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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当前旅游文化纪念品包装设计方向及实践。方法 通过对现今中国旅游业、旅游文化纪

念品市场的发展现状的分析，指出旅游文化纪念品包装设计中存在的品质参差不齐、形式过于单一、缺

乏文化内涵和宣传价值等诸多问题，并基于这些问题开始了一系列的突破性尝试，先结合传承文化、彰

显个性、提倡环保、与时俱进等方面探究旅游文化纪念品包装设计的发展方向，再由不同地域的旅游纪

念品市场上的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包装对相关设计思路进行论证，探索更多旅游文化纪念品价值提升的可

能性。结论 对旅游文化纪念品进行典型性、特异性、时代性包装设计，同时强调地域性、文化性，能

够给旅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旅游知名度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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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ackaging Design of Tourist Cultural Souvenirs 

LIU Jie, XU Ya-k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design direction and practice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souvenir packag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culture souve-

nir market, it points out that the existing in the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 packaging culture quality is uneven, the form is 

too single, lack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ropaganda value, and many other issues, and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began a 

series of trying to breakthrough, to combine cultural inheritance, reveal personality, advoca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ourist souvenir packaging design culture, again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tourism souvenir market of the typical design product packaging for the argument. It explores the possi-

bility of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tourist cultural souvenirs. The typical, specific and contemporary packaging design of 

tourist and cultural souvenirs can leave a deep impression on tourists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popularity and competi-

tiveness of a region or even a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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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

的交流愈加频繁。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我国因特殊的

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所形成的各式风光，

吸引了大批的国外游客。旅游业的升温，带来了旅游

纪念品行业的繁荣[1]。作为一张特殊的名片，旅游文

化纪念品或质朴拙巧，或典雅华丽，有着极高的收藏

与鉴赏价值。然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旅游文化纪

念品存在设计不到位现象，特别是纪念品包装设计不

尽如人意的现象。长此以往，不仅不能给旅游地带来

较高的经济收益，而且是对其旅游形象的一种破坏，

这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旅游地长远发展的一大阻碍。那

么，如何才能走出传统包装的藩篱，创造具备民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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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与地域文化，彰显时代特征的旅游文化纪念品包装

设计呢，这里即对此展开深入探究。 

1  旅游文化纪念品包装设计现状 

旅游是一种短期的生活方式，是人们为了追求一

种不同地域的生活享受及获得美好回忆的一种特殊

方式[2]。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者不仅对旅游地的自然

风光、人文景观有着较高的要求，更对其形象代表—

—旅游文化纪念品有着一种特殊的期待与情感，他们

更多的是希望将这种承载着景区美好形象的特色商

品留作纪念，或者赠送亲友来增进感情。但是，在我

国某些旅游区的旅游纪念品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开发，

各色纪念品品质参差不齐，形式过于单一，加之随意

包装，完全没有了文化内涵和宣传价值[3]。比如，有

的地区历史悠久，有着独特的自然风景和人文古迹。

然而，当地的很多纪念品被直接挂起来暴晒，或者随

意装在塑料袋中，有的甚至随意挤压乱放，这必将严

重降低当地的城市形象和旅游价值。此外，旅游文化

纪念品市场还存在着环保问题、文化价值问题等现

象，尤其是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那些市场上批

量生产的纪念品已经无法满足其基本的消费需求和

审美要求，他们更希望有偏向特色化、独一无二的产

品，这就给旅游文化纪念品包装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在传承文化特色的同时，融入环保理念，追赶

时代步伐已成为必然。 

2  旅游文化纪念品包装设计创新策略 

旅游纪念品的包装设计现状及存在问题给了相

关设计师一定的警示和思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

了他们的设计思路，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与突破

后，设计师开始了从文化到个性，从环保到时尚的追

寻，实现了形式的转变与创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认可[4]。 

2.1  传承文化，彰显人文底蕴 

在旅游文化纪念品的包装设计中，传承文化、彰

显人文底蕴的文化包装不可或缺。尤其是我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文化，那些龙、熊猫、鞭炮、书法、剪纸、

水墨、祥云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更是旅游文化纪念品

的良好素材，如此包装不仅能够引发旅游者的情感共

鸣，而且能对外国游客产生强烈的吸引力[5]。认识到

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旅游地开始了对旅游文化纪念品

包装的创新，希望呈现出的旅游纪念品有着独特的本

土文化特色，是一个地方民俗风情的浓缩，而不是一

种单纯的商品。具体而言，就是在其包装设计中融入

地域文化元素，以此来提升产品的形象价值。比如，

牡丹文化反映了洛阳古都的整体形象和文化底蕴，在

洛阳人心中有些不可替代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

牡丹文化节的顺利举办，牡丹文化不仅是洛阳人的骄

傲，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6]。将牡丹文化融

入旅游文化纪念品中，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其中，

洛阳“三彩艺”的三彩陶瓷纪念品的包装设计十分具

有代表性，其主体颜色选用大红色，背景是大朵红色

牡丹花瓣和鲜黄的花蕊，实现了背景颜色与牡丹花的

完美融合，既简洁大气，又凸显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此外，其标识字体设计也十分独特，繁体印章形式的

“艺”字与图形上花瓣的设计相得益彰，颜色由浅入

深，将牡丹花朵衬托得雍容华贵，艺术感十足。这一

包装是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代表作品，获得了大众的

广泛认可。 

2.2  突出个性，塑造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是包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品高

