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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保护萍乡傩活态生存的地方民俗环境下，对萍乡傩面具纹样的旅游商品进行开发研究，

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分析来论证地方特色礼品包装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方法 寻找萍乡傩面具纹样在

历史发展演变和纹样类别特征研究两条线索帮助人们在地域特色旅游商品设计开发过程中理清思路和

提供研究基础，为萍乡傩面具合理的保护和发展提供文脉传承的有益探索；通过对萍乡傩面具特色旅游

商品市场现状分析和具体旅游商品开发案例的研究探讨地域文化对旅游商品设计创作的影响，帮助设计

师在设计具有地域特色旅游商品时获得设计思路和案例借鉴。结论 借助特色旅游商品创新设计思维，

将旅游商品设计的符号化和情感化作为重要的思路与方法，创造富含地域文化情感和特色的旅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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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Commod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Pingxiang Nuo Mask Pattern 

XIE Qiong-mei, YAO Song-qi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3370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tourist commodities of Pingxiang Nuo mask pattern, to protect the local folk environ-

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to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gift packaging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demonstration. Pingxiang Nuo mask pattern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clues to help us i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

ment process to clarify ideas and provide research basis,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exploration for th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ingxiang Nuo mask. I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on the design of tourism commod-

ity design, and helps designers to obtain the design ideas and case reference when designing the regional tourism produc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products. Through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ourism products, the "symbolization" and 

"emotional" of tourism commodity design are regarded as important ideas and methods to create tourism products rich in 

regional cultural emo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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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萍乡傩面具纹样融入到现代特色旅游商品开

发的创新设计中，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傩面具的现代延续

和发展提供合理的传承方案和有效指导，为萍乡傩面

具合理的保护和发展提供文脉传承的有益探索。当我

们倾注于萍乡傩面具纹样的设计开发时，着眼点不仅

是纹样造型本身，而是纹样所承载的地域文化特性，

不仅限于整理研究这种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延续和

推动此文化，接纳一种文化是理解审美的前提，置身

于当代环境，聆听时代脉博，延续文化涓流，让我们

共享古人的智慧，感受传统中蕴涵的无上灵感，结合

地方产业经济结构，合理利用特色资源实现成果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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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转化和延续文化传承[1]。 

1  文献探讨与分析 

1.1  萍乡傩面具纹样历史发展演变研究 

以文献记载萍乡傩可追溯到距今 3、4000 年的商

周时期，从出土的萍乡傩面具考证这一时期的纹样极

具典型代表的图腾符号，蕴涵着巫术活动的图腾形象

传达出神秘、杂糅、紧凑、和谐、优美的视觉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萍乡就是楚国的领地，萍乡傩面具纹样

