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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甘孜藏族地域文化元素，结合实际应用需求，总结出甘孜藏族地域文化元素融入旅游

产品设计中的方法和原则。方法 通过实地调研、拍照、测绘、问卷等，对重要的地域文化元素进行提

取分类，结合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地域文化元素与旅游产品融合设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探索产品设

计的切入点，结合色达县杨各乡的自然生态、藏语宗教、特色民居、装饰文化等几个方面进行案例分析，

探寻专属于甘孜藏族的旅游产品设计思路和方法。结论 将甘孜藏族独有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化工艺

相结合，赋予旅游产品深层次的意义与价值，使旅游者在游玩购买旅游产品的同时加深对甘孜藏族地域

文化的认知与喜爱，进一步提高甘孜藏族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展现甘孜藏族的文化魅力，使旅游的体验

和情感价值得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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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anzi Tibetan Regional Culture in Tourism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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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ibetan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Ganzi and summarize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integrating Tibetan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Ganzi into the tourism product design.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photograph, surveying and mapping, questionnaire, etc., regional culture elements were collected and clas-

sified,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review,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ourism product design and seek the entry point for integration, combined with case analysis of Yangge Town, Sertar 

County, such as natural ecology, Tibetan religious, local-style folk dwellings, decoration culture and others, to look for 

tourism product design ideas and method exclusive to. Ganzi. The combination of Tibetan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Ganzi 

and modern technology can bring Ganzi profound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increase tourist’s recognition and love during 

purchas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Tibetan regional culture in Ganzi, displaying its cultural charm and en-

hancing the tourism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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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的大力发展，全国各地的旅游业不

断发展，尤其是甘孜藏族“全局旅游”的概念，一经

提出就兴起大量游客聚集甘孜的热潮，藏族旅游产品

顺势而生。然而让人为之扼腕的是，大多数产品正在

囫囵吞枣地模仿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以求应对

飞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拥有匠心精神的佳作却只是凤

毛麟角[1]。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相关部门迫切地需

要对甘孜藏区新型旅游产品进行专业的营造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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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本文结合色达杨各乡乡村旅游规划实际案例，

