众多旅游纪念品普遍存在下列问题：

开发滞后，缺乏文化性或所表述文化与旅游纪念

品缺少关联性；无法有效传递地域文化和精神；

产品缺乏视觉统一感，无整体形象或整体形象混

乱。结合陕西民俗文化，提取三秦文化中具有代

表性的设计因子—腰鼓文化[1]，通过探寻鼓与音响

之间的联系，导入 PIS 设计理念，对音响系列产品

进行整体造型设计，以提高陕西民俗旅游纪念品

的内涵和视觉形象。 

1  PIS 

PIS 是英文 Products Identity System 的缩写，

意思为产品形象统一识别系统 [2]。它是基于 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产品形象统一识别

系统，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德国设计师提出

并在企业中加以推广[3]。它以规范化系统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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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产品稳定且独特的形象，整合企业产品造型，

传播企业文化及品牌内涵，最终获得消费者的认同

及识别，借此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4]。随着技术

差异的日益缩小，建立起独特有效的产品形象识别

系统，对提升产品形象和市场竞争力具有显著效果。 

PIS 分为 3 个部分，分别为产品形象理念的识

别、产品形象的视觉识别和外围产品的形象识别[5]。

产品形象理念的识别是指产品给消费者所提供的

核心价值；产品形象的视觉识别是指产品的主体给

消费者展示出的形象；外围产品的形象识别指和产

品主体有关的其他视觉形象，包括产品包装、宣传

和推广。 

首先确立了以陕西腰鼓文化作为产品的核心

价值，明确了产品形象的理念定位。同时在产品形

象理念的指导下设计了产品的形、色、质等特征文

化符号，将产品与文化进行融合，塑造了系列化、

风格化的产品视觉形象，使其不仅具有美的外观，

更是文化的载体。最后有效地利用产品包装设计的

视觉要素，让产品自身的整体性得以加强。并结合

音响设备的技术原理设计了产品的包装设计，从而

形成了完整、统一、和谐的产品视觉形象。 

2  产品形象理念的建立 

旅游纪念产品设计的魅力在于产品不仅能满

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且还赋予了其文化内涵。产

品在兼顾艺术与纪念性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实用性

和文化创新性，使传统文化之美与时代特征相结合，

而腰鼓文化则是陕西较为独特的文化形式。 

2.1  使用对象 

针对到陕西的各个年龄的游客，对陕西文化有

一定兴趣，喜好旅游留念及文化产品收集者。 

2.2  功能定位 

鼓的音色有丰富变化，《诗经》和《史记》里

就有“鼍鼓逢逢、鞉鼓渊渊、法鼓冬冬、夔鼓镗镗。”

及“坎、鼚、鼛”等描述鼓声的象声词。《周易》中“鼓

之舞之以尽神”的记述，表明鼓和舞结合的乐舞形

式，是鼓舞、激励大家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结合鼓的结构特点和精神立意上，产品使用功

