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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品开发策略。方法 通过典型案例设计分析，剖析当前互联网领域新兴的“新文创”战略对水文化

传播的影响，以成都建设“世界旅游名城”为契机，提出适合文博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水文化设计转

化具体方式。结论 根据“新文创”时代以 IP 塑造为核心的创意特征，提出将成都水文化纳入“天府文化”
进行软实力提升和城市文化构建，剖析成都水文化在体系开放性、载体多元性、视觉体验性和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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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ultural Expo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Chengdu Wat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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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mote Chengdu water culture and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ultural Expo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era of "Neo-Culture Creativit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people have a low awareness 
of Chengdu water culture. Through the design analysis by typical case, on the one hand, the impact of the emerging 
"Neo-Culture Creativity" strategy in the Internet field on water culture communication was analyzed; on the other hand, 
combined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Chengdu to build a "world famous tourist city", the specific method of water culture 
design transformation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cultural Expo tourism was pro-
posed. According to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eo-Culture Creativity" era with IP shaping as the core, the cultural IP 
shaping strategies of incorporating Chengdu water culture into "Tianfu culture"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and construct 
urban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system openness, carrier diversity, visu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of 
Chengdu water culture are put forward. To build and develop a series of cultural Expo creative products of Chengdu water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Culture Creativity" ha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ity's hu-
manistic charm, cultural quality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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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水文化是蜀地先民和历代成都人在治水、用

水、护水以及亲水、近水、赏水等实践活动中创造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形态水文化、

制度形态水文化和精神形态水文化[1]。成都地区的水

事实践活动历史悠久，已成为了从属于“天府文化”的

独具地方特色的精神文化资源。成都悠久博大的水文

化，是成都市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并与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发展要求高度契合。步入新

时代发展进程的成都，应当深入研究发掘成都水文化

的深刻内涵，契合成都市当今正在建设世界旅游目的

地的目标，加大成都水文化的文博创意产品开发力

度，并结合数字创意与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趋势，

大力弘扬蜀水文化精髓，提升城市的人文魅力、文化

品质和文化软实力。 

1  成都水文化传播的时代背景 

由腾讯正式提出的“新文创”战略，被认为是移动

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新文创”核心是面向未来的

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推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相

互赋能，从而实现更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与 IP 构建。

因此在当前数字创意时代，成都水文化影响力的重塑

和传播必须仅仅抓住“新文创”发展特征，才能扎实构

建成都水文化 IP 元素与脉络体系，提升符合新媒体

传播媒介发展大趋势的文化价值。 

1.1  文化载体多元化 

文化的发展在于传播，需要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

共同努力来实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构成文化的

载体也在不断地碰撞、更迭，逐渐形成文化载体多元

化的发展趋势。成都自古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其水

文化的载体也是多种多样，据数据统计，在被称为“杜

甫成都诗”的 246 首诗歌中，有 147 首都与岷江都江

堰水系相关，比例约占 60%[2]。杜甫的《石犀行》，

直接记载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表明唐代时期成都平原

就开始大量兴修水利工程，由此可见，自古成都水文

化就以语言、文字等形式被世人所记载并不断传颂。

另外，许多文创产品、建筑等也作为传播的工具，被

赋予了成都水文化的气息，例如成都博物馆就开设了

特定地点作为文创产品销售展览的区域，供大众参观

及购买。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逐渐

普及，文化也搭载上了时代的顺风车，通过 APP 和

宣传短片等形式进行传播，可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不仅拓宽了文化传播的载体，同时也加快了文化发展

的步伐，促使文化载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势态。这

些载体充当着文化的代码，服务于文化，同时又促进

了文化的发展。 

1.2  数字创意体验化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数字技术

为载体的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由此催生出了数字

创意产业这类新兴的产业，引领了当代文化产业呈现

出新的发展趋势，这也恰恰是“新文创”内容生产的显

著特征[3]。数字创意产业纷纷着手于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技术（AR）、混合现实技术（MR）等新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依托，借助一

