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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开发符合当前时代要求，具有文化内涵、既好看又实用、地方特色鲜明的旅游衍生品，为

游客营造一种精彩的文化体验。方法 通过设计分析，对优秀文化进行挖掘与梳理，寻找特征文化符号，

将文化与现代设计思想、设计方法论有机结合，从设计的角度研究隐含于文化中的深厚内涵，并将其可

视化，形成个性鲜明的系列化产品。结论 通过产品的研发，实现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对设计实

例加以验证，为同类设计提供帮助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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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is to design particular tourism derivatives with cultural connotation, good, practical and dis-

tinctive local featur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era. Through design analysis, by excavating and combing of 

the excellent culture, and finding characteristic culture symbol, the culture is organically connected with design metho-

dology and modern design idea. From the design point of view,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culture, 

and accomplishes visual forms for series of products. Through such researches, the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of the excel-

lent culture is conducted. By verifying the design examples, the design methods and ideas will provide supports and bases 

for similar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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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人们提

倡个体化选择与行为，追求生产和消费的个性化，强

调消费体验，人类社会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旅游产

业也由原来传统的观光旅游发展到了体验旅游，游客

更追求个性化、自由化、体验化、定制化、高品质的

旅游。旅游衍生品不仅是对旅行的一种纪念，还应该

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是可以和游客产生强烈心理共

鸣的商品。在现有经济环境下，本文针对旅游衍生品

创新设计进行研究，通过广泛的设计分析，运用现代

的设计方法和思路，利用优秀文化提升产品的内涵，

借助创意设计进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设计出好看、

实用、特色鲜明、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衍生品[1]。 

1  体验经济下的游客需求分析 

1.1  旅客行为分析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游”解释为“玩物适

情”，意为在愉悦中体验生命的自由。目前旅游市场

中的宰客、强制购物及仓促跟团旅游，使得游客根本

无法享受旅游的愉乐。 

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游客的需求和行为也发生

着改变。本文对国内部分旅游景点的游客组成进行了

统计和分析（见图 1），较客观反映了国内各旅游景

点游客的基本结构。自驾游和散客的数量和比例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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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并呈增长趋势。这说明，在快节奏生活中，衣、

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满足后，人们希望通过旅游放

松身心、玩物适情，成为真正品味全过程的体验者，

希望得到与众不同的体验。这部分游客更关注旅游的

质量与体验，有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进行消费体

验，这也为旅游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创建了条件。 

 

图 1  游客结构 
Fig.1 The structure of tourists 

1.2  旅游衍生品市场分析 

我国旅游衍生品的开发事业起步较晚，被重视也

是近些年才开始，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一定

的差距。当前我国旅游衍生品存在品种单一、缺乏设

计、文化性不高、地域性不强、材料工艺粗糙简陋等

问题，对游客无任何吸引力[2]。 

本文对旅游衍生品的销售和利润进行调研分析

（见图 2），通过分析设计、文化、材料、工艺、价

格等与利润、销量之间的关系（见图 3），为更好确

定设计方向提供依据。 

1）促销产品，利润低、销量小。缺乏设计、文

化缺失、无地方特色、材料工艺简单粗糙，基本无法

调动游客的购买兴趣。 

2）销量产品，利润低、销量大。有一定的设计，

文化性不强，没有地方特色、材料工艺较为简单，可

以大批量生产，市场占有率高，几乎所有旅游景点均

有销售。 

3）形象产品，利润高、销量小。多为具有地方

特色的手工工艺品，是当地的文化名片，具有很强的 

  

图 2  销量与利润分析 
Fig.2 The analysis of sales and profits 

 

图 3  各象限产品特点  
Fig.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quadrant product 