能可以拓展为扬声、承载、传递等。从鼓的音色和

击鼓震人心的立意启发设计一系列传递声音、传递

力量的便携式音响产品，即便携音响及耳机套装。 

2.3  人机要求 

产品的使用操作要保证使用者一定的使用习

惯和一定的使用差异。产品的结构尺寸参数必须符

合国家要求的标准，在保证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材

料结构要满足使用者一定的舒适度，操作具有宜人

性，在一些经常使用的机构部件上，要考虑产品结

构和材料设计的耐久度。 

2.4  产品造型分析 

对市场上音响产品造型及相关要素进行调研

分析发现，凡是销量好的音响产品不仅质量可靠，

而 且 造 型 新 颖 。 如 世 界 知 名 品 牌 奥 地 利 爱 科 技

(AKG)耳机外观设计比较讲究，富有艺术气息[6]，

而纵观国内音响、耳机造型就不尽如人意。究其原

因就是产品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更关注品质

的追求和精神与情感的满足，希望能从自己拥有的

个性化产品中获得独特的心里享受和精神愉悦，因

此，产品造型设计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而赋予产品一定的文化内涵，可提升产品

品质，使其具有独特的个性。 

在产品形态上，主要以安塞腰鼓外观造型为出

发点，参考腰鼓两头小腹部鼓起的椭柱体，结合鼓

槌与腰带等要素，并借陕西秦风文化及陕西民俗花

样作为装饰，以鼓声震人心的寓意，设计包括耳机、

蓝牙便携音响、蓝牙耳机等一系列音响设备为主题

的陕西民俗旅游纪念品。 

2.5  产品形象理念定位 

在上述产品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陕西

旅游纪念品形象的理念定位是进行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陕西旅游纪念品形象的理念定位分析见图 1。

具体落实到产品造型设计上的风格特征描述为：文

化、震撼、亲切、美观。 

2.5.1 文化 

文化与设计的结合，有助于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在满足产品功能需求的同时，更有助于唤起消费者

的认同感，进而形成产品的品牌个性[7]。腰鼓文化

是秦风文化中独特璀璨的一笔，以腰鼓为造型，具

有浓郁的陕西民俗文化气息。安塞腰鼓为木制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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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陕西旅游纪念品形象的理念定位分析 

Fig.1 The concept positioning analysis of the tourist souvenirs in Shaanxi 
 

两端蒙牛皮或骡马皮，鼓身髹红漆或黑漆，有的描

绘纹饰，鼓身一侧装置两个鼓环，环上系带，将鼓

斜挂于腰际，双手各执一槌敲击。其造型、色彩最

能体现陕西本土文化所包含的符号、花饰，而传统

腰鼓的地方特色更能使系列音响产品有独特之处。 

2.5.2  震撼 

陕西黄土地上，民风豪气凛然，爽快热情，大

方淳朴，因此大西北的气势会给人一定份量感，可

采用表现大西北的造型和配色来彰显王朝的气势

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安塞腰鼓整个表演给人龙

腾虎跃，风起雷鸣的感觉，可以振奋精神，扬士气，

能够增加热闹的气氛，可谓“鼓声震，以振人心”。

将这些文化立意与产品造型功能相糅合，整合出系

统的产品设计精髓。陕西安塞腰鼓表演见图 2。 

 
图 2  安塞腰鼓表演  

Fig.2 The performance of Ansai waist drum 

2.5.3  亲切 

局部人机交互设计具备亲和力，体现时尚感，

与未来造型发展趋势相吻合。明确将产品的外观造

型作为设计的重点，除了设计造型美观具有纪念收

藏的价值外，还强调产品质量、产品的耐久性和材

料选择。考虑到产品（音乐播放器，音响，耳机等）

的使用频度，材质上以木质为主，金属、塑料、布

料为辅。这样产品的纪念价值就更深入人心。 

2.5.4  美感 

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旅游创意产品的设计，离

不开消费群体的认同和支持，产品的使用和购买也

离不开消费者的鉴赏和选择[8]。产品的设计从借鉴

腰鼓带来的灵感，结合人机工程学和设计心理学设

计，将民风、民情自然融合到现代生活之中，并设

计成系列产品，整合包装设计，凸显产品专业程度

及消费品质。结合秦文化传统花纹要素，以传统民

俗颜色为基底，在形态方面追求整体突出独特又不

失古韵的外观造型。鼓上所有的装饰和结构还可强

化产品，比如鼓的泡钉可以设计为音响产品的机构

或开关，腰鼓的丝缎可以是产品修饰的功能结构。

由于产品定位为外地游客，在设计中还要格外突出

轻便小巧方便携带的特点，使之既有文化气息，又

时尚美观。 

3  产品形象的视觉设计 

将文化融入到设计中，有了这个意识，才能使

文化贯穿于设计的始末，指导方案的构思、设计、

选取、确定等，最终产生有文化内涵、品位高的产

品[9]。在明确了产品形象理念定位的前提下，进行

草图构思，设计草图见图 3。草图构思突出陕西本

土的民俗文化，以鼓为造型主体，结合唐风秦韵等

文化元素和民间鼓的装饰要素，在保证整体风格统

一的前提下，设计了造型各异的耳机、音响等产品。 

 
图 3  设计草图 

 Fig.3 Design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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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多张草图方案的筛选修改，将音响、耳

