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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体验经济和文旅融合背景下，探讨可持续发展四维度理论在岭南非遗的活态传承服务系

统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从可持续理论及服务设计中的可持续理念出发，以“造物本院”传统手工

艺活态馆为例，讨论四个维度的可持续设计思路，即生态材料展示和自然生产方式体验呼应生态可持续

属性；构建多角色利益相关者融合的服务系统回应商业可持续诉求；以人为本的场所营造和服务共创表

达社会可持续愿景；多场景、沉浸式体验提升文化自觉实现文化可持续目标。结论 运用服务设计思维

与方法，构建多场景的非遗文化体验服务和可持续的非遗活态传承服务，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

但又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以四维度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研究可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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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our-dimensional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Living  
Inheriting Service System Design for Lingn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NG Xiong, NING Jing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four-dimensional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living inheriting service system design for Lingn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xperi-
ence economy and cultural & tourism integration. Taking “ZaowuBenyuan”,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living exhibition 
hall, as an example, four dimensions of sustainable design thoughts were discussed: the display of ecological materials 
and the experience of natural production mode matched the attribute of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building of a multi-role 
stakeholder integration service system responded to the demand of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construction of people-oriented 
place and service co-creation expressed the vision of social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multi-scene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achieved the goal of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It is a very complex, challenging and 
significant work to construct multi-scene service experience of ICH and sustainable living inheritance service of ICH by 
service design thinking and methods.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four-dimensional theory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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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作为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结晶，承

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及精神内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

迁，传统手工艺在科技进步的浪潮中逐渐远离了人们

的视野。近年来，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立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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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对传统文化加以保

护、扶持和振兴的相关政策。随着国人消费能力的提

高，旅游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追求沉浸式和个性化体

验的文化旅游成为新的潮流。 
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方式必然产

生改变，国内一些博物馆或民艺机构也开始对传统文

化的活态展示进行探索和尝试。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

及千篇一律的纪念品销售，转变为形式多样的文化体

验消费，将传统手工艺的生产与文旅项目相结合，联

合当地居民和民间艺人面向游客开展参与式、多维度

和系统化的服务，形成良性的、稳定的、可持续的保

护与传承模式，才能真正意义上活化并激发出传统手

工艺新的生命力。 

1  可持续发展及其四维度理论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危害日益

明显，并危及到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需要，人们开始

反思，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一词首次

出现在 1980 年国际资源和自然保护联合会编写的

《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低碳、绿色的“可持

续理念”之后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也深深

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形态也

逐渐从商品经济向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和共享经济迈

进。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更加丰富，涉

及的范畴也更加宽广，社会、经济、生态、技术、文

化等多个领域，都在探寻可能和有效的路径。由于不

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体制、地理环

境等发展背景有着较明显的异质性，使得可持续发展

本身包含了多模式、多维度、多样性的内涵[1]，因此，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拓展和应用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

设计创新与实践作为人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近

年来也从对物质产品的聚焦转为同时对社会问题的

关注，“可持续设计”理念已经成为今天设计的基本

要素和主旋律之一。 
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模式展开研究。吕品田指出了手工艺是一种可持续

的生态生产力，探讨了如何通过设计对手工艺作为生

态之力的开发利用[2]。姜军、杨文选认为可以运用经

济转化的方式，可持续地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提出了发掘文化遗产市场需求价值、探索适合市

场发展的生产运作模式、打造符合民众精神需求的文

化产品等实施思路[3]。关月婵从可持续的文化旅游角

度出发，以广西京族文化旅游开发为例，提出了需协

同各开发主体，针对不同文化类型进行差异化开发[4]。

刘小蓓、高伟基于社会协作的层面，以广东开平碉楼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为背景，对社区参与的可行

性、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进行了研究，为政府“自

上而下”的约束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保护相结

合的传统文化保护方式提供了参考[5]。从上述个案研

究可见，学界普遍开始从不同路径对传统文化可持续

保护和传承展开思考，也为相关的设计工作打开了新

的思路。但目前囊括多个可持续维度的理论及实践并

不多。张佳莹把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文化可持

续、环境可持续归纳为世界遗产可持续的四大支柱，

并通过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案例分析指

出：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按从文化、环境、经

济到社会的顺序进行优先考虑[6]。尽管上述论文只讨

论了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但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与物质

