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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依据皮影戏，研究将民间艺术元素置入旅游纪念品，提升旅游纪念品文化内涵，增强旅游

纪念品地域特色，以此来丰富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可行性途径。方法 分析皮影戏的光影原理、镂雕工艺

和夸张造型等特征，解构出可以用于旅游纪念品设计的视觉元素，再结合典型实例，运用原点思维、类

比思维、同构思维等，将皮影元素融入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展现皮影旅游纪念品的收藏性、装饰性与功

能性。结论 提取独特、准确的皮影元素，将其嵌入多元物质载体，为旅游企业开发设计具有皮影文化

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提供素材和思路；并行不悖地固守传统和创新，促进皮影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实现皮影旅游纪念品多样性和内涵增值，推进皮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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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feasible ways of implanting the folk art elements into souvenirs, improv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ouvenir, strengthening the local feature of souvenir and enriching souvenir market based on the 

shadow. The light and shadow principle, carving techniques and overstated shapes of shadow were analyzed. The visual 

elements that could be used for the souvenir design were deconstructe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typical examples, the 

original thinking, analogical thinking and isomorphism thinking were applied to integrate shadow elements into souvenir 

design, and display the collection, decoration and functionality of shadow souvenirs. The distinctive and accurate shadow 

elements are refined and put into the multi material carrier, to provide materials and ideas for tourism enterprise to de-

velop and design souvenirs featured by shadow culture. Adherence to the traditions and innovation that do not interfere on 

each other can promote the shadow art to be applied in the modern design, achieve the diversity and connotation incre-

ment of shadow souvenir, and advance the productiv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h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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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影戏是一种民间艺术，融绘画、雕刻、剪

纸、戏曲、表演于一体，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流传

地域广阔。2006 年以来，唐山皮影戏、孝义皮影戏、

海宁皮影戏、华县皮影戏、岫岩皮影戏、望奎皮影戏、

泰山皮影戏、罗山皮影戏、湖南皮影戏、四川皮影戏

等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 年中国皮

影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皮影而非皮影

戏成为故事的主角，皮影主要作为视觉符号运用在服

装舞台、动画影视、旅游纪念品等方面。旅游纪念品

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购买的富有地域文化特

征、民族特色、长期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的一切物品，

具有纪念性、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特征[1]。开发设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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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在保留其文化真实性同

时，要对其文化表征进行结构分解，解构出适宜应用

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上的皮影元素。 

1  皮影元素的提炼 

1.1  有影随行的光影原理 

“云月有殊，光影无别”，古人早已察知光影关

系；“初日丽乔林，光影尤玲珑”，古人亦已感知光影

之美；“对影成三人”是古人对光影情趣的艺术加工；

日晷是古人对光影功能的科学发现。古人用纸或皮张

剪成人形，以光投射其影于墙，诞生民间影戏的雏形。

皮影是一种光影艺术，演出时艺人尽可能使二维皮影

平面图像贴近影窗，在灯光的照射下产生写意的若贴

若离的虚幻影像。古代多用燃料燃烧生光，后来科技

发展出现的白炽灯成为皮影表演的主要光源，为了获

得和谐而温馨的演出环境和效果，皮影表演时多采用

自然柔和的黄色灯光。从科学上讲，无论古代皮影表

演还是现代皮影演出均利用光透射原理，光穿过透

明、镂刻的皮影投射到白色幕布上，美轮美奂的皮影

戏因此而生。 

1.2  虚实留白的镂雕工艺 

镂空雕刻是皮影艺术中常用的表现技术，空镂阳

刻见图 1，实镂阴刻见图 2，繁简适宜、虚实共存。

皮影镂空后形成的方寸之间是简洁的留白，下笔处为

实，留白处为虚，虚实结合，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皮影人物雕刻，用镂线与凿孔互衬，交相辉

映，玲珑剔透的影人繁而不冗，质朴单纯的影人简而

不空[2]。很多皮影旦角脸部雕镂为空，这是以空代色，

含蓄的面部给人带来玉颜丽质的色彩联想以及视觉

上的立体真实感。 
 

 
 

图 1  空镂阳刻 
Fig.1 Yang carve 

 
 

图 2  实镂阴刻 
Fig.2 Yin carve 

 