定的硬件设备设施，以全视野视觉为基本媒介，使用

户能够看到虚拟物体存在于现实空间中的场景，体验

感更加真切。水文化的具象形象可以通过上述技术的

应用得到比传统技术更为有利的展现，诸如瀑布、激

流等水态，以及澎湃、汹涌等水势等等。VR 可以通

过模拟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体感，让用户通过借

助特殊的输入与输出设备，与虚拟场景进行自然交

互，并能通过互动行为接收到相应的反馈信息，让人

产生进入到虚拟环境的错觉。MR 技术同样应用广泛，

可将其理解为 VR 的延伸，通过在现实场景中呈现虚

拟物体的方式，来增强用户体验的真实感。目前的

AR 技术，能让人看到在所处环境中一些并不存在的

实体，它可以通过全息投影，在显示屏幕中将虚拟世

界与现实世界进行叠加。就目前的形式来看，众多博

物馆领域开始引入了大量 VR 和 AR 等新技术，以新

的数字创意面貌向民众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种数

字创意的趋势和方式，对于成都水文化传播来讲，区

别于传统实体展示而言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1.3  文化 IP 标签化 

水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逐渐融入

了各个地区的文化 IP 体系，更有许多城市因水而闻

名天下，被贴上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标签，见表 1。桂

林向来以山水、地貌闻名世界，提起桂林，便能联想

到它特殊的地貌，丰富的水资源以及秀丽的山川，这

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带动了桂林经济的快速发展。水

是苏州的魂，苏州自古因水而生、因水而盛、因水而

美，被贴上了“鱼米之乡”、“江南水乡”的标签，因其

河流众多，水网密布，形成了苏州独特而丰富的水文 
 

表 1  中国城市中的水文化举例 
Tab.1  Examples of water culture in Chinese cities 

城市 特色 IP 元素 宣传点 

桂林 以水定城 山水、地貌 
“桂林山水 

甲天下” 

苏州 
精湛的造 

园艺术 
山水、园林 

“江南水乡”
“鱼米之乡”

西双版纳 傍水而居 
傣族的泼水节 

水崇拜 
“泼水文化”

延安壶口 壶口瀑布 瀑布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吐鲁番
用暗渠引取地

下潜流 
坎儿井 

“地下‘万里

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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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4]。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傍水而居，常年以种植

水稻为生，著名的傣学专家黄惠焜教授指出：“用水

来形容傣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5]。坎儿井作为吐

鲁番的文化 IP，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利灌溉系统，

被誉为地下“万里长城”，坎儿井的壮举，可与都江堰

水利工程相媲美，而吐鲁番作为世界上坎儿井最集中

的地方，拥有着深厚的水文化历史。可见，通过“标

签化”的简单处理，水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可以形

成紧密的映射关系或对应联系，在广大游客和民众

印象中扎根水文化 IP 基因。对于成都水文化传播

来讲，都江堰或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化影响力基础的

标签选择之一，也非常有利于和新文创的传播特征

相契合。  

1.4  文化体验场景化 

都江堰水利工程作为岷江上游水文化的突出标

志，是古人留下的兴水利治水患的宝贵财富，集防洪

灌溉、水上运输、城市生活供水于一体，不仅造就了 

 

举世闻名的天府之国，而且对现代水利工程模式的开

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6]。相传李冰父子修建都江

堰水利工程之前，百姓饱受水患困扰，为纪念李冰父

子的丰功伟绩，每年 4 月 4 日都江堰人民都会举行“放

水祭祀活动”，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都

江堰放水节也从公元前 978 年沿袭至今，成为了整个

川西平原的传统民俗节日，保留着传统的治水文化。

都江堰根据水文化打造了促进水文化传播和旅游的

“放水节”，见图 1。每年清明时节，都江堰岷江河道

都会依次展出《礼祭先贤》、《敬祈福愿》、《拜水大典》

3 个章节的实景画卷，再现古法放水、狼烟传递、军

旗飘扬等千年前的治水场景，完美呈现出两千多年前

川西平原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随着“砍杩槎，放水

咯！”号令的响起，杩槎开，岷江水倾泻而出，涌入

广阔的成都平原，灌溉千里良田[7]。都江堰人民用实

景演出的方式，再现了当年李冰治水的场景，展现出

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智慧和源远流长的古蜀农

耕文明，具有弘扬成都水文化的现实意义。 

 
 