文化和自然遗产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笔者认

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领域，同样可以尝

试结合文化、环境、经济、社会四个维度，展开可持

续发展方式的探讨，并且这四个维度的侧重性应根据

不同的保护对象或可利用资源进行合理排序。 

2  岭南非遗传承现状与发展思路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道路的摸索，其目标是满足世界遗产

的永续性留传，这一点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目标是一

致的。下文将以笔者主持的岭南非遗活态传承服务系

统设计课题“造物本院”为例展开应用研究。 

2.1  岭南非遗发展现状与困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中，将非遗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

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

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

所”。岭南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朝代因行政建制不

同所涉及的地域也不尽相同。现代岭南的概念一般指

我国华南地区，特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

三省二区。这五个区域因气候、地缘等因素，呈现出

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因此也拥有相似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其中的广东省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背

景，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化、海外文化的

精华，多元的文化糅杂在一起经过历代传承形成了独

特的岭南文化。广东省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

目包含有传统手工艺、戏剧表演、民俗节日等多个类

别；在区域分布方面，则呈现出以珠三角区域为主、

粤东区域相对较多、粤北和粤西区域较少的特征[7]。

珠三角地区的广府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分支，更

是个性鲜明、瑰丽多姿，粤绣、西关打铜、石湾陶塑

技艺、佛山剪纸、南海藤编、花灯制作技艺、香云纱

织造技艺等多项极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 
本课题研究与实践案例“造物本院”的所在地“观

心小镇”，是一个面向广佛周边市民和西樵山景区游

客的综合类文旅地产项目，且多个体验触点与非遗文

化相关。据 2016 年调查统计，佛山市拥有国家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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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项目 14 个、省级 43 个、市级 79 个；国家级非遗

基地 1 个、省级 13 个、市级 24 个（含传习所）。南

海区内现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11 项、

市级项目 10 项，代表性传承人 77 人，共有国家级非

遗传习所 37 所。经过走访与调查[8]发现，虽然近年

来佛山非遗项目得到了政策的保护、资本的扶持以及

媒体的关注，但是仍然存在面临发展受困和技艺失传

的危机。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品守旧，

缺乏创新意识与市场竞争力。科技发展为生活方式带

来了巨大的变化，在日新月异的产品充斥着消费市场

的背景下，缺乏创新并保持着传统生产模式的非遗和

传统手工艺品已失去市场竞争力，也难以与人们的日

常生活相匹配。没有良性的销售渠道就无法带来稳定

的收入，匠人和艺人们纷纷转行，给技艺的传承和保

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二，分散经营，缺乏用户接

触与行业交流。当下的传统手工艺人散落在城市的各

个角落，大多处于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状态，缺乏

一个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触的平台，令传统手工艺难

以进入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对当地传统文化、传

统手工艺感兴趣的人们也缺乏了解、体验、学习的途

径和机会。第三，生产过程的价值被忽略。传统手工

艺的内涵不仅仅在于其 后的物质产出，更在于其制

作及工艺过程等非物质部分的文化体现。但如今的博

物馆、展览馆等文化展示场所，一般以展出手工艺产

品、制作工具等有形展品为主，对无形的工艺技术大

都只是通过图片或视频的方式呈现。 
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缺乏有趣互动体验的展陈

