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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对地域文化的全新解析与融合应用。方法 由旅游这一文化交流活动

方式出发，探索旅游纪念品的突出特点和实际价值，并结合当前旅游纪念品市场现状总结其中存在的类

型单一、开发力度不够、缺乏创新和品牌意识不足的问题，由此引申出地域文化元素在旅游纪念品设计

中的重要作用及价值方向，接着从视觉语言、文化体验、情感传达、品牌创建等方面探究地域文化与旅

游纪念品的融合策略，最后探寻融合创新的关键点。结论 旅游纪念品设计在保留原有地域特征的基础

上，借助文化、工艺、情感等方面的元素融入，能够使纪念品真正具有纪念价值，进一步加深旅游者对

于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民族独特地域文化的了解与喜爱，使旅游活动的体验和情感得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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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ourist Souvenirs 

ZENG Qing-liang 
(Guangzhou Maritime Institute, Guangzhou 51072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brand-new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de-
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 Starting from tourism, a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y,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ourist souvenirs were explored, and the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typ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 lack of inno-
vation and insufficient brand awareness were summariz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market situation of tourist 
souvenirs. Thus, the important role and value dire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 
were derived. Then,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ourist souvenirs was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like 
visual language, cultural experienc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rand creation; and finally, the key points of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were explored. On the basis of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design of tourist souve-
nirs can make souvenirs truly have commemorative value, further deepen tourists' understanding and love of a region or a 
nation's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and extend the experience and emotion of tourism activities.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tourist souvenirs; value 

旅游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交流活动方式，是人们日

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

质量的提升，旅游更是被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消费占据

了重要的位置，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相关产业

的发展，旅游纪念品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

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有着明显地方特征，它是旅游

点所独有的且带有这个旅游点特有印记的用品和艺

术品，能够表现旅游景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有着一

定的保存收藏价值。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旅游

纪念品设计的推陈出新，给当前的旅游经济市场带来

了巨大的价值创造空间。但是，随之而来的诸如文化

内涵不突出、千篇一律、粗制滥造等问题也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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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纪念品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发展阻力[1]。如何以

