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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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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促进赣台两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交流，加强赣台两地的经贸往来，拓展民俗旅游市

场的发展深度，研究两地的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的差异和特点。方法 采用比较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分析赣台两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的现状、原因及其意义，总结两地产品设计的特点、地域特

征以及设计事项等，分析各自的设计表现并提出基本设计思路。结论 以赣台两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

计的现状为出发点，探讨客家民俗设计的产品内涵，提出两地为“同族同根”，具有相似的客家文化，

在设计文化上既有相同的生态自然观，又有需注重避免的“同质化”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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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xi-Taiwan Hakka Folk Tourism Products Design 

WEI Chao-yu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boost the communication of Hakka folk tourism products design between Jiangxi and Taiwan, 

strengthen their bilateral commercial ties, expand the folk tourism market depth, and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and fea-

tures of their respective products design.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case study is 

adopted to probe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product design, the features, regional char-

acteristics and relevant matters that deserve attention are summarized, and their respective design performance is ana-

lyzed, based on which a design idea is put forward.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product design to the ex-

pl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folk tourism products, it then concludes that despite the homologous relations of Jiangxi and 

Taiwan and their similar ecological concept of natural and Hakka culture, and then the design culture should avoid ho-

moge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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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客家民俗旅游日益频繁，旅游产品的开

发与设计需求旺盛。赣台客家人同根同族，有着一脉

相承的客家文化。客家民俗旅游活动不同于一般性

“港澳台”观光旅游方式，它是以客家民俗文化为载体

的旅游活动。据报道：在台湾的赣南籍客家人约有

40 万，在赣州的台属也有 40 余万人。其中赣南地区

每年赴台探亲旅游的超过 8000 人次，对台客家文化

交流也异常活跃[1]。客家民俗产品设计具有浓郁的地

域性和艺术特色，容易唤起赣台客家民众的文化认

同，有利于加强两岸之间的民族感情和文化交流。近

年来，两地相继推出了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

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以及“美丽老家·幸福赣州”

（台北）旅游推介会等一系列交流活动。其中，江西

省赣州市重点推介了客家摇篮、江南宋城、生态王国

等旅游品牌，引起了两岸旅游界的普遍关注和浓厚的

兴趣。伴随着这些活动的开展，客家民俗旅游产品的

开发与设计，也成为了“经济搭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大部分客家民俗旅游产品的研发集中在客家传

统美食、客家服饰设计和客家围屋游览等，在客家工

艺美术以及包装设计方面，还存在制作水平粗陋、文

化内涵缺失等现象。基于这些因素考虑，传承和发展

赣台两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的设计研究，就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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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 

1  赣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及其意义 

从 20 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关系得到持

续改善。赣台两地客家人居多，其中，在台湾的客

家人逾 400 万人口，属于台湾五大族群之一。双方

以寻根问祖、风情生态为主题的民俗旅游方式得到

了良好的发展，也为客家旅游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2]。2015 年 7 月，国务院实行了台湾同胞往来