方式很容易令人感到乏味。上述问题对非遗的保护和

传承提出了挑战，亟需一种全新的、活态的、可持续

的发展模式或商业模式来从根本上解决。 

2.2  成功案例与思路启发 

在传统手工艺创新展示和活态传承的实践中，杭

州手工艺活态展示馆是一个典型且成功的案例。该馆

位于浙江杭州拱宸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由建于 20 世

纪初的通益公纱厂厂房改建而成。作为杭州工艺美术

博物馆群的分馆，馆内包含了 20 余项具有当地特色

的传统手工艺项目的活态展示，并引进了 30 多名手

工艺人常驻其中。该馆主要由手工艺活态展示区、手

工艺制作体验区、手工艺品展示区和衍生品售卖区四 
 

个部分组成。与传统的非遗展示馆 大的差异在于，

观众可以近距离现场观看代表性传承人制作手工艺

品的全过程，可以参与体验以手工艺人现场授课形式

开展的多达 150 余项手工艺制作体验课程（见图 1）。

其中有 10 min 的即场体验课，也有长达 20 天的长期

课程，以适应多种体验需求。该馆整合了博物馆资源

与平台优势、非遗企业人才与技术支持以及文创团体

衍生品开发与市场管理，建立了三方合作的运营模

式。相比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以“物”为主的静态

展示，手工艺活态展示馆更着重于打破展柜和器物 
的束缚，呈现以“人”和“制作”为核心的“活态展  
示”[9]。从 2011 年建馆至今，该馆深受杭州市民及

外地游客欢迎，在大众点评平台上达到了 5.0 的满分

好评。 
杭州手工艺活态展示馆案例中强调的“活态”，

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应起来，动

态的展示方式、灵活的运营模式和被激活的商业模

式，能够合力促成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在文旅融合背

景下，通过服务设计思维和方法，串联生态、文化、

经济、社会四个可持续维度，对岭南非遗，尤其是传

统手工艺的活态传承进行全局的服务系统设计，是一

种可行且势在必行的创新思路。 

3  可持续四维度理论在“造物本院”服务

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造物本院”所在的观心小镇包含了酒店、餐饮、

美术馆、展览馆、禅文化生活馆等多业态文化休闲场

所，其中“造物本院”活态馆规划面积约 6000 m2。

由于地处 5A 级景区和城镇周边，展陈内容富有文化

与美学教育意义，因此活态馆的目标用户较为复杂，

可以细分为团队游客、亲子家庭、情侣、学校第二课

堂、海外研学团、手艺发烧友等，为 大满足用户多

样化需求，设计团队将馆内划分为三个空间，一是以

“美轮美奂的传统文化展示”为主题的“西街”，二

是以“又红又专的创意手作体验”为主题的“东坊”，

三是以“寓教于乐的活力亲子游戏”为主题的“三舍”。

体验方面则综合了原貌复原、活态展示、制作体验、

产品销售、餐饮品尝、游戏娱乐六种形式。 
在收集整理岭南地区丰富的传统文化、非遗项 

 
 

图 1  杭州手工艺活态展示馆场景 
Fig.1  Scenes of Hangzhou Handicraft Living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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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并对其生产工序流程、环境空间、材料工具、人

才资源等条件充分了解后，筛选出约 40 项非遗项目

纳入馆中，主要包含传统手工艺、民俗节庆和极具广

府文化特色的传统餐饮小食等。根据项目特点，对其

展示和体验方式进行考量，每个项目均采取 2~3 种体

验形式，更立体地呈现出岭南非遗的多层次性。 
在目前普遍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展示方式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以“历史定格”的状态呈现，容

易让观众产生远离日常生活的距离感。本课题从“场

所精神”角度营造出一个传统手工艺“活态文化空

间”，把传统手工艺再次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

和休闲娱乐体验之中，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活保护”、“活传承”。 

3.1  生态可持续属性：生态材料的展示和自然生产

方式的体验 

20 世纪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产品服

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PSS）”这一概念，

目的是从生态环境可持续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服务

有效减少物质资源的利用，提高环境效益[10]。具体来

说就是鼓励企业从提供物质形态的产品给消费者转

变为提供产品的功能或结果，从而用户可以不必拥有

或购买物质产品本身[11]。PSS 理念促进了传统生产和

消费模式的转型，顺应了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需求，对

经济、社会、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2-13]。从服务设

计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来满足用户

需求，通过增加服务和减少消费过程中的物质流”[14]

来实现对环境的友好。因此，米兰理工大学埃佐·曼
奇尼认为，PSS 具有潜在的生态功效，它将以往分散

的资源优化转变为单个产品生命周期内的资源优化，

进而到更广泛的、系统的资源优化[15]。 
传统手工艺作为生产方式的一种，是自然与人文

的综合产物，也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反

映。传统手工艺是一种依靠人力、低污染、低耗能、

因地制宜的生态生产力，多采用当地自然资源作为原

材料进行生产，如木、竹、藤、草、皮革、毛皮、兽

角、兽骨等天然有机材料，以及大理石、花岗岩、粘

土等天然无机材料。传统手工艺在创作过程中强调人

与自然协调共生的“天工开物”造物精神，其本身就

是自然环保的、绿色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而生态材料

的运用在可持续设计的循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不仅是对生态可持续层面的探索和研究，也是为达到