度同质化的今天，品牌化的设计方式有利于消费者的

心理认同。但是，树立品牌是一个系统化的大工程，

在基本的设计原则下，还要有对包装品牌形象的系

统化构建过程，如增加文化韵味、突出文化形象识

别等[7]。具体到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而言，其销售成

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性化的品牌形象塑造，

这有利于人们的识别，更有利于产品的效果提升。以

下主要从文字、图形、色彩 3 方面对此展开论述。首

先，在文字方面。文字是视觉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可以让旅游者迅速读懂商品信息。但在品牌化旅

游纪念品包装设计中，文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给信

息的传递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旅游纪念品包

装设计中，文字要少而精且与图形、色彩相协调，这

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原则[8]。其次，图形。图形的设计

可从传统文化中提取有效元素，再配合全新的设计方

法，提炼与创造适合旅游纪念品品牌形象的全新图

形，满足旅游者追求奇特与不同的心理特点。再次，

色彩方面。就像可口可乐包装为红底白字一样，旅游

纪念品的包装设计同样要求易辨易记，增强自身的识

别性，在给旅游者带来精神愉悦的基础上，成为表现

品牌形象的有效元素。比如，看到蓝印花布，就会让

人想到浙江乌镇的印蓝画布；说起青花瓷，便可以联

想到青花蓝等。 

2.3  强调绿色，体现人文关怀 

人们选择旅游，主要目的就是亲密接触大自然，

获得身心放松。鉴于此，在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中必

须强调绿色环保理念，体现一种人文关怀。具体来讲，

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9]。其一，绿色材料的使用。纪

念品包装材料的选择应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实际，选

用环保的纸、竹、木、泥及其他植物的茎叶等天然材

料，因地制宜，让人产生一种回归自然的感受与体验。

比如福建的部分茶叶包装选用竹笋皮，海南纪念品的

包装选用椰子壳等。值得一提的是，荣获第九届华东

包装大奖赛金奖的作品——杏花村淳酒系列，其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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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竹子作为造型元素，制作出造型各异的包装，在实

现环保的同时，给人带来一种置身自然的舒适感受。

其二，减量化造型设计。环保效用的实现不只在于材

料的选择，与整体的设计也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包

装造型设计的减量化生产十分必要。比如山西平遥的

纪念火柴包装设计就只在包装盒上简单地绘制了一

些喜庆或是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图案，可爱的火柴盒不

仅方便携带，而且实现了环保与特色的和谐共存，获

得了一致好评。 

2.4  形式多元，彰显时代特征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纪

念品无非就是传统的特产、小吃、服装等，形式单一，

且包装毫无亮点。事实上，旅游纪念品不仅可以形式

多样，而且可以具备多元化的包装设计，彰显出强烈

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

先，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传统的材料上加上现代的元

素，既可以保留纪念品中传统的原汁原味，又可以表

达个性，唤起更多人的共鸣。台湾故宫博物馆的两个

青花瓷瓶设计就为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提供了灵感

来源。一个将某种特殊材料敷在普通玻璃瓶上，再用

吹风机加热，青花瓷图案便可成功拓印，另一个则将

青花瓷花瓶分成几个部分，分开是碗碟杯，合起便是

青花瓷花瓶。类似的手法若能运用到旅游纪念品的包

装设计中，必定能够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比如在丝绸

上印染一些具有现代感的时尚图案，进行混搭；将传

统的扇面上绘制新时代的图案内容，并进行巧妙地折

叠拆分设计等。其次，品种档次齐全。不同的旅游者

对旅游纪念品的需求是不同的，他们通常会根据自己

的爱好和能力进行选择，因此，开发不同档次、不同

价格、不同形式的旅游纪念品是旅游纪念品经营企业

必须重视和实践的。结合当前国际国内旅游者的现实

构成，可以发现旅游者不再只是高薪阶层，而是增加

了很多年龄较小的学生、收入不高的青年，尤其是国

际旅游者中 30 岁以下的人逐渐成为主体，这些群体

在旅游过程中对旅游纪念品的消费同样应引起重视。

鉴于他们年龄层次复杂、消费需求多样的特点，旅游

纪念品的包装设计必须做到品种档次齐全，以适应不

同不同档次旅游者的需要。再次，打破原有的思维模

式。要想创造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包装作品，必须突

破传统的思维方式，采用多角度新视觉的想象[10]。同

样，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必须建立新模式，采用古今

中外经典图形内容作为包装装饰设计的主题，或者积

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亮点，结合全新的设计方法，实

现独有的创意包装，在同类商品中脱颖而出。 后，

注重商品价值表达。旅游纪念品除了有使用价值以

外，还应该重点强调出产地和纪念品的特殊价值，因

此，在对旅游纪念品包装进行设计时，可以进一步凸

显文化价值，必要时可让旅游者亲自参与进来。比如，

让旅游者亲自烧制带有游玩的日期和自己的姓名的

陶瓷纪念品，然后再结合其烧制的陶瓷作品进行包装

创意，实现完全的自主化和个性化。这样的旅游纪念

品包装设计不仅避免了雷同现象，更多了一份情感，

一段回忆，让旅游者印象深刻，同时使纪念品的价值

获得了有效提升[11]。 

3  结语 

设计源于生活并反映了生活。对于旅游纪念品的

包装而言，其不仅是产品相关信息传达的载体，而且

是一种地域文化、民族风情、人文历史的表达，只有

带有浓郁民俗特色、富有个性的旅游纪念品才能获得

旅游者的喜爱和认可[12]。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计

师不能随意对待，而要通过研究各方面的材料，结合

当地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准确地进行包装设计，

既要注重版面美学效果，又要重视地理文化特征的表

现，还要强调图形文字的通俗易懂，以保证产品的更

新，博取社会的认可，从而使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增

加附加值，逐步走向成熟，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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