开始转化成驱鬼逐邪的巫楚符号，处处彰显出令人惊

奇而富有浪漫气息的巫楚神秘力量[2]；目前在萍乡上

栗县赤山镇石洞口傩庙内遗存着 12 尊罕见的兽神木

质图腾面具，对于它们的前身难以定断，据雕傩世家

口传，其始造于图腾傩面具消失和人物傩面具兴起的

唐末宋初以前，纹样造型夸张而富有装饰美感，刻纹

流畅华美，繁简合一恰到好处，具有典型的图腾符号

特征。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萍乡傩面具纹样神

秘的远古气息逐渐淡化，世俗人象符号特征越趋明显，

反映出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思维和观念开始关注

人的觉醒，注重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傩祭活动

中的方向氏、乾坤、12 神兽纹难寻踪影，更多的是三

元将军、土地公、钟馗、关羽、娘娘、财神等更世俗

化的人象符号。据专家统计萍乡傩中阎王近 40 位，而

且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忠臣良将，死后被历代皇帝敕封

为阎王，其中最 受人们敬畏的 5 位阎魔是韩擒虎、寇

准、范仲淹、包拯和林衡。他们的造型都非常贴近现

实人物，或衣冠帽楚，或正气磅礴，或怒目圆睁，或

温文尔雅，或和颜悦色，给人以世俗亲近之感。明清

时期萍乡傩面具纹样融入儒、道、佛多元庞杂的信仰

体系，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吸收力量，傩面具纹样更多

地呈现出吉祥纳福的装饰美感，成为具有本土地域特

色的符号样式。新的时期萍乡傩面具受到全球一体化

信息时代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异，很多面具传承纹样

开始转化成数字信息符号，呈现出商业特性[3]。 

从历代遗存的上千枚萍乡古傩面具印痕中解密符

号特点可以梳理出一条萍乡傩面具纹样发生、发展和演

进的纹样线索，萍乡傩面具纹样历史发展演变见表 1。 

表 1  萍乡傩面具纹样历史发展演变 
Tab.1 Pingxiang Nuo mask patter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时期 符号性 图片 造型元素 纹样特点 

萌生期 

（距今三四千年的商周时期）

图腾符号 

（虚构而成的图腾形象）

 
 

 

图纹神秘怪诞、简练

粗犷、杂糅合一的狰

狞形象 

神秘期 

（春秋战国时期） 

巫楚符号 

（驱鬼逐邪的巫楚形象）

 
 

 

图纹狞厉可怖、獠牙

裂嘴、夸张奇诡浪漫

气息 

成长期（秦汉到魏晋南北朝、

唐、宋、元时期） 

人象符号 

（娱人世俗人物形象）
 

 

 

图纹世俗样貌、衣冠

楚帽、给人以现实亲

近之感 

成熟期（明清时期） 
吉祥符号 

（纳吉降福的人物形象）

 

 
 

 

图纹祥和悦目、和蔼

可亲、符合民众避邪

趋吉心理 

变异期 

（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 

信息符号 

（数字信息的人物形象）

 

图纹工整精细、写实

规整、充斥现代商业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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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萍乡傩面具纹样类别研究 

从目前萍乡遗存的 700 多件傩面具形象特质来

看，有的形象正义威严、阳刚挺拔，如面具留传较多

的是萍乡主神三将军唐宏、葛雍、周武，大多以太阳

或双龙为头徽，双凤朝阳为耳翅，耳翅大多可拆卸，

用于武将在傩戏中挡刀枪，整体造型对称和谐，洋溢

着南方三苗族部落巫楚图腾符号所彰显的文化古韵；

有的面具端庄儒雅、面善祥和，纹样简洁流畅、疏密

有致、结构到位，极富视觉美感。此类福祥面具是萍

乡傩与其他地方傩面具不同的主要特色，显示出萍乡

傩祥福、世俗化的一面。萍乡湘东区排上毛园傩雕世

家第 7 代传人陈团发家存有一枚祖上遗存下来的护

国显应公崔子玉的面具，整体造型憨态可掬、滑稽可

爱，一脸的福瑞纳吉之态，头饰刻绘祥云纹、卷草纹、

瑞兽纹，脸部眼珠镶嵌玻璃珠，圆鼻头纹、笑唇薄纹、

线曲纹、结带纹，共同拼合成一幅世俗吉像。还有的

面具狰狞恐怖、竖眉立鼻、凶神恶煞，洋溢着令人惊

奇，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雕刻艺人对五官的大

胆变形彰显出一种凶悍、狞厉、令人惊愕的威慑力量，

萍乡傩面具纹样类别见表 2。 

表 2  萍乡傩面具纹样类别 
Tab.2 Pingxiang Nuo face pattern category  

纹样类别 图片 代表人物 代表纹样 造型元素 

神色威严纹样 

  

主神三元大帝、 

护法神、 

武将 

威武肃穆、 

正气凛然、 

阳刚挺拔 

图腾瑞兽纹、龙戏珠纹、双凤朝阳

纹、刀眉纹、饕餮纹 

面善祥和纹样 

  

自然神、 

历史人物神、 

女神面具纹 

端庄儒雅、 

和颜悦色、 

和蔼可亲 

蝴蝶髻纹、凤眼纹、佛唇纹、动植

物纹、线须纹 

凶煞狰狞纹样 

  

驱鬼逐疫神和 

除恶惩凶神 

凶煞狰狞、 

瞪眼突睛、 

粗壮有力 

鼓眼暴睛纹、火焰眉纹、獠牙纹、

螺旋纹、植物纹、冠嵌圆镜纹 

 

