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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全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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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设计方法进行研究。方法 以功能分析理论为基础，从纪念品

的功能角度，通过将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分为象征功能、外观功能、实用功能 3 类进行分析，并且建立

多维欧式功能空间，用定量分析的方式研究民俗文化纪念品功能特征。这种方法给予设计者在民俗文化

旅游纪念品开发的过程中，提供开发的依据和评价指标。结论 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需要注意各

功能之间的匹配关系，功能空间的运用可以将纪念品根据功能组合方式进行分析，进而开发出功能匹配

最优的全功能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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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Function Design of the Folk-Custom Tourist Souvenirs 

QIAO Xian-ling, ZHENG Ting-t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design methods of folk-custom souvenirs.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theory of product, it analyzes the folk culture tourism souvenirs on symbol function, appearance function and practical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souvenir, and establishes a multi-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 to 

study the folk-custom souvenirs in the form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It provides the effective data support as well as the 

basis and evaluation index of tourism souvenir development to the designer. Development of the folk-custom tourist sou-

venirs need to emphasize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function. Using functional space can quantitative ana-

lyze each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It helps the designers to develop the best functional matching total function folk-custom 

souvenirs. 

KEY WORDS: tourism souveni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function space; function matching; total function 

进入 21 世纪，我国旅游业呈现迅猛发展，根据

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发布数据可知：2015 年上半年

国内旅游人数 20.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9.9%；国内旅

游消费 1.65 万亿元，增长 14.5%。旅游业成为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民俗文化旅游因不同民族的地

域文化和风俗民情特色，成为了游客选择旅游热点之

一，因此旅游的消费随之增长，游客购买旅游纪念品

是旅游消费的重要环节，好的旅游纪念品对于旅游业

的经济增长起着推动性的作用。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

作为承载了纪念意义和功能的特殊产品，浓缩反映了

当地的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以欧式空间理论为基础

着手对旅游纪念品开发设计，通过市场调研获取以消

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纪念品功能量化关系，可以帮助设

计师更高效地设计出符合用户需求的民俗文化旅游

纪念品。 

1  研究现状 

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作为一种实物，是纪念价值

的最好载体，它与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息息相关其发展

却呈现后劲不足，存在诸多问题。随着现代技术的提

高和旅游纪念品同质化现象的严重，旅游纪念品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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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逐渐消失[1]。普通的玉石手串、檀木扇、丝巾在

全国各地的景区比比皆是。旅游纪念品质量低劣，缺

乏地域特色，不能反映地域传统和民族文化特色[2]。

拙劣的纪念品不能作为最好的旅游回忆寄托物，缺乏

特色的纪念品降低了基本的纪念功能。旅游纪念品深

层次的内涵是文化，很多旅游纪念品商品化使其文化

特质消退[3]，大批量的仿制品将民俗文化的提取环节

遗弃，造成纪念品象征功能部分缺失。忽视市场的需

求，品种单一、特色不够鲜明，旅游者被迫接受所购

买的纪念品，而产品本身没有真正迎合游客的需求。

这些问题原因在于设计者对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功

能特征的认识存在不足，旅游纪念品彰显出的人文风

情、民俗特色能够为旅游景区代言，所以民俗文化旅

游纪念品的设计与开发必然具备民族特色和文化内

涵[4]，为改善现有问题优化旅游纪念品设计方式，可

以通过对纪念品功能需求进行分析，将纪念品的以功

能特征划分并且归类，运用多维欧式空间进行量化匹

配，从而对于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进行设计开发。 

2  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分类以及功能分析 

2.1  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分类 

旅游模式影响着旅游者对纪念品类型、产品属性

特征的选择[5]，民俗文化旅游是以一个地区的历史文

化、民俗风情为背景和资源, 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

或艺术加工的手段 , 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具有民族特

色和地域文化的旅游模式[6]。因此民俗文化旅游纪念

品也呈现出多种型态。按照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功

能及特征，本文将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分为分享型、

展示型、珍藏型、实用型 4 类，见表 1。 

表 1 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分类 
Tab.1 Folk-custom souvenirs classification 

主类 次类 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分类 

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 

分享型 首饰、装饰品、编织物、配件用品、玩具 

展示型 陶瓷、雕塑、织锦、刺绣、地毯、绘画、剪纸 

珍藏型 金银器皿、玉器、陶瓷、漆器、音像制品 

实用型 服饰、包具、茶具、酒具、厨房用品、办公用具 

 