图 1  都江堰打造的“放水节”场景 
Fig.1  The scene of "Water Discharge Festival" created by Dujiangyan 

 

2  文博旅游背景下水文化的创意转化 

成都建设“世界旅游名城”的发展战略为传播成

都水文化提供了非常好的结合契机。针对水文化推进

结合文博旅游特征与需求的文化创意提炼，将水文化

的诸多体验要素或资源向文创载体元素进行转化，既

适合传统实体物化载体，又适合“新文创”趋势下的数字

创意内容形式，并可以进一步探索 IP 化的发展方向。 

2.1  视觉纹饰——水纹装饰 

水纹，又称“水波纹”、“海水纹”，是我国传统器

物表面装饰中重要的也是最常见的纹饰，已经形成了

各式各样的形态。不同地区因经济、政治及文化的不

同，其纹饰的发展也存在差异，而博物馆作为城市的

文明地标，文物作为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反映了

当地的文化特点。通过对成都博物馆、金沙博物馆及

三星堆博物馆的走访参观，对四川地区各文物的传统

水纹装饰进行分析和整理发现，这些地域性纹样以不

同的形式及其有机组合展示了成都水文化的深刻内

涵，见表 2。由成都出土的陶盘口圈足尊，大多以弧 
形水纹为装饰；古人对水纹加以艺术表现，创作出一

种“落花流水纹”，以流水的波纹为衬底，同时用梅花、

桃花等纹理作为辅助装饰，在器物装饰上往往体现古

代诗词意向[8]；此外，水纹还常与鹤纹、龙纹、八卦

纹等纹饰组合用于装饰瓷器，又常与山石祥云结合，

名为海水江崖纹，作为古代龙袍、官服下摆的吉祥纹

样，表示身份的象征，对常见的水纹装饰梳理，见表

2。水纹作为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蕴含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水文化思想，古有工匠将其用

于瓷器、陶器之上作为生活器具，今有设计师将水纹

融入文创设计，用以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成都水文

化源远流长，水纹的发展也同样需要继承和发展，因

此，文创产品的开发可以借鉴传统水纹样，对水纹的

运用虽然只是表面化的视觉装饰层面的创意应用，既

是直接的对水文化的纹饰表达，又是对古代装饰纹样

的延续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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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纹饰的成都水文化元素视觉转化举例 
Tab.2  Examples of visual transformation of Chengdu water cultural elements based on decorative pattern 

图样 类型 来源 图样 类型 来源 

 

静波水纹 彩陶瓶 浪花水纹 银盘 

 

动波水纹 彩陶罐 涡形纹 石犀 

 

落花流水纹 梅瓶 鳞片状水纹 陶敞口圈足尊

 

海水云鹤纹 
青花海水云鹤

纹瓷瓶 
海水八卦纹 

青花海水八卦

纹瓷炉 

 

划花海水龙纹 
划花海水龙纹

瓷盘 
海水云龙纹 

青花云龙纹银

釦瓷碗 

 

“Z”字形水纹 陶器纹饰 1 双涡水纹 陶器纹饰 2 

 

云水纹 陶器纹饰 3 弧形水纹 陶盘口圈足尊

 

海水江崖纹 川剧戏服 沙丘浪水纹 
红彩云 

龙纹瓷杯 

 

2.2  产品形态——水波拟态 

促进文博旅游进一步发展还离不开其文创产品

的不断开发。2018 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就对如何

利用馆藏文物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带动文博旅游的热潮展开了讨论。同样，水文

化的展现和传播载体形式也离不开文物形式的佐证

和展示。文博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既可以获得诸多社

会效益，又能彰显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水文化的文

创产品来讲，水的体现不仅仅在于前述的装饰纹理，

还应该充分发挥产品的实体要素特性，将水纹向立体

的形态和造型进行转化。水纹的表面应用向水波的拟

态进行产品化转化，并赋予文创产品相应的使用功能

和实用属性，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对水文化进行传播。

案例 1—3 的创意产品开发过程中，将水波元素的设

计应用形成了由表及里、由平面到立体、由肌理向形

态的渐进提升，促使对水文化元素的应用与产品使用

功能本身相结合，让文化传播与实体产品结合过程中

形成一种近乎在使用环节活态化的展示与传播作用，

见表 3。 

2.3  媒介动效——水浪造势 

水文化的创意转化还需要重视对非实体的数字

创意内容的结合，一方面既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另一

方面也符合文博旅游强调体验的技术应用趋势，即通

过在现实旅游过程中呈现虚拟场景的方式，增强用户

体验的真实感。美国气象频道于 2015 年开始引进新

技术，先后运用 AR 和 MR 等技术进行了飓风、洪水 



第 40 卷  第 24 期 苟敏等：基于成都水文化的文博创意产品开发策略 239 

 