大陆免签注，国家旅游局还公示了瑞金共和国摇篮景

区成为赣州客家地区首个 5A 景区。有研究者认为，

赣台合作发展客家民俗旅游的可行性体现为旅游产

品的构成基本相同、有相同的客源市场以及两地经济

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等 3 个方面[3]。从设计的角度而

言，一方面表明了两地民俗旅游产品有着高度的客家

设计符号认同感；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产品设计上必须

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化特点，否则就消解了相互交流与

商品交易的现实意义。 

赣台客家民俗产品设计具有典型的自然生态观

及地域化特征，产品种类丰富。以手工艺为最，包

括竹编、纸扎、蓝靛印染、木雕、酿酒、制陶、刺

绣和客家服饰等，这些手工艺产品往往与客家民俗

节令、风水信仰息息相关，体现了客家人“罕见的天

放劲健、贤劳俭朴”的人文特质和客家精神[4]。与客

家人的节俭思想一样，客家民俗设计十分注重产品

的内在美质，以崇尚自然朴素、简洁实用为审美品

德。当然，由于“客家民间信仰的‘地方性’，有诸多

表现形式。比如，不同客家地区各有其独特信仰，

地域性特征鲜明 [5]。”特别是在台湾，客家人不仅保

留了传统的民俗信仰和设计文化，为了凝结客家族

群，推广客家文化，他们还“发明”创造出自己的“义

民节”、“桐花祭”等节庆活动，借此推动观光旅游和

创意文化的发展[6]。由此可见，完善和发展赣台客家

的民俗旅游产品设计不仅可以提升经济价值，而且可

以推动两地客家之间文化传承，成为联系两岸“客家

情”的纽带。 

2  赣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的设计表现 

民俗设计产品是客家旅游纪念的物质化载体，是

保存旅游记忆最值得“炫耀”的礼品之一。从目前大陆

的客家民俗旅游需求变化来看，客家民俗旅游中的旅

游纪念品的制作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大多以客家土特

产为主，旅游纪念品中缺乏文化创意，没有更好地体

现并融入客家民俗文化内涵[3]。台湾在这方面意识较

早，20 世纪 80 年代，有关部门就对台湾传统工艺文

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传承，并在以后的“文创”二

期重点推动具有台湾工艺特色的创新开发以及工艺

品牌的形塑。随着这些活动的持续开展，台湾客家民

俗工艺品设计与营销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比如，

对当地销售旅游商品的人员，进行民族文化和地域知

识的教育与培训，使得销售这类商品时能够传递文化

内涵，讲出其背后的精彩故事，从而增强游客购买欲

望 [7]。品牌成长的历程正是倚靠产品背后层累的故

事，与大陆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相比，台湾先进的

运营模式和设计理念，改造或提升了产品设计的原创

性、文化性和时尚性。 

由于江西客家民俗旅游产品的产业化规模远远

不及台湾，许多生产厂家仍然依托家庭作坊的分包生

产模式。加上政府对于创意设计的扶持政策也没有形

成日常机制，大多数民俗产品设计还停留在对客家传

统符号的简单模仿上，甚至直接挪用客家已有的传统

设计形态。尽管这类产品设计能唤起两岸客家民众的

共同情感，但给人的印象仿佛已是垂垂老者，无法满

足新生“客家一代”的审美需求。闽粤赣客家等地又是

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有些旅游产品设计还涉及到

“红色文化”、“革命标语”之类的名称或商标等历史政

治的敏感性问题，在视觉上有可能与民族情感、政治

立场等相抵牾，设计时宜特别谨慎，见图 1（图片摘

自赣州红军桥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图 1  江西某客家品牌土特产包装 
Fig.1 The packaging of a Hakka specialty of Jiangxi 

3  赣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的设计思路 

基于上述赣台两地的客家民俗设计表现，结合当

前两地的旅游产品市场现状及前景，笔者认为赣台客

家民俗旅游产品的设计，既要注意保存两地客家人共

同的历史记忆，使之成为融汇客家传统符号与时代审

美特征于一体的产品，又应该规避客家民俗设计的同

质化问题。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下，赣台两地的客家民

俗旅游设计产品的经贸往来才显得弥足珍贵且富有

意义。 



第 38 卷  第 16 期 魏超玉：赣台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探讨 211 

 