机等欢歌系列产品作为最终的设计方案。这款设计

优点在于巧妙的结合了电子产品与传统文化，在使

用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行三维设计，得

到数字模型方案，三维数字模型见图 4。 

 
a  红色配色方案 

 
b  黑色配色方案 

图 4  三维数字模型 

Fig.4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model 

3.1  造型系列化要求 

造型元素统一，以鼓形为音响系列的主体形态，

以腰鼓为造型的耳机，造型简洁，“叮嘚咙咚呛”

的声音是耳机创意的由来。产品又分为平鼓造型和

圆鼓造型，展示了入耳式耳机造型，并设计出以腰

鼓为元素的耳塞式耳机，将鼓的周边元素也巧妙地

融会贯通。从颜色上借鉴了腰鼓鲜亮的颜色，红黑

相间更凸显中国特色。风格色彩一致，取材以腰鼓

红及黑色符纹为基调，通过产品系列的统一规划，

突出产品的文化纪念意义，将产品风格推向现代化、

系统化。 

3.2  符合产品形象的理念定位要求 

产品从腰鼓的内涵与文化演绎出传递声音，优

化声音，播放音乐的功能。在造型上提取色彩、形

态和装饰纹样等文化符号与现代电子技术相结合，

传递坚定振奋的声音力量，给陕西民俗旅游纪念品

注入新鲜的活力。更好地解读陕西腰鼓为主题的民

俗旅游纪念品。 

4  外围产品的形象识别 

产品包装设计指选用合适的包装材料，针对产

品本身的特性以及受众的喜好等相关因素，运用巧

妙的工艺制作手段，为产品进行的容器结构造型和

包装的美化装饰设计[10]。产品的包装系统整合的表

达了产品设计的风格思想，能提高产品品质和档次，

是将产品推向系列化和整体化的核心。好的包装效

果能够提炼产品设计的精髓，影响顾客购买心理，

对产品的整体设计可以说是一种增益。 

旅游产品的包装设计，不仅需要达到现代化商

品安全流通和方便销售、体现商品形态与性质等的

目的，而且更需要具有区域文化特征和民族特色的

凸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域特色是旅游产品

最本质的特征，是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精髓所在。

只有在商品上烙上了强烈的地方特色才能使得它

与其他的商品区别开来，更能承载纪念意义[11]。由

此，借鉴系列音响的设计元素和风格定位，设计了

以红黑色为基调的产品系列包装和产品说明卡，产

品包装设计见图 5。该包装和说明卡在风格、色彩

和纹饰上与产品能形成统一感，具有解释产品、提

升产品、强化寓意、传递文化的作用。 

  

图 5  产品包装设计  

 Fig.5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5  结语 

将 PIS 概念创新性地引入到陕西民俗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中，通过用户分析、造型分析、行业分

析建立起了产品形象理念，结合地域文化特色赋予

音响系列产品新的生命力。同时产品形象理念的确

定，也为音响系列产品的造型和外观包装设计指明

了方向。这里主要从产品形象的理念建立和产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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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视觉设计两方面展开，进行了理论结合实践方

面的探索。希望通过系统的分析研究，拓展旅游纪

念品设计出路，打开传统的销售市场，设计与时代

需求相统一的系列化旅游纪念品，发挥文化产品的

创意性和实用性。同时，就设计师而言，文化创意

产品的设计，还有一份保护和传承文化的责任[12]。

另外，发扬陕西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鼓文化也是

产品想真正传递的信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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