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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侗族油茶的饮食文化为切入点，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化旅游发展为目标，探索针对特

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方法。方法 将饮食文化作为乡村文化资源的代表，基于主观幸

福感理论分析饮食行为中的幸福感三层次，结合产品服务系统设计（PSSD）的理论与方法，并通过设

计“侗心油茶坊”的产品服务系统作为实证研究，对文化旅游中当地人与游客在饮食体验上的幸福感设计的

方法和路线进行分析。结论 在文化旅游中，通过对本土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进行充分调动，

将物质资源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的有形产品，而非物质资源转化融入服务与体验，并通过产业升级与创新，

使当地人在文化实践中树立文化自信，实现经济创收，提升他们在乡村生活中的主观幸福感；同时，通过

给游客提供良好的文化旅游服务，使其获得文化熏陶与精神感染，提升他们在旅途中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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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ervice System Design of Food Culture Based on Dong Minority's Oil-tea 

JI Tie, CHEN Jun-cai, GUO Yin-ma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food culture of Dong Minority's Oil-tea as the entry point, aim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designing the product-service 

system for the distinctive food culture resources. Taking food cultur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based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ory, the three levels of well-being in eating behavior were analyzed. Combin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product-service system design (PSSD), and with designing the product-service system of "Dong Xin 

Oil-tea House" as the empirical study, the method and path for designing the well-being of local people and tourists in the 

eating experience of cultural tourism were analyzed. In cultural tourism, through the full mobilization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natural resources and human resources, material resources are transformed into tangible products that meet 

market needs, and immaterial resources are transformed into services and experiences; and through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it enables local people to establis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cultural practice and achieve economic in-

come, and it enhances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life. At the same time, by providing tourists with good cultural 

tourism services, they can gain cultural influence and spiritual infection, and enhanc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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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并指出乡村的产业与文化振兴

的重要地位，其终极目标是提高村民的幸福指数[2]。

乡村旅游作为将产业与文化进行有机融合的形式，已

经成为了一种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乡民与

外来游客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途径。“食”作为旅游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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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首，素来为游客们所关注。一方面，饮食是满足

人们生存需求的日常行为，因此，具有民族特色的饮

食方式具有一定的开发需求；另一方面，饮食文化聚

集了多种乡村文化生态要素，与人类的日常生活联系

密切，具有发展成为地方文化展示窗口的潜质。从设

计学的角度出发，利用饮食在文化旅游中的产业化与

文化传播优势，对饮食文化的产品与服务进行有效的

设计转化，对于“为当地人与游客创造幸福感”具有一

定的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 

1  饮食行为中的主观幸福感研究 

1.1  主观幸福感理论基础 

学术界从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对

幸福感进行探讨，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主观幸

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是幸福感

中与客观幸福感对应的构成。1984 年，美国心理学

家 Ed Diener 提出了“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

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强调了人

作为主体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毕明和孙承毅认为，

主观幸福感，是指社会成员对其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

的主观体验与评价[3]，指出了主观幸福感既包括对客

观生活的评价，又包括对主观精神生活的体验，因此，

“为幸福感而设计”强调以“人”为中心，同时关注“人”

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 

近十余年来，我国学者邢占军、李志、谢朝晖、

郝建英等人都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

或研究[4-6]，派生出了诸多不同观点，可归纳为主观

因素和客观因素两类。其中，主观因素是由先天因素

或长期生活经验形成的，短期内难以被外力影响，而

客观因素则是可在短期内被创造和控制的，设计作为

一种参与式行为，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干预效果。 

1.2  饮食行为中的幸福体验层次 

饮食行为的研究源自健康营养学，普遍认为饮食

行为是指受有关食物和健康观念支配的人们的摄食

活动，会影响到人们营养的摄入，从而对营养和健康

产生影响[7]，是满足生理需求的一项基本行为。从饮

食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瞿明安把饮食文化划分为食

物、饮食器具和饮食行为 3 个构成，其中饮食行为是

非物质元素，是利用食物和饮食器具来传递信息的中

介性行为，而食物和饮食器具作为物质元素，则是人

类 表 达 观 念 意 识 和 心 理 状 态 的 重 要 实 体 媒 介 或 载  

体[8]。饮食行为既是一种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影响人

类身体健康的基本行为，又是一种文化和情绪的表达

形式。结合郝建英[6]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的

总结，即健康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笔者将文

化旅游、饮食文化、当地人与游客中的主观幸福感，

划分为“个人的感官记忆”、“社区内社交互动”与“跨

群体互动传播”，3 个层次，见图 1。 

 
 

图 1  饮食行为中的幸福感层次 
Fig.1 Levels of well-being in eating behavior 

 