文化性与艺术性，基本靠手工来实现，无法量产，售

价较贵，特别是一些大师的作品。就其工艺品本身而

言，作品的好坏全靠师傅个人的手艺，设计很难介入。 

4）利润产品，利润高、销量大。有很好的设计，

造型优美，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制作精美，可大批量

生产。因价格适中，又具有很好的设计与文化，受到

游客的喜欢。这类产品可以通过设计，实现旅游衍生

品价值的最大化。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体验的需求要素就是要突

出个性化感受，在旅游衍生品中融入特征鲜明的文化

元素，能使体验者产生深刻的记忆，勾起强烈的回忆。

只有通过设计与文化的融合，使产品的文化属性越鲜

明、文化品格越高，对应的其产品价值也越高[3]。 

2  体验经济下旅游衍生品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2.1  研发理念 

在体验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旅游衍生品开发应反映

社会特有的语境，通过现代的技术和设计思维实现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产品开发必须贴近生活面向大众[4]。旅

游衍生品的研发理念是：开发符合体验消费特征，具

有某些文化特征，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经济价值

的旅游衍生品。 

2.2  研发思路 

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是旅游衍生品开发

的宝库，旅游衍生品开发的关键是对某一经典文化符

号的强化与传播[5]。充分认识经典文化符号的价值，

是进行旅游衍生品设计研发的基础。首先，针对当地

特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梳理研究，挖掘其核心文化，继

而找出该文化所具有的特征文化符号。特征文化符号

可以由若干个具有代表的文化符号所构成。其次，将

提炼出的文化符号运用科学先进的设计理念、工艺和

材料进行设计开发，实现优秀文化的演绎，设计出符

合市场需求和现代审美的产品（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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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发思路 
Fig.4 The thought of research

2.3  研发流程 

产品的研发要有科学的流程，产品的质量取决于

能否有效将每个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6]。根据旅游衍

生品的特点，确定了如下的研发流程(见图 5)：项目

任务—调研分析—文化符号的挖掘—设计创意—产

品方案—实物模型打样—最终产品—生产销售，构建

了相对完整的流程体系，具体到设计项目中，可能会

因为具体情况而强化或简化某个步骤。无论如何，在

研发过程中都要重视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渗透与

结合，发挥文化元素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意义和作用。 

1）文化符号的挖掘与提炼。在“符合体验消费特

征，具有文化价值”为研发理念的指导下，明确项目

任务，对旅游地进行调研分析，梳理、研究其文化内

涵，深度挖掘整理和还原特有的传统文化与地域文

化，概括经典文化符号。从设计的角度研究隐含于传

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之中的深厚内涵，并将其可视化， 

 

图 5  研发流程 
Fig.5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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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特有文化符号。 

2）赋予产品文化内涵。在设计创意阶段要赋予

产品文化内涵，运用先进科学的设计方法、以尊重历

史、文化、创新和实用性为原则，开发具象、生动的

产品形态。 

3）文化与产品融合。在深化方案阶段，将文化

与产品融合，为游客营造精彩的文化体验，实现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4）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市场销售阶段，让文

化传播和教育走入人们的生活，实现旅游衍生品的文

化价值[7]。与此同时，希望可以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和经济价值。 

在每个关键的节点设置了方案的评估机制，保证

下一步工作的有效性，对最终产品进行跟踪调研，根

据用户的反馈不断完善我们的产品。 

3  设计实例——承德避暑山庄旅游衍生品   

设计 

本项目受南通工业设计研究院的委托，共同完成

承德避暑山庄部分策划和全部的文创旅游衍生品设

计开发工作。由于主题已经确定，设计任务比较明确，

所以设计流程简化为调研分析、文化符号提取和设计

方案等。 

3.1  调研分析  

著名的旅游胜地承德避暑山庄，是我国现存规模

最大的皇家宫苑，清朝第二大政治中心，是皇家避暑

和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地

位，是我国十大名胜之一，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8]。 

通过收集资料和分析整理，将承德深厚的文化底

蕴从满清文化、皇家文化、佛教文化、山庄的园林与

建筑、馆藏珍品、承德当地文化 6 个方面进行详细梳

理（见图 6），寻找关键的人、事、物、场景，深度

挖掘其核心文化，探究其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图 6 详细列举了承德当地文化的 6 个方面，对每