社会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目标的造物基础[16]。因此在

非遗及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保护和创新过程中，应遵循

其生态可持续属性，回归自然生产方式的本源。 
现代生活中，人们接触手工产品的机会越来越

少。旅游景区售卖的传统特色纪念品也大多是工业化

批量生产的“手工艺品”，虽然形态上不同程度地模

仿，但材料和工艺替换，导致价值和情怀大打折扣。

当企业的价值提供从物质产品转变为围绕产品功能

的服务体验时，无形的、系统的、可迭代的服务有机

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并在市场差异化竞争中赢得一席

之地。在“造物本院”服务系统设计中，一方面强调

原汁原味地呈现传统手工艺质朴自然的原生态精神，

提倡工艺匠人利用生态材料进行手工艺制作的生产

方式达到生态方面的可持续，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观

展体验（西街）、手作课程体验（东坊）和游戏体验

（三舍）来实现内容和服务的输出，将“旅游纪念”

从单纯对“物”的消费转移为对特色手工艺“文化”

的切身体验。 

3.2  商业可持续诉求：构建多角色利益相关者融合

的服务系统 

服务设计秉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利益相关者

系统为中心”[17]的核心原则，通过对系统、流程、触

点的设计，建立一整套闭环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并构建服务生态。如前文所述，“造物本院”面向多

样化的用户提供不同特质的服务和体验，涉及有形的

展示、产品和餐饮等触点，更涉及无形的主题策划和

服务流程创新。在“活态文化空间”这一价值主张明

确提出、区域和功能规划设定之后，必须思考如何从

组织创新角度构建独特的服务系统，协调系统中多角

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能基本保证商业成功和长远

发展，也才能实现非遗传承在经济和商业层面的可持

续诉求。 
近年来，文化旅游的趋势逐步上升，需求也日益

旺盛，初步形成了“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新格局。

运用传统文化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当下非遗传承工作

的关注热点。同时有学者指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时空

决定了，一旦培育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人文社会遭

到破坏，该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便会遭到破坏甚至逐

渐消亡[18]。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应尽量保持其原本面貌

和特色，避免千篇一律的商业改造。在追求经济效益

的同时不能忽略其本身的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不能

因传承而“变了味”。 
从服务系统（见图 2）可以看到“造物本院”运

作模式上的创新。“造物本院”由观心小镇管理运营，

联合“核心资源方”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引入手

工艺人及相关行业支持，并为手工艺人提供住宿等生

活保障和进驻“东坊”。作为手工艺体验空间，“东坊”

兼具传统手工艺活态展示和生产性保护功能。生产性

保护是非遗的基本保护方式之一，是一种通过生产、

流通、销售等方式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对

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的方式[19]。广东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为手工艺人颁发资格认证，作为对其行业地位和

工艺水平的认可，调动手工艺人的积极性。获得认证

的手工艺人可以在“东坊”开设课程和创作作品，获

取课酬和产品售卖的利润分成，从而提高他们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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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造物本院”服务系统 
Fig.2  Service system of “Zaowu Benyuan” 

 

 
 

图 3 “造吗”西关打铜体验空间与产品设计 
Fig.3  Xiguan copper beating experience space and product design of “Zaoma” 

 

 
 

图 4 “往来”南海藤编体验空间与产品设计 
Fig.4  Nanhai rattan experience space and product design of “Wanglai” 