1.2.1  个人的感官记忆 

人类感官分为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 5

个系统，它们共同作用，接收外界传达的信号，经过

大脑的进一步处理，输出为各种不同的人类情感[9]。

食物的色、香、味，分别对应人体的眼、鼻和口舌带

来的视觉、嗅觉和味觉感受，多种感官记忆的结合，

加深了人们对特定食物的情感印象。无数离乡背井的

人会将乡愁寄托于“故乡的食物”[10]，实际上是为了满

足自己现实和情感的多方位需求：其一，是为现实的

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找寻可资借鉴的经验与确立其合

理性的依据；其二，是为了摆脱现实中“流动”身份的

约束，是对过去身份、情感、生活的怀念，同时找寻

精神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依托[11]。食物的感官记忆带

给人们的归属感、精神慰藉与情感寄托，是饮食行为

带给人类的第一层次幸福感。 

1.2.2  社区内社交互动 

在充饥果腹的原始功能之余，中国人也习惯把饮

食的场所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核心[12]，生活中的诸多

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邻

里关系等，都是在饮食社交中进行维系和发展的。美

味的食物、精致的用餐环境及和谐的用餐氛围能够增

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提高自尊感、自信心，从

而为创建友好的社会关系提供物质和文化基础；而在

相同的时空中，多人相聚一堂分享食物，这种近距离、

小范围的社交氛围，增加了参与其中的人们的互动，

情感成分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加深[13]。以食物为媒介

交流生活、沟通心得与情感互动，稳固社区内的关系，

是饮食行为带给人类的第二层次幸福感。 

1.2.3  跨群体互动传播 

饮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因而它极易发

展成为产业，成为一种与经济关系密切的行为[14]，实

现饮食文化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价值转化，比如陕西

的袁家村美食民俗村、云南过桥米线、兰州拉面、广

东早茶等都是典型的成功案例。在文化旅游市场中，

当地人通过饮食与游客形成行为互动、进行文化交

流，在自我肯定和被他人肯定中，提升文化自信，增

强自豪感；同时，特定饮食文化的发展会拉动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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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食物制作、工具制作、资源供应的需求，拥有这

些技艺和资源的村民也会因此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

游客通过享受特色饮食的独特风味与文化魅力，在生

理上能够获得一种猎奇中的新鲜感，在精神上体验到

独特饮食文化中的热情、友善、欢快等愉悦感。将饮

食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发展，促进跨群体的行为互

动、文化体验与文化传播，是饮食行为带给人类的第

三层次幸福感。 

对于饮食行为中的 3 个不同层次的幸福感体验，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针对感官记忆的设计唤醒，能增

强当地人的心理慰藉与精神寄托，针对社区社交互动

的设计，能为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创造新的乡村关联，

针对产业价值反馈的设计，能有效转化饮食文化资

源，实现幸福感在跨群体互动层面的传递。 

2  饮食文化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策略 

服务提供中包括了物与非物的参与。产品服务系

统（Product-service system，简称 PSS），是指将有形

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联系起来，旨在从系统论的角

度，为从单独的生产循环转变到集成化的生产和消费

循环创造机会，而产品服务系统设计（Product Service 

System Design，简称 PSSD），主要针对在战略、概念、

产品（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管理、流程、服务、使

用和回收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15]。在文化

旅游市场中，对饮食文化进行产业转化时，运用 PSSD

的思想，设计要点既包括了与饮食相关的产品（如食

材、餐具、周边产品等），又包括了与之相关的各种

饮食服务（如迎宾送客、文化体验、艺术表演等），

通过对整体饮食文化系统进行规划与管理，充分整合

乡村本土文化优势，开发利用乡村本土资源，打造具

有文化意义又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全新饮食服务。 

2.1  饮食文化中基于传统工艺与美学的产品创造 

根据服务在产品中的比重，Kolter 将产品服务分

为纯粹的实物产品、添加服务的实物产品、实物产品

与服务的结合、附带产品的服务和纯粹的服务[16]。饮

食文化旅游服务属于附带产品的服务，在饮食文化的

产品服务系统设计中，涉及食物设计、餐具设计、   

用餐家具设计、包装设计等不同类型的实物产品设计

内容。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受

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现代工业食品破坏了本土

食品系统，批量生产的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取代了

饱含传统民族智慧的手工制作工具，相关的制作技艺

面临失传；不少乡村的生活环境也开始趋向西化、现

代化，正逐渐失去原有的民族特色。由此可见，对于

产品的设计，需要结合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与手工技

艺，并利用当代设计技巧对各类产品进行创新，创造

出一系列满足实际的使用需求、符合当代的审美观念

与展示当地文化形象的实物产品，为提供饮食文化的

旅游服务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2.2  饮食文化中基于传统互动模式与行为的服务创新 