个点进行深入挖掘均可开发出系列承德文化旅游衍

生品。其中满清文化中的萨满面具在民族学、民俗学、

考古学、艺术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为旅游

衍生品的开发与设计提供了巨大的提升空间。在对承

德当地文化的详细梳理后，运用设计方法学，结合制

造难度、成本等因素，进行概念设计。下面以萨满面

具作为设计元素，进行设计研究。 

3.2  文化符号的提炼 

萨满面具是满清文化珍贵的世界遗产，具有神圣

的权威性、神秘性和保守性，面具图谱形态十分丰富。

有表示自然环境的风、雨、雷、电，有表示生物的花、

鸟、鱼、人及各种具有寓意的象征图谱，面具的这些

图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

拜的原始宗教观念。以萨满面具为基础图谱，对其色

彩、线条、图形进行提取，运用抽象、概括、变形、

夸张、打散、重组等设计手法，将传统纹样的神明向

Q 版拟人形象转化。经过不断地修改、完善，形成特

有的文化符号，即保持了原有面具的神韵，又符合现

代年轻人审美需求。 

云神文化符号的提炼过程（见图 7）。（1）色彩，

将原面具颜色归纳、总结为蓝、白、黑 3 种颜色，改

变其明度和纯度作为新画面的用色依据，并通过局部

小面积的黄色和玫瑰红色来强化色彩的对比效果。这

样既保留了原图形的色彩关系，又使新图形色彩明 

 

图 6  承德文化梳理 
Fig.6 The culture combing of Che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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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云神文化符号的提炼过程 
Fig.7 The extraction of cultural symbol about cloud god 

快、鲜明，色彩更加协调。（2）线条，进行抽象概括，

保留原云纹图形的弧线连接，通过线条粗细的变化进

行打散重组，使整体线条更加舒展流畅。（3）图形，

保留原图案的神韵，使用现代的设计手法，配以较萌

的 Q 版的表情，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运用相同的设计思维与方法，对花神、鱼神、雨

神等面具进行文化符号的提炼，形成了一系列萌面萨

满视觉文化符号（见图 8）。 

 

图 8  萌面萨满文化符号 
Fig.8 Cute face cultural symbols of Shaman religious 

3.3  设计方案 

将提炼出来的萌面萨满文化符号与实用的产品

相融合，开发出一系列富含文化韵味、既好看又实用

的旅游衍生品（见图 9—图 12）。为游客营造精彩的

文化体验，贴近生活面向大众的旅游衍生品，更利于

传统文化的传播。 

 

图 9  萌面萨满卡片优盘 
Fig.9 Cute face flash disk of Shaman religious 

 

图 10  萌面萨满云神 T 恤衫 
Fig.10 Cute face T-shirt of cloud god of Shaman religious 

 

图 11  萌面萨满杯垫 
Fig.11 Cute face cup-mat of Shaman 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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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萌面萨满儿童手表 
Fig.12 Cute face children watch of Shaman religious 

当确定了设计方案，就进入了样品打样阶段，经

常出现在显示器上完美的设计稿与实物样品之间存

在着差异。这就需要和生产商进行不断地沟通与磨

合，在设计、材料、工艺、结构、价格等方面寻找一

个完美的平衡点，实现产品价值的最大化。 

4  结语 

体验经济下，针对消费者的需求，通过对传统文

化和地域文化的梳理，寻找核心文化。通过现代设计

思维与方法使核心文化可视化，形成文化符号，将传

统文化思想融入旅游衍生品设计，可以满足人们的文

化诉求、审美要求和精神需求，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9]。通过旅游衍生品的设计开发，将产品文化，文

化产品化，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10]。并通

过承德避暑山庄旅游衍生品设计研究项目进行了实

践验证，希望设计思路与方法能为同类设计提供方法

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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