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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节庆文化特色的纪念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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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地域节庆文化视角下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俗节庆纪念品是城市民俗

风情的浓缩，是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沉淀，是传递城市形象、文明、文化的重要媒介。在旅游业盛行的今

天，纪念品作为满足旅游者愉悦和情感需要的一种物质载体，越来越显现出不可低估的价值和作用。方法 

从旅游业的兴起谈起，结合旅游纪念品的市场现状，分析如何将地域文化有效融入到旅游纪念品的设计

开发中。其次，以青岛为例，深入探析当地的旅游纪念品市场现状、提出其设计方向，结合具体案例，

期望能开发出针对不同民俗节庆的文化纪念品，以此推动了青岛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结论 正确认

识旅游纪念品设计的缺陷与不足，对未来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路径进行总结，指出旅游纪念品应更好

地展示地域文化与特有的节庆民俗，解决地域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无法有效转化和利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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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Souvenirs Desig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Festivals 

PENG Wei-li, SHI Ji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ourist souvenir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Festival culture. Folk culture souvenir is not only the miniature of a city’s feature, but also the sedimentary 

deposits of city’s history.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a city’s imag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With the bloom of tourism, souvenir is the carrier of the tourists’ affection need, and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

portant for this. Firstly, rising from the tourism industry, combined with the status quo of tourism souvenir market analy-

sis, how to effective integrate the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tourism souvenirs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s analyzed. Sec-

ondly, taking Qingdao as an example, the market situation is in-depth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tourism souvenir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 specific case, the path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t souvenirs in the future are sum-

marized. It points out that the tourist souvenirs should not show better symbolic reg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folk 

characteristic. Finally,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ourist souvenirs to correctly under-

stand the defec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products can not be effectively converted and uti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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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旅游已经成为人们一种短期、特殊的

生活方式，其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的特点让人们

愿意在业余时间去消费和享受。受这一趋势影响，旅

游活动越来越丰富，旅游人数剧增，旅游业迅速崛起，

大规模、全民式的集体出游更是伴随着“黄金周”小长

假的推行而日盛[1]。旅游纪念品作为满足旅游者愉悦

需要的一种物质载体，越来越显现出不可低估的价值

和作用。这是因为一个设计得很好的旅游工艺纪念品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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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承载着很多的特殊信息，不仅包含科技人才的智

慧，而且还有着美术学、营销学、市场学等方面人才

的介入，以及能工巧匠的制作。对于旅游者而言，融

合了各种智慧与信息的旅游纪念品几乎是其从旅游

目的地中唯一可购买并带走的有形的东西[2]。在旅游

行为结束后，旅游纪念品依然能够勾起人们对旅游的

美好回忆，在人们的交谈中总会不时提起相关的经

历，这种实物宣传和口碑相传有着更加强烈的说服力

和感染力，是提升旅游地知名度的有效方式。为了将

这一形式推广开来，获得更大意义上的价值，各地要

从现实出发，结合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节庆文化特

色，将当地的精华融入其中，让这种地方特色小商品

成为拉动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1  旅游纪念品设计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旅游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低价游”的盛行，使

得旅游纪念品成为旅游者在旅行消费中不可或缺的

存在，表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3]。然而，我国很多地

区的旅游工艺纪念品开发尚不完善，有的甚至还处于

一个空白状态，现有的旅游纪念品常因这样或那样的

原因，很难吸引旅游者的兴趣和热情。具体来看，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缺乏文化内涵与个性特

征。旅游纪念品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使命，是旅游地

的形象名片，因此必须包含当地的特色文化内涵（地

域、节庆、民俗等），能够以自身独一无二的形象激

起旅游者的购买热情。但现实所呈现的并非如此，相

当多的旅游地在旅游纪念产品的开发设计中缺乏创

新，不是在当地文化内涵的表现上缺乏足够的深度，

缺乏打动人的细节，就是同质化现象严重，各地的旅

游纪念品相互类似，甚至完全照搬模仿[4]。这就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纪念品的创新发展，最终导致旅

游纪念品市场无人问津。其次，部分旅游纪念产品品

质低劣。旅游纪念品必须具备一定的品质，便于旅游

者进行收藏和纪念。但是，在我国很多地区，只有

部分价格高昂的纪念品做工精细，而大部分的纪念

品受成本和利益的影响，鲜少有人愿意再花钱投入

到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中，导致山寨仿冒现象突

出，那些原本制作精良的旅游纪念品，也在仿冒者

的手中变成了粗制滥造的产品，从而使旅游者对旅

游纪念品的购买有所保留。再次，部分旅游纪念产

品缺乏时代特色[5]。在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中，继

承与创新永远是不变的主题。如果只一味延续传统的

创作手法和形式，就不能与现代社会的审美观念保持

同步，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现实中，

很多地区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上不够理想，不是缺乏艺

术性，就是偏离人性视角。比如，部分的纪念品体量

庞大，这对于大部分旅游者，尤其是背包客而言，无

疑是一种负担，携带不便的旅游纪念品自然难以获得

旅游者的青睐。 

2  青岛旅游纪念品设计现状及解决措施分析 

基于以上对我国当下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分析，不

难看出，旅游纪念品市场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为了更加具体、有针对性地进行探讨和解决，下面以

青岛地区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为例，对其现状及解决方

案进行探究，以供参考。 

2.1  青岛旅游纪念品设计现状 

青岛是一个年轻城市，即便如此，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青岛仍然积累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