2.2  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功能分类 

功能是产品与使用者之间最基本的一种相互关

系，是产品得以存在的价值基础[7]。这里所说的功能

不是简单的使用功能的实现方式，而是产品以物质方

式实现的功能系统，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功能体现

在纪念特征、地域差异、创新型、造型外观、材料工

艺、便携度和使用方式 7 个方面方面。其中，纪念意

义、地域特征是旅游纪念品的基本属性[8]，属于象征

功能；造型外观、材料工艺属于外观功能；便携度、

使用方式属于实用功能，而创新性则在每一个功能中

都有所体现，功能分类见表 2。 

表 2  功能分类 
Tab.2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实用功能 外观功能 象征功能 

功能类型 便携程度 使用方式 创新性 造型外观 材料工艺 创新性 纪念特征 地域差异 创新性 

 

3  全功能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可行性 

民俗旅游纪念品的全功能设计，存在着广泛的发

展前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全面满足功能需求

的旅游纪念品有市场必要性。全功能设计就是按照产

品定位初期的主要功能要求，结合用户需求及现有产

品进行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对所定位产品应具备的目

标功能系统进行系统策划和构建的创造活动[9]。民俗

旅游纪念品的全功能设计不是单一针对某一景点纪

念品进行的设计，而是借助多维欧式空间建立民俗文

化旅游纪念品的功能空间，提出一套可以指导民俗文

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的方式和后期的评价准则。

以此改良传统的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 “闭门造车”的

设计方式，设计出各功能满足民俗文化旅游市场需求

的纪念品。 

3.1  功能空间 

全功能设计运用于产品开发初期，按照产品定位

的初步要求，在对用户需求及现有产品进行功能调查

分析的基础上，对所定位产品应具备的目标功能系统

进行权衡，避免产品某一功能过剩或不足，确保各功

能最优化整合[10]。全功能设计需要考虑不同功能特征

之间的匹配关系，可以借助多维欧式空间对各功能匹

配情况进行描述。功能空间的每一维代表一个功能类

型，每一维的坐标表示相应的功能量[9]。民俗文化旅

游纪念品按照旅游地区消费者需求类型，分为实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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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外观功能和象征功能，功能空间轴测图见图 1。

将旅游纪念品的 3 类功能对应 3 个维度:实用功能

-Fu，外观功能-Fa，象征功能-Fs，以 O 为原点构成

三维坐标，由于约束条件 Fa+Fu+Fs=100 的存在，功

能系统的自由度为 2，因此功能空间是一个以点（0，

0，100），（100，0，0），（0，100，0）为顶点的三角

平面，进而借助此功能空间对于纪念品的 3 类功能的

相对需求进行分析。 

 

图 1  功能空间轴测图 
Fig.1 Isometric drawing function space 

3.2  全功能旅游纪念品功能组合分析 

通过调研问卷考察各功能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者

需求的相对定量构成，将得到的功能需求词汇进行模

糊聚类分析，选取欧氏距离进行描述[11]。按照 3 类功

能的相对需求强度，以全部需求强度之和为 100 分，

最终将聚类结果表示在二维图像构成功能空间，3 类

功能的相对功能空间见图 2。在二维空间中 Fa（外观

功能）、Fu（实用功能）代表不同功能量，Fs 处于第

三维坐标表示象征功能的强度：Fs=100-Fa-Fu，向量

顶点代表 3 种功能极大值时的三类型：实用类型-H，

观赏类型-S，纪念类型-P。 

 

图 2  3 类功能相对功能空间 
Fig.2 Three kinds of relative function space 

由图 2 可知，H 型（实用类旅游纪念品）区域作

为实用功能在数量中占最大值（Fu→100）时，此类

型的纪念品除实用功能以外极少有其他需求，实用型

的服饰、包具、茶具、酒具、厨房用品、办公用具等

皆 满 足 此 范 围 需 求 。 旅 游 纪 念 品 实 用 功 能 极 少

（Fu→0）时，根据象征功能与外观功能之间功能量

比较来得出两种类型。S 型（Fa >>Fs），这类产品基本

没有实用功能，展示型陶瓷、雕塑、织锦、刺绣、地

毯、绘画、剪纸等皆属于此范围，S 型纪念品代表陕

北窗花、凤翔木版年画；P 型（Fs>> Fa），这类产品

的外观功能被忽略不计，强调的是产品的纪念功能，

产品元素主要突出地方代表性的符号特征给游客对

旅游地留下深刻烙印，最具代表的是西藏地区的哈

达。PH 型（Fs＋Fu→100），此类产品将实用功能和

纪念特色融为一体，如乾州特色的老虎鞋，见图 3（图

片摘自百度）。PS 型（Fs＋Fa→100）此类产品因为漂

亮的外观和地方特色纹饰深受消费者喜爱，例如宝鸡

凤翔县的马勺脸谱是极符合游客的审美和纪念需求

的纪念品，见图 4（图片摘自必应）。HS 型（Fa＋

Fu→100）虽然此类产品既美观又实用，能够为使用

者提供使用和观赏的功能，但是从本质上是缺乏纪念

特征的产品，不能称作好的旅游纪念品。市面上大部

分旅游纪念品属于 P，PH，PS 类型，分享型的首饰、

装饰品、编织物、配件、玩具及部分展示类型的纪念

品是最常见的纪念载体。 

   