2  萍乡傩面具特色旅游商品研究的可行性

分析 

在旅游业兴旺发达的今天，旅游商品的开发也应

孕而生，如何合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开发出符合游客

需求的旅游商品，不仅是消费经济的需求，而且是一

个民族精神气节和文脉传承的延续，是当地文化根植

人们心中的心灵印记[4]。在萍乡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经

济转型方案中明确旅游业成为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

新支撑，借助旅游产业全面提升萍乡社会经济发展的

软实力。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价值的合理

利用，实现萍乡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需要

我们从实际研究、调查和成果转化方面多途径探求才

可实现。 

笔者所在的地方本科院校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中心，汇聚各方面人才总结部分研究成果，奠

定了学术性扎实的研究基础。在地方政府和学校高度

重视的情况下，与地方企业合作已经形成良好的合作

基础，部分成果已在市场上推广，提高地方性高等院

校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协助企业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的原始研发能力，提升高校“产、

学、研”结合程度，促进企业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承

接转化能力。 

3 萍乡傩面具特色旅游商品的市场现状分析 

通过对萍乡旅游商品的实地调研，对当地傩面具

雕刻艺人的访谈和他们的一些近况了解，对民俗文化

旅游产品市场的分析发现了萍乡傩面具旅游商品存

在的某些问题，结合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 3 个方面。 

3.1  雕刻傩面具传承技艺萎缩 

在萍乡境内目前还活跃着一批世代承袭至今雕

刻傩面具技艺精湛的艺人，他们遵循祖祖辈辈的传承

技法，让人们领略到了古老傩面具的神秘与精湛。湘

东区麻山镇傩雕世家第 3 代传人赖明德父子 3 人继承

了祖传的傩雕技艺，但面具造型与其家传样式相比少

了点古韵、神秘，受市场经济影响，雕刻品种多而杂，

与本土特色相去甚远，造型同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

湘东区排上镇矛园傩雕世家第 7 代传人陈团发，2007

年获首批 166 位“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去

世后其子陈全富继承家传，雕刻面具稚拙憨态，造型

简洁，技法粗笨，受其经济效益影响，谋计他路，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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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仅作为偶尔为之，其家也未培养继承者；湘东区腊