服务设计强调在设计过程中为服务提供者与服

务接受者创造共同的价值 [15]。在饮食文化旅游服务

中，当地人是服务提供者，而游客是服务接受者，当

地的文化资源经由当地人与外来人员协同创造，进而

传播给游客。饮食文化中社交互动的模式、场景、礼

仪、风俗等都是文化旅游服务中的一种设计资源，然

而设计师在其转化过程中不能成为“拿来主义者”，将

这些内容进行简单粗暴地搬运，而应该在对特定的饮

食文化资源的表征结构和深层结构进行深度研究的

基础上，再通过运用恰当的服务设计工具，如协同设

计、服务蓝图、服务系统图等，以便捷性、经济性、

高效性为主要衡量指标[17]，从保持饮食文化的本真性

出发，把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多种文

化体验活动，使游客们既能够享受到过硬的饮食条件

和服务质量，又能感受到传统饮食氛围，令其在潜移

默化中感受饮食行为的文化内涵，使饮食文化资源中

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参与其中的当地人的个人

价值，通过游客的表现得到实际的反馈。 

3  “新通道·侗心油茶坊”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实践项目 

3.1  侗族油茶简介 

分布在湘黔桂三省交界处的侗族人民，在待客上

主要有三道宴，即拦门宴、油茶宴与合拢宴，它们是

富含民族特色、地域个性的饮食文化代表。其中，油

茶的规矩与规模介于“小吃”与“正餐”之间。茶油、茶

叶和糯米，是制作油茶的三大基本原料；后来由于生

活物资的丰富，油茶中添加的佐料也日渐增多，包括

油果、肉末、糍粑、水圆等，见图 2。油茶具有解渴

充饥、提神醒脑、驱风祛湿、防治感冒等功效。在传

统生活中，油茶是侗族地区的一种重要的社交形式，

对联络左邻右舍，甚至村寨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

用，如侗族男女青年“行歌坐夜”时，会聚于某家一起

打油茶，亲邻之间闹了别扭之后，会互送油茶化解郁

结，饮用油茶时以年龄大小来分次序，谁家有了喜事

都会烹煮一大锅油茶邀亲朋来分享喜悦，因此，油茶

的文化内涵可被概括为“友善、和谐、尊老、共享”。 

然而，随着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再

加上制作油茶食材的工序繁多，侗乡人曾经一日三餐

不离的油茶，逐渐从日常生活中退居下来，被局限在

民族节日或喜丧嫁娶等狭小的范围，与之相关的各类

传统技艺也逐渐淡化。此外，作为侗族地区最普遍却

也最特别的饮食文化资源，油茶至今尚未成为当地突

出的旅游资源，更未形成一个良好的商业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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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制作侗族油茶的主要材料 
Fig.2 The main materials for making Dong Oil-tea 

 

3.2  侗族油茶饮食文化元素提取 

为深入了解油茶的饮食文化，项目组多次抵达湖

南通道县、广西三江县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获取了关

于制作油茶的食材、工具、烹饪方法及食用风俗等在

内的一手资料，并根据国家文化旅游资源分类方法

（GB/T 18972-2003），按照不同的应用层级将侗族油

茶的饮食文化元素进行梳理，见表 1，为设计创新提

供文化依据和灵感来源。 

  
表 1  侗族油茶的饮食文化元素 

Tab.1 The food culture elements of Dong Oil-tea 

层次 类别 元素 

餐具 茶水钵、茶水勺、油茶碗、勺子、筷子等 

炊具 糯米蒸桶、炒锅、木质锅盖、茶滤、茶叶敲打锤等 

火塘 火炉、木炭、陶锅等 

吊锅 烟熏肉、玉米、腊肠等 

家具 弧状条凳、置物箱等 

食材 糯米、花生、饭豆、腌鱼、腌肉、酸豆角、水圆、糍粑等 

物态文化 

（外部接触层） 

其他 木桶、陶锅、竹编篮、算盘、藤编、葫芦瓢、木质雕花、竹筒等 

油茶烹制过程 
先将一小把糯米放进锅里炒黄，再放茶叶、茶油，待出味后，再加水煮沸两

三分钟，其茶便成，最后按喜好添加配料便可食用 

油茶食用过程 “二空、三圆、四糍粑，再加上一碗甜油茶” 

油茶习俗 红白喜事必备、敬茶歌、敬酒歌、揪耳朵敬酒、行歌坐夜 

油茶礼仪 

使单筷（寓意一心一意、象征主人的谦虚，表示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待客）、

不上桌（上桌是贪吃和不礼貌的表现）、围坐火塘、筷子架在空碗上意味着

尚未吃饱、行歌坐夜、茶行三遍等 

原材料制作 茶饼制作、爆（阴）米花制作、油锅制作、糍粑制作、水圆制作 

行为文化 

（中间行为层） 

工具制作 茶滤制作、糯米蒸桶制作、茶水勺制作、托盘制作 

油茶起源 传说、文献记载 

油茶功效 开胃、祛湿、驱寒、提神 
心态文化 

（内部感知层） 
油茶内涵 友善、和谐、尊老、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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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计分析与构想 