图 3  乾州老虎鞋 
Fig.3 Tiger shoes of Qianzhou 

 

图 4  马勺脸谱 U 盘 
Fig.4 Mashao U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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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俗文化纪念品的聚类结果分析，不难发现

消费者对于民俗文化纪念品的功能需求中，象征功能

是纪念品的基础功能保证了地区民俗文化得以再现，

外观功能和实用功能满足了消费者审美和使用的需

求 ， 可 以 提 升 纪 念 品 的 附 加 值 。 PHS 型 （ Fs+Fa+ 

Fu=100）此类纪念品具有显著的地域代表符号识别

度，又满足了游客对于纪念品的外观和实用功能需

求，是各功能全面满足游客需求的纪念品。全功能民

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要保证产品纪念特征的必要

性，而“形式追随功能”新的功能可以赋予纪念品新的

文化特征，外观功能和实用功能是纪念品载体的实现

方式，通过精良的造型和工艺再现纪念品的历史文化

内涵，以人为本的产品再设计也是纪念品象征功能得

以体现的保证。此外纪念品开发时，加入创意以及趣

味性手法更加优化各种功能的组合方式，通过 3 类功

能的匹配整合最终实现全功能旅游纪念品的设计。 

3.3  全功能旅游纪念品设计验证 

无论是一般旅游纪念品还是民俗文化类旅游纪

念品，都可以对新的功能进行探索和开发，这个过程

本质上是对于纪念品民俗文化的挖掘和设计表现[12]。

陕西地区的民俗文化纪念品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的争

相购买，分享型纪念品因其小巧精致的外观成为现今

游客购买量最多的类型。以梳子旅游纪念品为例，将

生活用品与纪念品结合设计，为游客提供兼具使用价

值和地域文化价值，综合象征功能与实用功能、外观

功能于一体。“丝绸之路”纪念品梳子见图 5，方案 1

是结合游客对“丝绸之路”纪念品需求进行设计的方

案，突出象征功能的地域文化差异同时迎合了消费者

的审美需求和当下对于创新性的追求，表现出西安作

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动态效果，趣味且灵动的再现旅游

景点。方案 2 是市场上热卖的梳子造型结合丝绸之路

文化特征进行再设计方案，以骆驼以及丝绸之路的路

线图为装饰，强化了当地的符号识别度美化了梳子的

外观造型。方案 3 是某款当前旅游地区热卖的旅游纪

念品梳子（图片摘自必应）。通过对游客问卷调查，

以 3 款梳子的象征功能、外观功能、实用功能和创意

性作为评价指标，进行游客满意度评分，结果如下：

方案 1 满意度为 85.25 分，方案 2 满意度为 77.5 分，

方案 3 满意度为 54.25 分，游客对于方案 1 和方案 2

的满意度胜于方案 3，验证了全功能民俗旅游纪念品

开发方式的可行性。 

     
a 方案 1                               b 方案 2                              c 方案 3 

图 5  “丝绸之路”纪念品梳子 
Fig.5 "Silk road" souvenir comb 

针对旅游纪念品的全功能设计，应从功能着手去

分析 3 类功能之间的关系匹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

本质上实现旅游纪念品的全功能设计，需要注意以下

两个方面。功能匹配：针对旅游纪念品的全面功能，

需要全面考虑纪念品的象征功能、外观功能、实用功

能之间的需求趋势，对于功能匹配时，根据纪念品的

特性及纪念品载体的外观形态类别结合设计语言运

用于纪念品的设计中，形成旅游纪念品各功能最和谐

匹配方式。功能实现：根据各地鲜明的文化内涵和地

域性符号特征，提取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参考民俗文

化旅游纪念品功能需求，设计出各功能完美匹配的纪

念品载体，依据功能需求点进行设计实践后期的反馈

及方案修改，最终完成各能满足需求的纪念品。 

4  结语 

民俗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不仅仅停留在对于外观

的造型，而是针对纪念品的特殊性进行深入挖掘消费

者功能需求点的过程。设计前期把握住纪念品消费市

场的功能趋势，以功能设计角度进行旅游纪念品的最

优化设计。纪念品设计实施阶段，运用地域代表性符

号结合精巧的工艺制作，融入创意的手法将纪念品各

个功能进行整合设计表现，开发出正能够全面满足游

客需求的旅游纪念品，进而带动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

设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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