1.3  夸张卡通的造型图案 

信息化社会，图形承载的地域信息和文化内涵越

来越深刻，作用也越来越明显[3]。图案化是皮影艺术

的鲜明特征，具有散点透视、色彩艳丽、简化夸张等

特点。在同一件作品中，可以同现平视、仰视、俯视、

侧视等不同角度看到的景致，这样的作品看起来并不

突兀，反而感到舒服与自然。在着色上，皮影采用程

式化的“五行五色”敷色技法，五色的明快加之皮影

所用牛皮或驴皮的晶莹透亮，让皮影粲然生辉。皮影

造型多是突破原有的自然形态，简化抽象后夸大其

形，比如头茬中的妖魔造型，夸大五官，似人又像动

物；人物身材比例夸张，造型卡通化，给人一种豪放

大度、喜庆祥和的感觉。 

2  原点思维再现本真皮影 

从事物的原点出发，经常回到原点，对照原点，

不偏离原点，从而找出问题答案，此为原点思维。就

事论事般粗放地展现皮影戏艺术原貌，综合展现虚实

相宜的多维表达、时空错落的散点透视、意象造型的

东方特质、率直鲜明的色彩基调等皮影文化表征，是

皮影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最基本思路。 

2.1  三维立体的原生态复现 

求知型旅游者以体验皮影本真文化为动机，对皮

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具有较高的辨识能力。原

汁原味的皮影旅游纪念品承载着历史的阅历，秉承着

原始朴拙的灵光，展现着浓郁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

能够满足当代旅游者的求真意愿和怀旧思乡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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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在原生态的作品里，人们似乎能到找到一些生

命的感悟与意义[4]。皮影是基于表演人思维的“傀儡”

艺术，每一件影偶各部位衔接灵活，能够随意摆成各

种姿势，可操作性强。通过产品设计创造体验机会、

强化消费者体验参与度、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反应是增

强产品吸引力的方式之一 5。动感皮影见图 3 ，它就

是一款能够让消费者体验的原生态影偶，静态、凝固

的二维舞台造型操作在表演者手里，三维立体不加雕

琢地表现着“皮影动为戏”的艺术特性。皮影戏之所

以称之为“戏”，还因其集合了丰富的民间传说、经

典故事，蕴涵知人论世、就事观物的稳定标准，因此

此款旅游纪念品可以附赠皮影戏演出文本，让展演者

体会原生态皮影戏的精神内核。 
 

   
 

图 3  动感皮影         
Fig.3 Dynamic shadow  

 

2.2  二维平面的图案嫁接 

皮影静可为画，将皮影图案造型从三维的表演舞

台降维到二维的画框中，用水晶或有机玻璃相框装

裱，即可成为皮影摆件、皮影挂画等旅游纪念品。此

类皮影旅游纪念品或摆放桌面或悬挂于墙，曲艺表演

价值逐渐淡化，装饰性功能和收藏价值逐渐凸显。好

的旅游纪念品也应当融入生活中被人们真正使用起

来[6]。设计开发具有实用功能的皮影旅游纪念品，可

以运用置入同构思维将影偶原型从皮影戏中解构出

来，填充进实用物质载体，形成如皮影钟表见图 4、

皮影杯垫见图 5、皮影茶具见图 6、皮影背景墙见图

7、皮影手提包见图 8、皮影台历、皮影文具、皮影

书签等旅游纪念品。在已投入市场的旅游纪念品中，

实用型皮影旅游纪念品出现较晚，却受到旅游者喜

爱，只是种类与数量不多。为增加旅游纪念品多样性，

避免出现产品同质化，可依据各支派皮影戏的不同造

型手法、题材选定、图案构成、色彩表现、内涵寓意

等设计出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皮影旅游纪念品，还可

以借鉴古人智慧，运用类比、联想与同构等创意思维，

运用现代工艺材料再创造皮影旅游纪念品。 
 

   
图 4  皮影钟表 

Fig.4 Shadow clock 
 

 
 

图 5  皮影杯垫 
Fig.5 Shadow coaster 

 

 
 

图 6  皮影茶具 
Fig.6 Shadow table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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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皮影背景墙 
Fig.7 Shadow background wal 

 

 
 

图 8  皮影包 
Fig.8 Shadow bag 

3  皮影元素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创造性

应用 

3.1  传统光影与现代光影的类比碰撞 

类比作为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运用之普
遍、娴熟，无有出其右者。类比的事物具有明显的相
似性，可以是形态相似也可以是功能相似，至少要有
隐含的相似关系。基于类比思维，把握皮影特征，依
据皮影与其他事物的某一点相同或相似，把原来不相
关的事物进行直接类比甚至是非现实类比，从全新的
角度去看待皮影，可以给旅游纪念品开发带来新的思
路。例如光是皮影艺术表演的关键之一，是皮影戏的
灵魂，传统皮影表演的光源主要来自于蜡烛或酒精，
现代科技产生的光源则更为先进丰富。将传统光影与
现代光影进行结构类比、情景类比，可以设计开发出
各种静态、动态的旅游纪念品。 