表 3  水波拟态在产品上不同层次的应用案例 
Tab.3  Application of water wave mimicry in products at different levels 

案例 产品类型 产品图例 水波元素 应用方式 与产品功能结合

1 茶几边桌 
形式：涟漪的水波 
构件：桌面 
材质：玻璃 

凹凸化的纹理 
（表面形态） 

茶几桌面：具有防

滑的实际效用 

2 水波音响 

 

形式：起伏的波浪 
构件：箱体 
材质：塑料 

立体起伏的造型 
（局部形态） 

箱体顶部：具有扩

音的实际效用 

3 文创茶壶 

 

形式：澎湃的水波 
构件：壶柄、壶嘴、杯

形 
材质：陶瓷 

使用功能化的形态 
（整体形态） 

手柄部分：具有方

便拿握的手柄效用

 
等气象的报道，吸引大批本已不再看电视媒介天气预

报的观众重新坐到电视前，见图 2。近日，该频道采

用最新技术虚幻引擎 4 制作了一场洪水肆掠的气象

播报，为公众展现了洪水带来的混乱场面，观者可以

直观地感受到洪水的巨大水势，这种呈现方式要比简

单的数字或地图更加具有“身临其境”之感。三星采用

3D 全息投影技术通过建筑物展现了一幅绚丽的动态

场景，使观者能直观感受到水中生物的自由与灵动，

将水倾倒而下的真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见图 3。这

些案例都采用新技术形式展现水的动感：图 2 中的水 
 

 
 

图 2  美国气象频道的洪水播报 
Fig.2  Flood broadcast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channel 
 

 
 

图 3  三星的 3D 全息投影动态广告 
Fig.3  Samsung's 3D holographic projection  

dynamic advertising 

量滔天汹涌之势、图 3 中的水溢鱼缸涓涓平静之态。

由此可见，对水的展示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将水浪水

势进行立体化创作，通过创意赋予水浪动态的身临其

境感官体验。 

2.4  文脉衍生——治水故事 

无论是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形态的水文化，都一脉

相承地成为了成都文化的组成部分。以都江堰为代表

的物质水文化更是体现了成都人民在千百年的水事

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的高度。蜀地先民和历代成都

人创造的水工程、水环境、文物古迹等等，这些形象

客观的现实存在，蕴含着丰富的人文魅力。李冰治水

的历史演变衍生了诸多蜀人治水故事，成为除了物质

水文化以外的文脉财富。治水文脉成为了成都水文化

迥异于其他城市水文化的重要特色体现，也是前述的

“文化标签”中显著特征化的城市文化标签，而面对自

然灾害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也成为了“天府文化”的

代表。因此，针对成都水文化的文博创意产品开发必

须重视对这些差异性文化标签的挖掘。例如当前成都

博物馆将石犀作为能代表博物馆形象的重要 IP 进行

打造，而源自治水用途的石犀也恰恰是蜀人千百年治

水文脉的见证。因此，水文化的文创产品除了对水本

身的体现以外，对治水文脉的彰显也是非常重要的体

验触点。 

2.5  文化映射——都江堰元素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水文化发展的

集大成者，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其中蕴含

了深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了“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的传统哲学思想，启示人们以水为师，因地制

宜[9]。都江堰元素也就成为了成都水文化最集中的文

化体现，形成了某种高度关联的形象映射关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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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的文创产品开发可以体现出都江堰元素，而这