市镇彭国龙属于自学成才，雕刻面具拥有较好市场，

面具造型精工细腻，技法纯熟，工艺感十足，样式趋

同少个性，带有很强商业特色，为其创下可观收入，

培养了一批弟子，但从传承古法技艺角度来看呈现萎

缩的态势，趋从当下市场民众的需求；上栗县的傩雕

世家传人龙汝东，全家 5 把刀子，发扬祖传的傩雕技

艺，曾雕出一批优秀的傩面具造型，但如今已放弃该

业另谋生计了。 

从萍乡傩面具雕刻艺人现状来看，由于受时代和

市场的影响，人们调查发现传承技艺在一步步萎缩，

面具雕刻技艺正随着艺人和匠人们的逝去面临日趋

萎缩甚至失传的危险，呼吁政府和文化研究机构多方

重视，进行经济扶持和技术指导，保护文化的根脉和

延续的力量[5]。 

3.2  同质化情况严重 

萍乡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商品相对贫乏，品种

单调，附加值不高，没有紧扣地域特性，缺乏地方文

化特色，缺乏突出展示本土特色的旅游商品，使游客

在同质化的商品前失去了购买的欲望。通过实地调查

了解到目前萍乡傩面具融入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基

本情况，一类为傩面具随身小件挂饰，多用木材加工

而成，配上绳结之类的装饰吊坠，寓意辟邪祈福之意，

目前市场上的装饰挂坠品种较为单一，制作工艺也非

常粗陋；另一类就是制作工艺和材料讲究和具有一定

收藏价值的傩面具装饰工艺品，由于工艺性强，很多

商品过于追求工艺和雕刻精度，反而缺少了傩面具的

艺术文化气息。 

总体来看，萍乡傩面具融入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

形式过于单一，同质化情况严重，在商品样式、造型

特征、工艺材料和技术研发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城

市，没有明显形成旅游商品的特色优势，直接影响到

萍乡当地经济产业的链带发展[6]。 

3.3  制作工艺水平低下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萍乡傩面具旅游商品市场大

多以小作坊为主，生产规模极小，没有形成商品包装

的品牌化意识。例如雕刻传承人赖明德父子，龙汝东

都先后开发了一批小件旅游商品，由于缺乏产品的整

体品牌意识，只考虑运营成本，选择一些劣质材料，

制作工艺马虎粗糙，没能形成旅游商品的规范化，造

成旅游工艺品在短期内质量极其低下，难以产生较高

的经济效益。 

商品的质量和品性是其立足的关键，全力打造自

己独有的品牌才是生存之道。萍乡特色旅游商品的开

发就应该立足于此，摆脱萍乡傩面具融入特色旅游商

品的发展与传承的困境，就必须让这极具地方文化资

源的傩面具纹样适合当代社会市场的发展，符合不同

阶层老百姓的消费心理需求，以品质和消费心理取

胜，方可获得长足的经济效益。 

4  特色旅游商品开发案例 

4.1  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创新思路 

借用萍乡傩面具纹样的传统设计元素，融入到现

代旅游商品的应用开发，需要人们转化萍乡傩面具原

有的狞厉、神威、恐怖、宗教面孔使之更加人性化、

世俗化、可亲化，在材料、工艺和造型上可以多尝试

探寻新的当代商品的艺术设计样式，改变原先萍乡傩

面具单一化的樟木雕刻形态，使萍乡傩面具不仅是放

于庙宇祠堂的镇邪避灾和祈福之物，而且是老百姓乐

于接受和把玩的日常携带玩艺，让这类商品符合当下

人的接收度、具有亲近感，让传统文化的根脉融入当

下旅游商品的设计中，让百姓感受到远古文化所传递

出的生命气息、滋养人们的心灵[7]。 

在萍乡傩面具融入地方特色旅游商品应用开发中，

将现代设计的一些思维意识融入其中，先根据萍乡傩面

具遗存的古老面具设计出百枚福傩纹样，以此为基础开

发出一系列的木刻版画、竹制、陶瓷、木制、泥塑等旅

游商品，运用现代设计的解构与重构的艺术表现手法开

发出现代商品市场所必须的包装和广告样式，让旅游特

色商品兼具时代特性和文化品性，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趣味又不失文化底蕴的地方特色旅游商品。 

4.2  特色旅游商品开发的具体案例 

开发的泥塑面具见图 1，研发的泥塑商品采用的

工艺是先用油泥雕塑造型，再用石膏制成模具翻制灌

浆成形，阴干后再烧制成陶泥，在粗坯上喷上一种高

新环保材料，在此材料上用丙稀颜料手绘傩面具纹

样，根据面具人物特征施彩、描绘，最后用釉喷制成

产品。可售的泥塑商品见图 2，产品完善后用礼盒包

装装饰点缀，配上饰品包装上的标志、图形、文字等

附加产品价值，增添产品文化特色和艺术美感，体现

特色礼品商业规范要求。此类商品经济实惠，富有浓

厚的民间艺术特色，适合大众对旅游商品的需求。傩 

 
图 1  开发的泥塑面具                          

Fig.1 Developed clay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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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造型来源于萍乡本地传承的面具造型，色彩也是