3.3.1  设计分析 

侗族油茶产品服务系统的核心目标是，对内提升

当地人与对外提升游客的幸福感。在该系统中，对于

当地人而言，幸福感的来源是文化传承带来的文化自

信与经济创收带来的民族认同感；对游客而言，在旅

游中通过文化体验与优质服务，感受到独特风味与精

神熏陶，是最重要的幸福感体验。结合前文的饮食文

化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策略，可知在为侗族油茶的幸福

感而设计时，最重要的是要将当地人因油茶而产生的

幸福感，即感官记忆与社交互动上的幸福体验传递给

游客，继而通过游客对油茶饮食文化的消费与体验，

实现跨群体的互动传播，在当地人与游客的互动中，

强化双方的幸福感。在这个过程当中，游客的幸福感 

是相对短暂的，而当地人的幸福感是相对持久的。简

而言之，该产品服务系统需要同时为当地人与游客的

幸福感而设计，见图 3。 

3.3.2  服务蓝图绘制 

在设计过程中，项目组与系统中参与服务提供的

各方代表一起，以服务蓝图为工具，将游客参与油茶

饮食文化体验的服务，分解成若干步骤，通过持续描

述服务过程中服务提供者与游客的具体任务和完成

任务的手段，厘清游客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接触点，

从而更加明确设计的内容，见图 4。在此过程中，项

目组根据游客们不同的体验需求与时间规划，规划了

4 种不同的服务模式，分别是快销式、套餐式、体验

式与礼盒式。其中，快销式油茶侧重于为游客提供油

茶色香味上的感官体验；套餐式油茶在油茶的基础 
 

 
 

图 3  “为幸福感而设计”的饮食文化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分析 
Fig.3 The analysis of product-service system design of food culture for "Design for well-being" 

 

 
 

图 4  侗族油茶文化体验服务蓝图 
Fig.4 Service blueprint of Dong Oil-tea's cultur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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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入了油茶的饮食器具，融入了简单的油茶调制

体验，为游客们彼此之间、游客与当地人之间提供了

交流场所；而体验式油茶提供了立体化的油茶文化体

验，除了油茶与油茶饮食器具的体验和感受外，还包

含了油茶的解说、制作表演、礼仪介绍等内容；礼盒

式油茶则是将油茶文化体验从旅游目的地向外地延

伸的一种形式。多种形式结合的服务模式，使油茶的

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反馈。 

3.4  设计成果 

3.4.1  “侗心油茶坊”服务系统图 

在产品服务系统的每个设计阶段，各个部分（如

服务、产品、信息和过程等）之间，都会进行一定的

转换和交流。在该系统中，设计师作为规划者，充分

调动皇都及其周边地区与油茶有关的各种自然资源

（如茶叶、茶油、糯米等）、人力资源（如能够制作

侗族特色食材、竹编制品等的当地人）等本土资源， 
 

使油茶重新成为聚集当地人并吸引他们积极参与的

推动力，进而把系统中的产品与服务结合起来，见

图 5。 

3.4.2  产品设计 

在该系统中，油茶的食材、饮食器具及与之相关

的其他物品等实体产品，能直接地带给游客感官刺激

并带动当地自然资源的共同发展，并为系统的服务打

好物质基础。本次产品设计的目标是，通过扩大油茶

的各类实体产品需求，充分利用侗乡本土的文化、自

然、人力资源，使侗族传统的文化特色、审美情趣、

手工技艺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得到价值体现，促进当

地的文化生态恢复往日的活力，帮助当地人实现文化

传承与经济创收。为此，项目组以风雨桥、鼓楼、吊

锅与火塘等侗族特色元素为灵感，对食用侗族油茶的

餐具、餐桌、空间、品牌形象等进行了设计，在保持

侗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增加了其实用性，见图 6。 

 
 

图 5  “侗心油茶坊”服务系统 
Fig.5 The service system of "Dong Xin Oil-tea House" 

 

 
 

图 6  侗心油茶产品服务系统各部分设计 
Fig.6 The design in Dong Xin Oil-tea product-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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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饮食行为“个人的感官记忆”、“社区内社交互

动”、“跨群体互动传播”3 个幸福感层次的研究基础

上，结合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思维，将侗族油茶饮食文

化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创建有形产品与无形服务相结

合的产品服务系统，能够帮助当地人进行有效的资源

整合，以特色饮食为窗口综合展示本土文化，为游客

提供立体化的文化体验服务，达到帮助当地人树立文

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帮助游客获得良好的文化体验

与精神熏陶，双向提升当地人与游客在文化旅游中的

主观幸福感，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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