 
入。从传播和经营角度来看，传统手工艺人大都缺乏

对市场动态的了解和主动销售的能力，往往处于被动

状态。“造物本院”将多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示、统一

管理，一方面，运营方负责市场信息、推广宣传以及

产品销售，可以使手工艺人可以更专注于工艺品的生

产创作中，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具有一定产业规模的

非遗生态保护区，促进行业间的协作和交流，从而改

善以往相对封闭、分散的经营模式所导致的行业发展

迟缓状态。 
与此同时，“造物本院”服务系统中的供应商也

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相关设施、产品生产商和

第三方设计团队。第三方设计团队（即本课题组）通

过“造物本院”与手工艺人合作，为其提供更符合现

代消费的服务体验方案、手工艺产品改良方案及衍生

品的设计，进行品牌的塑造，改善传统手工艺生产与

需求脱节的问题。例如，课题组以西关打铜和南海藤

编为例，进行了符合“东坊”工艺体验的服务和产品

设计，打造了“造吗”和“往来”两个手工艺体验品

牌。在这两个案例中，对原有工艺制作流程进行了合

理的简化，保留精髓部分；对手工艺产品进行年轻化

的设计；重新梳理场馆服务人员、手工艺人及用户的

关系，构建新潮的、个性化的传统手工艺课程及空间

体验，吸引更多年轻人通过亲手制作的方式认识和了

解非遗文化，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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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系统的宏观角度看，“造物本院”与周边

旅游景区相互赋能，在依托西樵山景区旅游资源的同

时，为景区及周边地区营造更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氛

围，提高当地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聚集人气，从中

寻找更多商机，同时也更有利于当地传统文化的推广

传播。文旅融合、多角色利益相关方融合的“造物本

院”为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传承，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经