根据老的面具图像考证后施彩，纹饰图案也符合面具

特征并加入设计人员的提炼概括而成，既具有民间传

统面具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视觉设计的商业要求，为

萍乡面具增添了鲜活血液，使之变得更加动人耀眼。 

开发的木刻版画见图 3，它在民间广泛应用。人

们采用的研发形式是先在纸上绘制好萍乡傩面具的

平面图形，再将画稿描在樱桃木板上，在木板上用专

用刀具将画稿雕成凸线，然后再用黑色水粉颜料印在

过滤白纸上，借助滚筒印出雕刻版上黑色的凸线，印

制后再在凹进的区域描绘五颜六色的水粉颜色和纹

饰。木刻版画遵循传统手工艺技法，呈现出手绘和质 

 
图 2  可售的泥塑商品 

Fig.2 Clay products can be sold 

 
图 3  开发的木刻版画 

Fig.3 Developed wood engraving  

感层次多样的艺术效果。木刻版画后期配上简洁素淡

的现代外框，更增添出它的炫丽多彩和神秘悠远的意

境，是室内空间、家居装饰的理想特色商品。 

木雕的材质和种类是非常繁多的，市场需求也是非
常大，也是团队研发的重点所在。先用油泥雕塑出细节
精准的立体造型，然后用 3D 精雕软件扫描修复成电脑
图，根据修复处理的电脑图可以雕制出尺寸各异的木雕
造型。木材可以根据价格高低采用香樟木、檀木、鸡翅
木、黄花梨、榉木、橡木等各种材质不同的木料，不涂
彩漆，髹以桐油，既能防腐，又能显示出天然纹理的自
然美。此类产品天然环保、不易摔、轻便、易保留等优
势，极具开发潜能和旅游商品市场的青睐。 

瓷器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工艺品，材质温润光洁，

清丽雅淡，深受旅游市场的追棒。先用油泥塑形成特

征准确的立体造型，再用陶泥制成模具翻制灌浆而

成，再烧制成瓷器，可以烧制成素瓷或开片，也可以

施以釉上彩或釉下彩的图案，开发的特色旅游商品的

展示见图 4，让瓷器旅游商品开发品种多样，既可以

开发小件的瓷器挂饰，又可以开发高档次的瓷器装饰

礼品，细分产品类型，满足不同阶层消费群体需求。 

傩面具纹样在融入地方特色旅游商品方案的设

计过程中，注入现代设计构成原理，将傩面具纹样进

行现代意识的解构分析，首先从傩面具纹样中提取平

面单一的造型纹样，接着在纹样元素中进行现代设计 

 

图 4  开发的特色旅游商品的展示        
Fig.4 Display of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products  

be developed 

原理的分解、重构、挪位、嫁接、重置，让传统纹样

的造型样式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早期的面貌尽失，重

新组合这些破碎的纹样，用现代构成的视觉效果编织

成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和张力，形成富有现代视觉美感

的包装样式[8]。开发的傩面具礼品包装见图 5，通过

别致的产品外加商品包装后，使消费者欣赏到一种全

所未有的新鲜感和视觉魅力，通过文字、色彩、纹样，

依稀可见传统文化所闪耀的文脉精髓，满足当下游客

对特色文化商品的别样内心需求，开发的傩面具礼品

包装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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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开发的傩面具礼品包装 

Fig.5 Nuo mask gift packaging be developed 

 
图 6  开发的傩面具礼品包装 

Fig.6 Nuo mask gift packaging be developed 

5  结语 

基于萍乡傩面具纹样的旅游商品开发研究必须

充分借鉴现代产品设计的思路，充分做好市场调研与

旅游商品开发，从色彩、造型、材质、功能的角度对

于地方特色旅游商品做出系统的研究。区域特色文化

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条巨大的文化产业链，挖掘地

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通过文献探讨与分析

充分提炼萍乡傩面具纹样历史发展演变和类别特征

的规律，总结符号特性和纹样特点，建立地方特色旅

游商品元素符号，链接民众与商品之间的文化情感纽

带[9]。从萍乡傩面具纹样历史发展演变和纹样类别特

征研究思路中提炼出设计元素的纹样特点和符号特

性，为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研发提供研究基础和开发

思路[10-11]，通过对萍乡傩面具特色旅游商品研究的可

行性和市场现状分析，协助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

产品的原始研发能力，提升高校“产、学、研”结合程

度，全力打造自己独有的品牌，以品质和消费心理取

胜，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通过特色旅游商品

创新设计思维，将旅游商品设计的符号化和情感化作

为重要的思路与方法，创造富含地域文化情感和特色

的旅游商品[12]。让传统文化的根脉融入当下旅游商品

的设计中，让百姓感受到远古文化所传递出的生命气

息，滋养当下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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