挖掘该地域文化元素，利用民族地方特色丰富旅游产

品设计，以达到地域情感的延续与传承，也为甘孜全

域旅游产品设计提供参考思路。 

1  甘孜旅游产品设计的现状 

1.1  外形观赏性有待提高 

甘孜藏民有着与生俱来的质朴与实在以及骨子

里流传下来的豪迈，这点在旅游产品上也体现得淋漓

尽致，大多数产品在外观方面没有过多的现代化包装

和加工，取而代之的是产品较为直接地暴露在顾客面

前，例如商铺直接摆放的大块干牦牛肉，或是散装的

松茸，对于初次到来的游客或许不能较快地适应他们

的文化习惯，即使能够深切感受到当地淳朴和粗犷的

民风，也难免从心理上对产品的品质心存疑虑，对旅

游产品的粗野的包装设计产生距离感和排斥感。 

1.2  布设创新性有待加强 

甘孜藏族地区是自然馈赠的巨大瑰宝，具有厚重

的历史积淀。他们有自身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产品物

件，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自身的优良条件，仅仅通过简

单纯粹的模仿、采用雷同的设计手法，使得特有的藏

族文化逐渐失去了带动地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意义。 

1.3  传统与现代有待融合 

传统与现代本是相辅相成的，但大多数甘孜地区

的旅游产品的设计偏颇于一方，未能有效地将传统元

素与现代工艺相结合，也未能很好地赋予产品生命

力，自然无法使之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缩影，进而很

难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 

2  甘孜藏族地域文化元素在旅游产品设计

中的作用 

2.1  文化体验的延续 

文化体验在整个旅游过程中占据了重要部分，游

客们通过体验当地的风土习俗、参与传统工艺的制

作，在切身体会地域文化的魅力的同时，也能产生强

烈的情感记忆，即使是离开后仍然可以在记忆深处留

下一隅之地。 

2.2  情感传达的共鸣 

地域文化元素不仅是当地的文化呈现，更是一种

特殊情愫。游客通过入住特色民宿、参与青稞的研磨

制作、石头彩绘等实际体验，对于不同地域的生活生

产形式、宗教文化的虔诚信念、淳朴的思考方式，会

产生特殊的文化情感关联，深化情感从而达到共鸣，

对精神层面的满足是地域文化想要达到的 高目的。 

2.3  地域文化的推广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地生长出彼此独有

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汇集了人们的智慧，云集

了民间传统的建造工艺、技艺，是祖辈遗留给后人的

宝贵财富。地域文化似乎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保护它

的必要性也常被人们忽略，地域文化承载了地域传统

文化的精髓，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推广它

就是延续地域民族的文化命脉。旅游产品在设计时不

能只考虑经济这一单方面因素，也要将文化的推广作

为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2.4  民族品牌的创建 

对旅游产品进行设计的目的是提升产品品质，而

品质的关键点在于形成带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品牌价

值，从而达到提升旅游产品形象与提高旅游产品外销

流量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仍然要立足于整合自身

独有的可视化与非可视化文化元素，融合涵盖藏族宗

教、语言文字、唐卡图形[2]、地理特征乃至人文精髓，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更多的是满足人们对于

异域文化品牌的精神需求，这对民族品牌的创建具有

重要价值与作用。 

3  甘孜藏族地域文化元素的提取 

3.1  地域文化概述 

我国各民族在迥异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传统

民居、宗教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其独有的地域文化。

作为异乡人初到一个地方， 直观感受莫过于是具有

浓厚地域风情的当地文化特色。甘孜藏族自治州也不

例外，作为康巴藏族 主要的构成部分，多元的文化

特色、浓郁的宗教信仰、得天独厚的地势环境都形成

了其别致的地域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糅合形

成了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形式所包含的内容种类纷

繁，可能是长久形成的生活生产习惯、自然地貌与资

源，也可能是沿袭的传统民居、宗教文化等，综合来

说是特定区域独有的特色并传承至今。例如，北京传

统民居多为四合院，福建则以客家土楼为主；江西的

陶瓷、广州的竹编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每个地区

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唯一性、延续

性、渗透性等突出的特点。 

3.2  地域元素提取 

各民族不同地域文化在彼此沟通、逐步融合的前

提下，又保持各自的特色，这样求同存异又兼收并蓄

的民族文化是取之不尽的设计灵感源泉[3]。因此，藏

族研究课题组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调研考察，通过借

鉴成功案例以及市场调查和问卷的统计分析，以体验

需求、视觉需求和精神需求为分类提取依据，设计应

用元素提取见图 1，大致可将甘孜藏族独有的文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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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归纳为自然生态文化元素、特色传统民居元素、藏

族宗教元素、装饰文化元素[4]。 

3.2.1  自然生态元素 

甘孜藏族地处于西南高原片区，是康巴文化的集

中发祥地，区域内高山峡谷，地形复杂，南北两地海

拔相差较大，生态类别多种多样，气候、环境、形式

丰富，是一个天然的自然博物馆。甘孜州耕地面积达

132.32 万亩，甘孜州的森林资源也是我国第二大林

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群落和植被类型，也是我国重

要的成矿区，水资源以及地热和太阳能资源也十分的

丰富。广阔的土地面积和复杂的地貌，使得甘孜州形

成了丰富的物产资源，为不同产业提供了有利的现状

条件。甘孜自然生态现状见图 2。 

3.2.2  特色民居元素 

民居建筑是营造地域空间的主要构成元素，是历
史进程当中人与自然、历史文化、技术条件共同合力
所形成的，承载着各类社会活动的同时，也凝结了地
域历史文化信息，因此传统民居的形体组成、建筑高
度、建筑色彩及立面形式等都蕴含着当地的文化因
素[5]。在甘孜藏族的建筑分支中，以“四大建筑景观”