3.1  色彩设计 

从目前江西客家特产包装设计色彩来看，大体可

分为“红色”、“绿色”和“蓝色”3 类。这 3 种颜色的包

装设计在大陆看来具有较为明确的设计指向，即“绿

色”象征江西客家的绿色产品，如兴国鱼丝、南安板

鸭、酸枣糕和黄元米果等。“绿色”实际上就是指农业

土特产品；“红色”还不单单是所谓的“中国红”，在赣

南则有明显的历史革命色彩倾向，尤其以将军县兴国

地区出厂的系列产品为例；“蓝色”系列产品主要表现

在传统客家服饰的开发利用上，被认为是承载着客家

先民自身的文化内涵与深厚情愫。江西在近年来为了

满足台湾客属旅游产品旺盛的市场需求，纷纷推出了

一些手工艺产品如客家围屋模型、客家火笼、客家瓷

器、客家饼模等。这类产品设计已经退出实际的使用

功能，在材质和色彩设计上基本保留了原生态质感，

依然与客家人传统的造物观相契合，产品形态的识别

性很高。但是，作为赣台两地民俗旅游活动的纪念性

礼品而言，这 3 种颜色设计存在着两地文化交流上的

误区，导致台湾客家人在设计语义理解上的偏差。 

台湾客家民俗产品设计沿袭了传统的设计风格，

大体保持了“造型简洁朴实，语意清晰明了”的基本特

征[8]，并不局限于将颜色简单地对应以上 3 类。以台

湾桃园、新竹和苗栗地区的客家女红“缠花”工艺为

例，其颜色在闽南“春仔花”简单的红色基础上更加丰

富、色彩更加明亮鲜丽。这种民俗工艺保留了客家传

统的女红制作方法，突破了“红绿蓝”三色直译式的象

征意义。台湾亚洲大学时尚系设计的客家缠花系列，

结合现代表现技法，融入时尚设计元素，将客家传统

缠花精品化、蓝染服饰设计精致化，呈现缠花的典雅

韵味，拓宽了传统设计的色彩阈，见图 2（图片摘自

台湾亚洲大学时尚系）。再比如，台湾天仁茗茶与可

口可乐公司合作生产的新型茶饮料，同样跳出了传统

绿色包装设计的窠臼，而采用茶水本色或高亮鲜艳的

色彩。正像台湾研究者所言，结合艺术、美学和人文 

 

图 2  台湾客家缠花设计 
Fig.2 The corsage design in Taiwan Hakka 

并从传统中创新客家文化，推出多样化茶叶产品设

计，是一条未来必经之路[9]。 

新时期的台湾客家设计固然保持着对族群文化

的执着和热爱，但在设计理念上并非谨守于传统不

放。相对而言，江西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由于过度

强调了色彩的象征意义以及造型的符合特征，在设计

艺术上难免陷入僵化、呆板的境地。毋庸置疑，在这

一点上，台湾客家民俗灵活的设计方法和丰富多彩的

用色系统，是十分值得学习的。 

3.2  造型设计 

从江西土特产品市场调查来看，其包装设计的造

型普遍为方形的“立方体”造型，无法体现客家的地域

特征和浓郁的客家文化元素。包装造型设计是仅次于

包装视觉设计的重要元素。如果说作为客家土特产品

设计的经济性而言，“立方体”的确可以节约成本，但

是，赣台两地的经贸交往和民俗旅游对双方来说并不

像“赴墟赶集”那样频繁，游客在客属地都有意愿带上

一件称心如意的、造型设计精致的民俗工艺品。客家

民俗设计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并

且在设计上有大量的可资利用的资源，其内容不仅包

括传统工艺品，而且还广泛体现在客家传统的生活日

用品之中。比如竹制品香篮凉笠、木制品印模、石器

擂茶钵、客家银饰品、绣花鞋等，这些客家器具“虽

然不具备现代生活用品的电气化特色，但是却兼具朴

素、实用、生态环保等多种特性于一体，注重‘材美

工巧’艺术特色发挥，成为传统生活方式的外在符号

象征及传统设计文化的物质载体[10]。”曾获得“世界之

星”设计奖励的《客家婚庆》产品系列，很好地集合

了客家婚姻的民风民俗传统，通过造型与色彩等包装

手段，将极为平易的物品设计成了富于韵致的礼品，

充分体现了地域文化与市场对接的时代观念，见图 3。 

 

图 3  吴宏敏、田辉龙设计的《客家婚庆》系列产品 
Fig.3 Product design of the Hakka wedding, design by Wu 

Hong-min & Tian Hu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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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设计整体上融入了更多的时尚元素，与此