旅游地的独特文化资源为主题依据，融入现代设计意

识，结合多种途径进行设计创新，使旅游纪念品在功

能、审美等方面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

需求，已经成为了相关设计师需要思考并探索的重要

方向。 

1  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市场现状 

1.1  设计感不足，类型单一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购买旅游纪念品的初衷是

希望它是与众不同的，能够具备自身独特的内涵以及

文化气息。但是，国内旅游纪念品现状不容乐观，在

北京卖的旅游纪念品与云南的纪念品大同小异，不止

于此，很多城市中的旅游景区都存在雷同的纪念品现

象[2]。这样的旅游纪念品缺乏设计感且类型单一，有

的甚至是粗劣简单的，这并不能吸引旅游者的注意，

直接导致了旅游纪念品无法获得更好的发展。 

1.2  开发力度不够，忽视品牌 

由于前期投入开发成本的原因，不少旅游纪念品

制造商会选择生产一些山寨仿冒产品，不愿意再花钱

投入到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中。这种恶性循环严重

阻碍了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的发展，致使国内众多景

点的旅游纪念品都是无标识无生产商的简陋包装，更

不要谈品牌的创立与开发了，很难吸引旅游者的兴趣

和热情。 

1.3  创新脚步艰难，传承受阻 

传承和创新是相互并进的，因此在旅游纪念品设

计与开发中必须坚持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

创新，让旅游纪念品成为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个缩影，

一个象征代表[3]。但是以地域文化为依托的旅游纪念

品设计，并没有将地域文化元素进行很好地利用与开

发，导致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的创新十分艰难。 

2  地域文化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现实意义 

旅游纪念品与地域文化相辅相成，正是在一定范

围内有了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

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旅游纪念品才最终成为了承载

着重要旅游文化价值和旅游纪念意义的特殊商品[4]。

所谓的地域文化包含的范围很广，是一定的地域范围

内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生活习俗上的特

有特征。融合了地域文化元素的旅游纪念品，是一种

重要的旅游资源，能够加深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开发深

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类别旅游者的需求，更好地

吸引他们前来购买，同时在审美、造型、色彩、包装、

艺术等方面实现了更大意义上的开发，有利于品牌的

建立与风格的凸显，从而以强大的吸引力促进旅游者

对旅游纪念品的消费。 

3  地域文化与旅游纪念品的融合设计分析 

地域文化与旅游纪念品的融合有着多样化的形

式，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文化表达与价值提升[5]。具体

来讲，设计师可以从视觉语言、文化体验、情感传达

和品牌创建等方面逐一突破和尝试。 

3.1  视觉语言的转化 

将地域文化特色转化为视觉语言融入到旅游纪

念品设计中十分重要且必要。其一，对本地区已经具

有悠久历史的本土品牌进行视觉改良。本土品牌中的

老字号承载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深厚的历史情感和

传统文化特色，在新时期的包装设计中，设计师要在

保留传统工艺特征的基础上，由地域民族特色出发，

对其进行形象的提升，以更加迎合现代消费者审美观

念的变化充分展现旅游地独特的地域文化[6]。比如，

北京的内联升布鞋、杭州的张小泉剪刀、扬州的谢馥

春香粉等都是不错的改造对象，将其中的精髓进行保

留，配合全新的设计理念适当强化视觉感染力，有利

于品牌形象的提升。其二，融入本地区特有的情感媒

介，提升审美价值。要想真正达到“旅游纪念”的目的，

旅游纪念品设计师必须能够深入实地，充分概括旅游

地内容、历史、文化，标记旅游行经历、体验、情感，

将其中独特的视觉元素进行再现和强化，获得旅游者

的心理认同，增加购买欲望。比如，西湖的白娘子布

偶、井冈山的红军帽、灵隐寺的护身符等，这些旅游

纪念品凭借独特的视觉形象，实现了审美价值的提升。 

3.2  文化体验的强化 

文化体验是整个旅游中不可或缺的过程，也是旅

游者体味不同风土人情、传统技艺的重要组成[7]。有

了这样的切身体验，有利于旅游者细细品味地域文化

特色，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旅游纪念品无疑是实现

这一目的的绝佳选择。以四川省为例，其具有三国文

化特色的旅游点数不胜数，对国内旅游者和国外游客

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以下通过四川三国文化的旅游纪

念品设计展开相关分析。其一，在形态上的体现。这

主要通过形态的设计对特定形态符号进行约定俗成

的文化心理的把握与体现，如三国人物张飞、关羽等

的设计就可以从其自身特有的文化符号入手，进行形

态符号的设计与把握，充分体现其个性特色。其二，

在色彩上的体现。为了进一步刺激旅游者，增加纪念

品的销售，设计师充分结合三国中的人物特色，如关

羽的大红脸，将色彩的运用达到了极致，十分独特。

其三，在材料上的体现。蜀锦这一具有特色的物品和

三国文化相互结合，可以充分利用蜀锦本身所具有的

感情色彩和地方特色，将四川的地域文化特色展露无

遗。总的来看，这样的纪念品设计实现了文化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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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给旅游者带来的除了一份旅游记忆，还是一

种独特的文化体验。 

3.3  情感传达的实现 

地域文化元素既是一种文化形式，又是一种独特

的情感，其与旅游纪念品的结合更像是一种以消费者

情感需求为出发点的产品诉求表达。鉴于不同地区不

同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

文化情感，因此将这种情感进行强化十分必要[8]。其

一，探求精神层面的满足。独特的地域文化所显现出

的特征符号具有强烈的视觉识别性，是当地精神及文

化层面最浅显、表象的外在形式。设计师在设计时要

将当地特有的地域特色充分体现出来，寻求一种符合

现代生活形态的新语言，探求旅游纪念品精神情感层

面的功能价值。淮阳旅游纪念品的一套梳子和镜子设

计就将淮阳泥泥狗的传统文化样式作为设计原型，实

现了实用性、装饰性、工艺性的统一，也表达了一种

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实现了情感的传达与共鸣。其

二，符合旅游者日常生活常态化的设计取向。旅游者

购买旅游纪念品的初衷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浓郁的

地方特征的体验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认知，因此

在设计中必须兼顾实用与艺术，迎合旅游者日常生活

常态化的设计取向，挣脱重工艺轻功能、重观赏轻用

途的旅游纪念品设计藩篱[9]。比如，一款纪念书签的

设计就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融入其中，在视觉

上强化文化要素，制造文化亮点，给旅游者带来的除

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纪念品，更是一份对地域文化的感

知和情感的信任。其三，促成旅游者多元化的文化体

验。情感化设计要求设计师对旅游纪念品的设计理念

及工艺进行创新，在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

行新方式、新载体、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融入，从而使

旅游纪念品与旅游者间产生更加强烈与丰富的情感

体验，实现更高层次的精神互动，通过地域文化特色

的展现提升产品的品位与价值。 

3.4  品牌模式的创建 

旅游纪念品想要获得更加稳定的发展，必须不断

地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找准自己的特色，打起品牌

战。从这一角度看，文字、图形、色彩等要素无疑成

了至关重要的存在。在文字方面，过多的文字会造成

人的视觉疲劳，而过少又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设

计师必须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对文字的大小、多少、颜

色、排版进行准确表达，让消费者迅速读懂商品信息
[10]。在色彩方面，其视觉识别作用是品牌化策略中的

关键，必须带给旅游者精神上的愉悦，使其获得美的

享受，设计出品牌标准色，如浙江乌镇的印蓝画布，

一看到蓝印花布大家就可以联想到乌镇，这是不错的

例子。在图形方面，旅游纪念品视觉图形设计要具备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旅游者瞬间就能在琳琅满目的

旅游纪念品中识别和记忆，如剪纸、脸谱、泥人、皮

影、蜡染等地域文化元素就可以与现代化的设计创意

和设计工艺相结合，满足旅游者追求奇特与不同的心

理特点，这对品牌的建立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4  结语 

旅游纪念品想要推陈出新、打造精品，就要与当

地的地域文化元素融合，以文化蕴涵为支撑，突出地

方特色，更好地宣传当地文化，给旅游者带来美好的

旅游体验，进而提升价值。这就要求设计师必须深入

挖掘地域性的自然与人文特色，将贴近旅游市场、贴

近旅游者心灵，彰显地域特色的设计理念运用在旅游

纪念品设计中，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设计

出有新意、有品位、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并在

此基础上尝试品牌的创建，如此才能提高地域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水准，使其得到更高要求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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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20 页） 
呈现于床头柜抽屉面板上，并施以金色，构图丰满，

主次分明，布局匀称，传承运用金漆木雕工艺里的黑

漆装金，通过采用黑色与金色的结合，营造出一种简

约时尚的视觉感受。在满足当下人们追求生活品质的

需求的同时，也为潮州木雕艺术赋予“古为今用”的意

义，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4  结语 

潮州木雕是岭南民间艺术中的瑰宝[11]。潮州木雕

艺术作为一种代表潮汕文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文化底蕴和艺术历史深厚，新生代设计师有责

任将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精髓、传统工艺美术应用于

家具产品的创新设计中，使现代家具产品具有中国

文化气息和民族精神，更好地促进潮州木雕的传承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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