3.1.1  结构类比打造光影产品 

传统皮影表演时，影偶、白幕与灯光相辅相成，

构成一个结构整体。皮影造型图案走出影戏表演帷

幕，置身于其他材料的结构框架中，在白炽灯、LED

灯等现代光源的映照下凸显立体美感，此为结构类

比。特色皮影灯见图 9，就是结构类比创意思维下诞

生的作品，“五分脸”的旦角面部简洁干净、清秀写

意，在灯光映衬下朦胧唯美，既有照明功能又能烘托

气氛。此类影灯的影偶造型，无论手工雕刻，还是激

光镂空，无论取材中国影戏，还是来源于异域文化，

在灯光的投射下都呈现出静态的鲜活与生动。 
 

 
 

图 9  特色皮影灯 
Fig.9 Characteristic shadow lamp 

 
当代科技发达，皮影整体结构中不一定包含光

源，或者说不一定要依托传统意义上的光。材料学家

成功研制出一种感温变色材料，该材料能够随温度上

升而逐渐改变颜色。若用这种感温材料制成某种器

皿，将皮影图案附在其表面，通过加热器皿，皮影影

偶就会浮现，色彩也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不同。在图

案选择上，可借鉴皮影极具东方特色的意象造型，如

冀东皮影的“公者雕以正貌，奸者刻以丑行，盖亦寓

褒贬于其间”，望奎皮影的遵循集体程式、整洁而又

注重疏密层次，华县皮影的小巧玲珑、繁复细腻。在

色彩运用上，可以保留皮影丽而不艳、明快浑厚的“五

行五色”，如孝义皮影“浓、淡、混、浊”的大红、大

绿、黄色、黑色，关中皮影对比强烈的红绿与黑白补

色关系、简明爽快的色彩风格。皮影感温杯见图 10，

将陕西影偶图案使用包裹色料的感温新材料附于感

温杯表面，在空杯状态下皮影头像隐藏不见，当注入

热水时，皮影图案随着温度升高，逐渐显现出来，颇

具韵动和趣味。这种对新材料的使用，奇妙、新颖、

动态地展示了皮影文化，增加了实用型旅游纪念品附

加值[7]。 

3.1.2  情景类比构造光影产品 

在情景类比设计思维的过程中，可以以皮影为设

计源，将皮影旅游纪念品与使用者、使用环境等设计

因素联系起来，通过构建一系列的情景，获得解决问

题的方法。随着皮影戏生存空间情景的变化，其功能

情景因素出现了智能化、方便性趋势。不断提高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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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皮影感温杯 
Fig.10 Shadow temperature sensor cup 

 
需求使得皮影旅游纪念品在开发时，通常以简练明快的

形态语义来设计产品的形态。比如皮影玩具见图 11，

在分析了皮影玩具的空间因素、功能因素、形态因素

后，设计师获得了太阳能“皮影小筒”，进而围绕这

一概念展开设计。在产品外形上，该产品类似万花筒，

与万花筒不同的是，人们不仅可以在玩具上看到皮影

图案，而且其内部的能量装换装置以及 LED 灯泡，

还可以将动态影像照射在墙面上。在功能设计上，设

计师采取变体形式，即红色的左右两端可以拉伸，拉

伸的方式使操作更加简易便捷，使用者无需学习传统

皮影戏复杂的操作技巧。 
 

 
 

图 11  皮影玩具 
Fig.11 Shadow toy 

 

笔者依据皮影光影原理，设计出一款皮影旅行水

杯，已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该水杯具有实用性和观

赏性，水杯底部装有电路系统，包括电池、热敏电阻、

电灯、电机、半导体温差发电片、皮影图案。水杯顶

部装有指南针。加热水时，灯泡发出灯光，皮影图案

转动，音乐芯片发出各具特色的皮影戏唱念声腔，如

罗山皮影戏的豫风、楚韵、皖情，枣庄皮影戏的“九

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等。 

3.2  镂空雕刻的联想发散 

联想是人们观察和思考时积极与类似事物产生

关联的心理活动方式[8]。运用皮影镂空留白的传统设

计，大胆发散联想，能够创造出拓宽视觉维度的旅游

纪念品。以皮影格尺见图 12 为例，其影偶头茬和影

人上身采用空镂阳刻的方法，去掉金属材料，留下刻

线，巧妙地塑造出惟妙惟肖的立体影像，整个画面富

有空气感。此外，皮影格尺可以运用实镂阴刻技法，

去掉刻线，留下金属材料，影偶头茬就会出现不同的

样貌。在用色上，除了银白色，还可以通过着“五色”