同时，客家民俗旅游产品更加注重造型的本土性和原

创性，并寻找与客家历史渊源的中华母体文化之间的

平衡点。这主要得益于台湾客家民俗旅游相对早熟的

市场意识和开放性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湾 20 世纪先

进的设计教育。台湾高等设计教育在突出现代科技和

设计的同时，特别注重人文哲学与传统的中国本土设

计文化。台湾客家民俗旅游产品造型设计自然深受其

影响，一方面注重标榜客属的本土化特征，另一方面

又以国际性的产品风格为导向，使台湾客家民俗产品

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迥异于大陆客家的设计路子。 

将客家传统民俗设计造型应用在现代旅游产品

设计上，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和推广客家传统文

化，因此需要对客家文化元素进行适当的分析与提

炼。例如，可以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条路径对传

统客家元素进行提取，主要提炼出建筑或器具的结

构关系、具备客家浓郁的惯用色彩以及就地选材等，

按照客家人长期养成的“勤俭”习性，通过最低限度地

利用材料、工艺等资源来实现民俗旅游产品的基本

功能[11]。比如，从客家围屋的造型对工艺品进行定位，

即所谓的“要把赣南客家围屋的造型特征再现出来，

又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与具体的产品恰到好处地结合

起来，即产品的形态和功能要有机的结合[12]。”或者

从客家地域的文化符号出发，将当地具有悠久标识的

历史故事融入到设计造型之中，因为“具有了地域性，

才更有可能为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意味着，艺

术性和地域性是所有旅游纪念品设计时都要努力表

现的[13]。” 

3.3  包装材料设计 

由于客家人长期以来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对待产品往往采取“裸包”的设计态度。客家人善

于就地取材，不事奢华，创造出许多富有客家文化特

色和乡土气息的设计形式。赣南客家地区传统的产品

造物基本上都是以木制、竹制和石材为主，鲜有铜器、

铁器等金属材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处于“裸包”

状态的产品已经无法顺利进入激烈的商业市场，这就

大大降低了客家商品的识别度。为此，很多厂商对产

品的包装材料进行了改装，对待大宗产品如脐橙、客

家食品等在继续保持环保材料优先的情况下，也引进

了先进的现代设计工艺。客家米果、客家菜肴、客家

米酒等近年来销售额逐年增加，设计师也注意到充分

发挥本地的材料资源优势，结合景德镇陶瓷、江西本

地的名胜古迹等开发了一系列独具地方原创特色的

产品。 

台湾的客家产品一直保存着传统包装的绿色理

念，在包装设计方面也着力开发新的材料。台湾最大

的造纸企业永丰余公司研发出生物制秸秆包装材料，

实现所生产纸品的零化学制剂、绿色无污染、无公害

的革命性产品。这种纸品包装特别适合于习惯“裸包”

客家食品，而且能很好地展示客家传统的古朴自然风

格，显现出客家设计的优雅性和民俗性，见图 4（图

片摘自台湾郭家庄酱园）。此外，台湾地区“卫福部食

品药物管理署”对规范食品外包装也出台了“食品过

敏原标示规定”、“包装食品营养标示应遵循事项”等

严格条例，对于指导客家食品包装材料的选择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14]。 

 

图 4  台湾客家豆腐乳 
Fig.4 Taiwan Hakka fermented bean curd 

客家先民在迁移过程中，无论是建筑设计、器具

设计还是客家菜肴美食等，均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

结果。综合赣台两地客家包装设计来看，在材料选择

上双方似乎有较多的用材共识，这体现了客家人对待

产品设计一以贯之的生态自然观，反映在其他客家民

俗旅游的产品设计上亦是如此。 

4  结语 

台湾客家民俗旅游产品设计在传承大陆客家民

俗设计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其设计文化在保留传统魅

力的同时更加注重贴近当代的生活，也更加符合民俗

旅游的市场需求。江西是客家的摇篮，在旅游产品创

意设计方面既要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也要与台湾客

家产品保持着一定的“差异化”设计，有针对性地开发

更多的切合台湾、包括东南亚客家人的民俗旅游纪念

商品，宣扬客家人的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促进海峡

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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