些元素放眼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治水文

化，具备世界级的文化独特性。都江堰作为古法治水

的工具体现出了先辈蜀人无穷的智慧，有 3 件器物能

精准体现出都江堰千百年的治水智慧，分别是卧铁、

杩槎和竹笼卵石，见图 4—图 6。这些既是古代水利

工具，又成为了都江堰治水历史的物证。如今都江堰

宽敞干净的迎宾大道两旁的照明灯具创意设计就运

用到了竹笼卵石元素：路灯下部为不锈钢制中空网状

结构，内装满了取自都江堰堰滩上的大块鹅卵石，模

拟出竹笼卵石的形态。这一别具一格的城市路灯创

意，既形成与众不同的城市设施产品造型，又彰显出

都江堰历史悠久的治水文化。知微见著，而今都江堰

这座旅游城市千百年的水文化就在一盏路灯创意里

展现得淋漓尽致。 
 

 
 

图 4  卧铁 
Fig.4  Horizontal iron 

 

 
 

图 5  杩槎 
Fig.5  Wood tripod dam 

 

 
 

图 6  竹笼卵石 
Fig.6   Bamboo cage pebble 

3  “天府文化”视域下的成都水文化 IP 设计

策略 

将对成都水文化的弘扬和宣传纳入到更宏大的

“天府文化”范畴进行文化软实力构建，促使水文化成

为“天府文化”的子系统，充分结合都江堰水利工程这

一世界级文化遗产资源，推进成都水文化契合城市文

化形象走向 IP 化的发展道路，通过文化软实力的提

升来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3.1  构建文化 IP 的开放体系 

“天府文化”不仅仅是以某种文化形象被民众所

认知，还应该以构建开放的文化 IP 体系为战略，从

而获得更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在全媒体传播时代，文

化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产品之间的连接融合，是

有着高辨识度、自带流量、强变现穿透能力、长变现

周期的文化符号。关于 IP 开放特征的体系化构建，

当今世界上“漫威”是成功范例与翘楚。基于漫威漫画

出版物中的角色独立制作的系列电影，形成“漫威电

影宇宙”，由共同的元素、设定、表演和角色通过跨

界作品所建立。而漫威电视则又将宇宙进一步扩大，

制作位于该宇宙中的电视剧系列。“漫威”已经拥有了

复杂庞大而又相互关联的各种 IP，他们形成一种宇宙

式的 IP 生态体系，并且又可以根据发展需要加入新

的元素获得更迭与新陈代谢。那么“天府文化”应该借

鉴这种 IP 宇宙观，以古蜀文明为源头，历史文脉为

串线，围绕乐观、奋进、包容的精神，融汇新时代价

值观来构建天府“文化 IP”。而成都水文化则是其中的

一个子文化系统，既有李冰治水等丰富史料，又有新

时代“青山绿水”的生态发展观，为构建成都水文化的

开放体系提供了天然优势，强化都江堰、郫县三道堰、

黄龙溪等与水资源高度相关的景区中水文化形象，将

水文化 IP 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形成文化

发展新路径。 

3.2  丰富文化 IP 的多元载体 

文化 IP 的载体既可以是文创产品、建筑等物质

载体，又还需和“新文创”商业战略结合，形成非物质

化的信息内容，诸如视频、音乐、诗歌、新媒体技术

等。“新文创”开发模式意味着“产品”载体技术形式的

多元化；“天府文化”文化战略也意味着多个文化子系

统的出现。首先，在传统的旅游文创商品领域，加强

产品类型的丰富程度，尤其突出文化价值与产品实用

功能的结合，促进文化传播与生活形态的高度契合。

其次，在新媒体传播领域，重视文化宣传媒介的与时

俱进。当前民众对成都水文化的整体认知度不够，更

需要通过微视频、手机应用等诸多渠道加强水文化的

相关宣传，可以相当于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介达成更为

高效更广泛的影响力。再者，加大数字创意内容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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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质 化 形 态 的 文 化 信 息 产 品 的 创 作 和 产 出 ， 诸 如