中的红、黄、绿、黑来丰富产品色彩。在皮影艺术中，

色彩代表各异的人物性格，红色代表忠勇，黄色代表

干练，绿色代表善战，黑色代表憨直，游客可以根据

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附有不同寓意的旅游纪念品。再

者，设计师还可以通过加入皮影纹饰图案来增强旅游

纪念品吸引力。皮影中常见的纹饰如“古钱纹”和“盘

长纹”，前者为富寿双全之意，后者为四环贯彻、一

切通明之意，若将其作为装饰和结构性元素运用到皮

影格尺设计上，既能迎合购买者的美好意愿诉求，又

能使产品造型更加具象规整。 
 

 
 

图 12  皮影格尺 
Fig.12 Shadow ruler 

 

3.3  图案造型的同构整合 

同构性设计思维是寻找不同事物的共同之处而

展开创造性设计构想的思维。以皮影图案为元素，寻

找生活中与其看似不相关的日用品和文教用品进行

同质异构和替换同构，可以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皮影旅

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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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异质同构皮影图案 

异质同构在艺术设计创意中广泛应用，对于艺术

设计创造极为重要。将两个以上不同形质的物象经过

置换或填充形成新的物象，这就是异质同构。将皮影

与现实生活其他事物异质同构，由于皮影造型与其他

事物外形存在差异，难以很好地匹配在一起，因此需

要巧妙变化打破皮影原有形态，同构重组成新形态。

首先，根据拟同构的其他事物特质，简化皮影文化特

征元素形态以配合，即在保持皮影元素主要特征的同

时，通过取舍或改变次要结构特征，将元素形态逐步

提炼[9]。在对皮影图案形变过程中，始终注重皮影造

型与其他事物在外形与内涵、功能与环境、精神与思

想上的协调，如皮影象棋见图 13，其中的“兵”就

是影偶头茬与象棋中的“兵”异质同构而成，“兵”

头戴士兵帽，紧握长矛，直视前方，以冲锋之势站定，

犹如置身于备战的军队中。此产品设计让皮影图案、

文化内涵与中国象棋产品融合为一体，清晰、形象地

展现了皮影艺术，让人在象棋的静态图像以及动态对

弈中感受到古典文化意蕴[10]。 
 

 
图 13  皮影象棋 

Fig.13 Shadow Chinese chess 
 

3.3.2  替换同构皮影造型 

替换同构是同构思维的一种，即保持图形的基本

特征，某一部分被其他类似的所替代。皮影茶包见图

14 就是依据此思维设计出的实用型旅游纪念品。茶 
 

 
 

图 14  皮影茶包 
Fig.14 Shadow tea infuser  

包线连接茶托，类似于连杆舞动影偶。将皮影添加在

茶包的提手上，用连杆替代茶包线，增加了茶包的设

计感和趣味性。此款旅游纪念品设计制作并不复杂，

不会增加过多成本，既美观又实用，能给消费者带来

丰富的情感体验。皮影艺术与茶文化紧密联系，提升

了皮影旅游纪念品的深远意境和文化内涵，让人无法

发觉功能主义，倒是有到形式与内涵的表现优于一切

的感觉[11]。 

4  结语 

只有色彩斑斓、种类丰富的旅游纪念品才能满足

不同游客不同层次需求，皮影旅游纪念品设计亦依循

此理。无论是原生态立体展现皮影“非遗”本真，还

是单纯的“入画”二维设计，都能够适应现代消费者

需求。运用创意思维，借鉴当代技术把民间艺术与现

代审美共融，也能吸引消费者眼球。固守传统与创新

创造不是矛盾的二元对立，固守传统足以让旅游者看

到皮影的历史原貌；创新创造会给旅游者带来新颖与

时尚。需要指出的是，传承千年的皮影文化内涵丰富、

外延绵长，可解构的皮影元素不限于这里提及的 3

种。成功的产品设计往往不是一种或几种思维所能成

就，亦非这里所能道尽的，只有走出思维的藩篱才能

拥有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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