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正因如此，青岛逐

渐成为了人们出门旅行的首选目的地之一[6]。但纵观

当地的旅游市场，不难发现其旅游纪念品在设计开发

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青岛的旅

游纪念品设计并不具备本地特色，随处可见贝壳、海

螺、珊瑚、珍珠做成的摆件，而这些商品并不是青岛

独有的，有的更是制作简单、粗糙，无法与自身青春

时尚的城市形象相符。即便是在一些独具特色的民俗

节日上，所出售的纪念品也缺乏新意，除了基础的花

布偶、老虎鞋、糖人等，就是玩具、花布、家居用品

等，再无其他值得旅游者驻足欣赏并乐意购买的形

式，更别提收藏了。 

2.2  青岛旅游纪念品设计方向 

对于青岛而言，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地域特色，

大力弘扬民俗文化，是其开发旅游纪念品的必由之

路。只有这样，才能积极扩大青岛民俗文化品牌影响，

扩大青岛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7]。首先，树立品牌

意识，打造“青岛品牌”。青岛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海洋

文化是其旅游纪念品的价值及核心竞争力所在，因

此，在设计开发中，必须以此为突破口，以鲜明个性

和文化品位凸显地方特色。比如，以“海洋”的主题，

同时结合当地与众不同的节庆文化，形成色彩系列或

者主题系列等，都有助于打造“青岛品牌”。其次，材

料选择独特，制作技艺上乘。青岛的旅游纪念品在选

材上应结合地域特色，用当地独有的材料配合独特的

制作工艺，将当地的民俗风情加以浓缩，形成旅游节

庆市场上具有独特性的商品。再次，追求发展变化，

提倡与时俱进。旅游纪念品要深入挖掘民俗地域固然

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纪念品越“土”越好，而要紧跟

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脚步，在“土”的基础上创新，追

求时尚[8]。比如，结合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设计分层。

基础档可以多选那些体积较小、色彩鲜明、价格便宜

的饰品和手工艺品；中档宜选用一些材料讲究、工艺

精致且具备一定收藏价值的产品；高档要选择科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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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技艺高超且具有升值潜力的特色产品。通过不

同的设计方向满足不同层次的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2.3  青岛旅游纪念品设计案例 

在城市的总体结构中，民俗始终是一个文化符号

和精神象征。青岛虽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但是同样有

着鲜明的民俗文化。传统的祭海节、糖球萝卜会，现

代的海洋节、时装周、啤酒节等，是当地历史文化、

民俗风情、自然风光的完美体现，借助这些传统节庆

活动开发旅游纪念品是促进青岛旅游业发展的良好

选择。在第 23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上，青岛市将啤酒

节纪念品的销售与休闲结合起来，新颖的商品形式给

旅游者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享受，迅速抓住了他们的

眼球。为了充分展现“多彩啤酒节，乐享新生活”的魅

力，纪念品展销区采用开放式设计，便于人们一边品

酒一边欣赏各式纪念品。其中，“我爱青岛”系列纪念

品将彩虹系列和蓝色系列两大系列的几十种单品逐

一展示，从 T 恤、帽子到钥匙扣、徽章，不仅形式

多样，而且价格亲民，最大限度地贴近百姓、贴近

生活，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自由。值得一提的是，

该啤酒节官方纪念品由国内一流设计大师谢勇打造，

将“啤酒的海洋”、“帆船之都”、“旅游圣地”等形象融

入到每一件纪念品中，充分展现了青岛特色，既美感

十足又时尚新颖。虽然青岛国际啤酒节官方纪念品最

初只是被单纯定义为一种商品，但是随着青岛国际啤

酒节品牌的树立，其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游

客购买这些纪念品，不仅是是一种消费，而且是对文

化的典藏。 

3  对未来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几点思考 

从我国整体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发展现状及其问

题可以看出：改进与完善工作十分迫切。再结合青岛

这一现实案例，对未来我国整体的旅游纪念品市场的

开发进行思考，总结出几点经验，具体如下。首先，

把握地域性。在未来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过程中，

必须把握好人、设计、文化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将

产品设计与地域文化，尤其是节庆文化紧密联系在一

起，让旅游者在看到造型或材质时，便会想到这个纪

念品出自哪个国家、地区，是哪种文化、哪种工艺，

它意味着什么、有何典故等，从而在其心中形成一种

品牌效应，一旦形成地域文化共识性，便能达到对旅

游地地域文化与特色的认同[9]。其次，强调审美性。

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其出发点便是充分发挥它的纪念

性功能。因此，在各地的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审美性

是普遍的追求，也是必须的追求。这样，可以使其适

应于不同的个性气质和品位，取得更大的适应性，这

对减少旅游者在年龄、文化程度方面的差距有着积极

的作用[10]。再次，做好创新性。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

发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特征。旅游纪念

品想要与时俱进，注重创新，或者在同一地区的旅游

纪念品设计中实现系列化、品牌化，或者采用相对一

致的风格和特色，促使旅游者的心中形成一种品牌效

应，这有助于人们对特有旅游纪念品产生认同，达成

地域文化共识性[11]。最后，坚持品质。旅游纪念品代

表着一个地区整体的形象，是高于一般商品或工艺品

的一种物质载体。在对其进行设计时应在就地取材的

基础上，把握质量，确保旅游纪念品有着过硬的质量，

能够便于旅游者的长期收藏或使用，迅速得到市场的

认可[12]。 

4  结语 

旅游纪念品不同于一般的工艺品，其融合了地域

文化、旅游资源、传统工艺，是一种具有收藏纪念价

值的产品。开发设计好旅游纪念品，能够成功完成旅

游产业链的延伸，增强旅游业拉动消费的功能[13]。尤

其在我国旅游纪念品市场面临诸多问题的当下，广大

设计师必须转变固有思维，结合地区旅游形象，在设

计研发、生产制作和展示销售等环节上多下功夫，突

出它在当地的特殊意义，而生产者要及时与设计师展

开讨论与研究，做好设计、生产等关键环节。只有这

样，才能充展现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塑造良

好的旅游形象，带动旅游地区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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