APP，H5、手游等。2019 年初，网易联合故宫一起

开发的手机游戏《绘真·妙笔千山》引发了超高热度

的关注和传播。一款手机游戏既是故宫的文博创意产

品，又成为《千里江山图》IP 下绘画风格衍生的数字

创意商品。对于成都水文化的文博产品开发来讲，不

仅仅是传统实体产品，更需要重视在数字创意产品载

体下对水文化要素的置入与融合。在成都数字信息产

业链中诸如手游、动漫、电影、新媒体媒介等载体中

彰显成都水文化。 

3.3  强化文化 IP 的视觉效果 

成都自古因水而兴，因水而荣，以其丰富的水资

源而闻名。水与城、城与人、人与水，在成都这个城

市和谐交融，成为了不同于江南水乡风貌的自成独特

风情的天府水文化[10]。围绕这属于“天府之国”这一标

签的水文化就应体现出“蜀”的 IP 基因，针对成都水

文化的文博创意产品开发就必须强化文化 IP 的视觉

识别性，区别于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水文化。一方面提

取成都水文化的代表性视觉纹饰，构建成都水文化的

形象识别系统，作为可以普适性景区应用的视觉装饰

元素。以成都郫县（现为郫都区）为例，主打乡村旅

游的青杠树、三道堰等村镇成为 4A 级风景区，拥有

丰沛的水系资源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特色，在景区导

视与游览规划上应进一步凸显水文化视觉要素。另一

方面围绕成都水文化提炼具有较高识别性的 IP 形象，

诸如石犀、李冰等具备深厚历史积淀的历史文化要素

通过创意设计用通俗视觉表达进行转化。此外，联合

三星堆、金沙、都江堰等古蜀文明视觉要素，强化属

于成都的“天府文化”视觉维度，再通过经典的或流行

风潮的视觉设计趋势进行转译传达。譬如成都的时尚

街区“水街”，围绕“铁像寺”而建、以流水为脉络串联

各微景观。水元素成为了该街区形象 IP，从 VI 应用

到景致打造、公共设施等都彰显了该地域的水文化。

另值得一提的是，需要高度重视适合于新媒体媒介形

式的视觉设计与数字创意，即契合界面设计、UI 设

计、动效设计等领域的设计趋势，从而让水文化与新

文创能更好地融合发展。 

3.4  提升文化 IP 的情感共鸣 

水文化 IP 的影响力提升可以充分调动水文化中

蕴含的节事要素，营造气氛、带动情感、触发共鸣。

都江堰水利工程作为成都水文化的代表性文化遗产，

“天府文化”也在其浇灌之下日渐丰盈，“放水节”的

恢复和打造就是引发民众对成都水文化情感共鸣的

重要节事设计。杩槎截流、竹笼卵石筑堤、卧铁标记

淘滩深浅，这些独特的方式构成了都江堰独特的水文

化内涵，是人水互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传承千年的都江堰放水节，则是祈求五谷丰登、国泰

民安的传统文化活动，代表着一年春耕的开始，同时

也是对李冰这位水利巨匠的致敬与礼赞[11]。弘扬李冰

精神，打造属于“天府之国”的超级治水英雄,立足巴蜀

文明，深挖天府文化内涵，让水文化“活”起来，结合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让成都水文化获得与时俱

进的发展动力。“放水节”作为一种古老的“符号”，

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借助文博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

活态传承。水文化的节事设计又促进了文博旅游发

展，带动起文博创意产品开发的良性循环。将都江堰

“放水节”作为借鉴，成都的郫县三道堰、元通古镇、

黄龙溪、平乐古镇等等水资源充沛的区域性景区均可

以围绕水文化放大节事影响力，形成以水为脉、以水

为乐的文博体验，由景致体验提升至文化体验的高度。 

4  结语 

成都因水而荣，以都江堰千古水利工程为典型代

表的水文化具有非常独特而深厚的积淀。进入新时代

发展轨道，成都又作为了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城市之一。水文化已经成为成都塑造城市精神和人

文旅游魅力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围绕建设“世界旅

游名城”的重要契机，应该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水

文化优势，深度挖掘成都水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并

与强化重塑“天府文化”文化战略进行融合发展。加强

针对成都水文化的文博创意产品开发力度，积极与当

前互联网发展重大趋势“新文创”相契合，推进传统旅

游文创产品与新媒介载体的创意转化，促进成都水文

化的数字创意内容生产，打造专属于“天府之国”的成

都水文化 IP 构建。通过创意设计的提升，继承和常

态化的“活态”水文化，能让成都的城市文化软实力获

得能与时俱进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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