营的思路和范式。 

3.3  社会可持续愿景：以人为本的场所营造和服务

共创 

在非遗文化的传承中，“人”是关键要素，目前

有很多传统手工艺正在处于缺乏传承人的困境，而后

继无人则意味着这项工艺即将面临失传。“人”作为

文化传承的源动力和社会构成的基础要素，同时也是

文化价值的缔造者和持有者。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并不

是少数非遗传承人能完成的任务，让非遗传承渗透到

广大群众的生活中，让更多的群众成为非遗文化的传

播者和守护者，才能真正让非遗“活化”。因此，课

题组在“造物本院”服务系统设计的过程中，也同时

关注到了如何搭建社区参与的桥梁、提高社区参与度

的问题，将非遗传承同步到社区文化生活的场景塑造

之中，增强居民的文化归宿感，自下而上地推动非遗

文化的传承。 
社会创新设计倡导者埃佐·曼奇尼在关于场所营

造的阐释中提到，场所和地域之间似乎存在着双重关

联：一个“地域”的品质取决于其内部的各个场所，

取决于这些场所的内容及转变的方式，取决于它们组

合起来构成地域的形式和实质的方式，相应的，这些

场所的品质也取决于其所处地域提供的框架[20]。在项

目前期，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和用户访谈的方式，对

手工艺人、当地居民、游客等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研究，

同时邀请这些利益相关者、运营方、服务设计师参与

到共创工作坊当中。在了解多角色利益相关者不同需

求的同时，希望能充分联动“地域框架”中的资源，

把当地现有的旅游、文化建设和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等

社会组成中的有利因素运用到“造物本院”的服务系

统之中。“造物本院”将传统手工艺原本封闭式、作

坊式的“小场所”整合为开放式、商业化的“大场所”，

通过特定的服务场景和流程设计，实现开放式的展

示、生产、销售和体验，并且在三个主题空间中设置

多点互动，形成一个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分享交流平

台。同时，设立部分兼职岗位，联动周边居民（包括

村民、青年学生、手艺爱好者等）参与到活态馆的服

务提供中，由他们为游客介绍本土文化、参与生产性

保护工作或辅助手工艺人开展课程。“造物本院”通

过对场所“节点”模式和连接路径进行创新，重组了

一张更有弹性的社会文化传播与传承网络，以实现社

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愿景。 

3.4  文化可持续目标：多场景、沉浸式体验提升文

化自觉 

非遗的传承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土壤”，而年轻

的血液则是文化传承源源不断的“养料”。近几年里，

文博行业的“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我在故

宫修文物”等节目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故宫博

物院也通过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俏皮可爱的公众号

“爆文”等赢得众多年轻人的青睐。通过这种把传统

文化内化为流行文化的方式，让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

娱乐中更深刻地了解传统文化，从而推动国民文化自

觉的建立。 
在服务和体验导向的信息时代，主客体的身份逐

渐模糊，用户的身份已经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

与者、内容制造者和文化传播者，成为博物馆活动的

核心[21]。服务体验的优劣评判来源于用户内心的主观

感受，服务价值主张是否被认同、服务流程是否顺畅、

有无高峰体验等成为决胜的关键。在“造物本院”服

务的用户中，年轻群体占了相当大一部分，他们对体

验感和参与感需求更高的同时，也乐于记录和分享生

活。为此，“造物本院”在主题设定和观展及体验方

式的设计上，融入了更多时尚、潮流的元素，以“穿

越时空”为主题，探索非遗文化的“前世今生”。其

中“西街”历史展示区代表的“前世”展示了传统文

化的起源和过去的辉煌，“东坊”手工体验区代表的

“今生”呈现了传统手工艺当下和未来发展的可能

性。在“造物本院”主入口处，游客可以通过“任意

门”随机“穿越”，为用户带来更多惊喜和乐趣，是

一种符合年轻人、亲子家庭个性化需求的体验方式。 
具体以“西街”为例来说明岭南非遗故事的展陈

思路和多场景、沉浸式的场景体验设计。“西街”展

区按展示内容分为传统工艺、民俗节庆、特色美食三

个部分，共展示 40 余项非遗项目。展区内整体参考

广府特色的骑楼和岭南民居等元素构成室内街景，见

图 5，为游客营造一种穿越到民国时期广东的氛围，

凸显地域文化特色。场景的打造以“网红打卡地”为

目标，吸引用户以拍照或直播等方式在社交网络分

享，为品牌推广和非遗文化的传播搭上互联网快车。

为了增强用户观展的参与感和沉浸感，“西街”内的

展项设计以“梁府贺寿”的故事为线索，将每个项目

串联起来，并以此作为导览动线，引导观众代入“梁

府客人”的角色到此“游玩”。除步行之外，观众还

可以选择乘坐路线、时长和故事内容都不相同的两款

智能导览车进行观展，获取更丰富的体验乐趣，见图 6。 
“西街”的传统工艺区以生产场景原貌复原、制

作步骤展示、精品与模型展示、智能交互装置、图文

视频介绍等方式呈现，多角度地展示了岭南非遗的魅

力；民俗节庆区以场景再现等方式，展示如烧番塔、

行通济、醒狮、龙舟等广府特色节庆活动；区域内设

有开放式舞台，可供名家讲座、民俗表演、文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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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西街”空间设计及街景效果 
Fig.5  Space design and street view renderings of “Xijie” 

 

 
 

图 6 “西街”不同观展方式与故事线索 
Fig.6  Different viewing ways and story clues of “Xijie” 

 
课等活动使用；特色美食区则集合展示与售卖的功

能，并设有鸡公榄、艇仔粥等流动商贩，真实还原了

广府美食的独特场景和韵味。试想观众以“赴约客人”

身份徜徉在岭南小镇“街景”中，边走、边看、边吃、

边玩，这种通过“五感”全方位“被照顾”的观展方

式，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 大程度地达到了

“身临其境”。 
教育是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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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有很多种。在“造物本院”的服务中，传统技

艺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场景化展示与体验活动互为补

充，娱乐与学习相融合，岭南非遗在这个空间里变得

“活泼”起来，走进了年轻人和孩子们的世界，成为

年轻人休闲活动的新选项，中小学生传统文化学习的

第二课堂，乐趣产生兴趣，非遗传统文化的种子重新

在年轻一代的心中和生活里生根发芽，民族文化的自

觉和自信也就更加容易建立了。 

4  结语 

非遗文化的传承不是昙花一现的商业话题，而是

一项关于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在

保护、活化和传承的过程中，除了要“知其何来”外，

也要因时而变，融入生活，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

生面。文旅融合背景下，从生态、经济、社会、文化

四个可持续发展维度对非遗传承进行思考，运用服务

设计思维与方法，洞察包含手工艺人、游客、市民、

行业协会、文旅企业、学校、政府等多角色利益相关

者的需求，链接与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多场景的非遗

文化体验服务和可持续的非遗活态传承服务，是一项

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但又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本

课题以四维度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研究思路和成果，或

许可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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