为亮丽壮观，即以北部道孚为代表的“崩空”藏房、
东部丹巴为代表的“山寨碉楼”藏房、南部乡城为代
表的“白色藏房”建筑以及牧区的活动建筑帐篷[6]。
除此以外还有以西部巴塘为主的“红藏房”、南部稻
城为主的“石藏房”。第一次来到这片广袤土地的人
们，对康巴文化留下的初次印象便是源自别致的民居
建筑形式。甘孜藏族传统民居见图 3。 

 

 
 

图 1  设计应用元素提取 
Fig.1  Design application element extraction 

 

  
 

图 2  甘孜自然生态现状 
Fig.2  Natural ecological status map in Ganzi 

 

    
 

图 3  甘孜藏族传统民居 
Fig.3  Traditional Tibetan dwellings in G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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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藏语宗教元素 

甘孜藏族也和汉族地区相似，历经原始社会时期

到封建社会时期的变革发展，然而甘孜的社会相对于

汉族社会发展迟缓。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既保留和推

广了原来的苯教，又改造和选择了佛教，使其成为独

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宗教文化与言语的应用渗透对生

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宗教符号也是建筑装饰

的主要元素，它是一块文化飞地，宛如大海退潮后留

下的礁石[7]。甘孜藏族宗教符号与藏文见图 4。 

3.2.4  装饰文化元素 

甘孜藏民具有多样化的装饰技艺，服饰上斑斓色

彩的点缀与丰富的自然界色彩相互交汇，不同颜色对

于藏民都有不同的深刻寓意[8]，此外与服装搭配的还

有各种装饰配件，多彩纷繁的服饰体现了甘孜藏民独

有的文化和精神。建筑内部多伴有彩绘，在彩绘的基

础上还添加了浮雕技艺，丰富精美的绘画赋予了建筑

厚重的传统文化内涵，让人印象深刻。甘孜藏族服饰

与装饰元素见图 5。 

4  地域文化元素在旅游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甘孜藏族地区旅游产品的设计应当以地域文化 
 

元素为设计灵感源泉，以当地旅游产品设计在布设、

外形美观、传统与现代融合度等不足之处为切入点，

合理地将地域特色元素应用于产品设计之中，达到地

域文化在旅游产品设计当中的积极作用与特有价值，

若一味堆砌杂糅，反而难以形成鲜明的特色和品牌形

象，以下从自然生态文化元素、特色传统民居元素、

藏族宗教元素、装饰文化元素 4 个方面，探究如何拓

宽甘孜藏族地区旅游产品设计应用的思路，让传统地

域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旅游产品之中。 

4.1  应用自然环境元素彰显生态文明 

甘孜藏族自治州自然环境资源极为丰富，久负盛

名的有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贡嘎雪山、八美墨石公

园、海螺沟等，大自然赐予的资源是甘孜独有的瑰宝，

在进行旅游设计时无需做大量的改动，在保留原有风

貌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梳理，以宣传和展现当地自

然地貌为特色，寻找基地特色，打造独特魅力的甘孜

之旅。而在产品设计实践运用过程当中，以色达县杨

各乡为例，可将当地天然独特的自然山水及其背后的

地方故事与神话传说相结合，提取出可以具象化或抽

象化的概念元素，如地方代表性植物花卉、动物配以

不同的色系进行组合设计等，应用于风景纪念册、包

装外壳、产品标志标牌、宣传海报等，还可围绕格萨 

   
 

图 4  甘孜藏族宗教符号与藏文 
Fig.4  Tibetan religious symbols and Tibetan language 

 

  
 

图 5  甘孜藏族服饰与装饰元素 
Fig.5  Ganzi Tibetan costume and decoratio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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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王与尼奔达雅将军的传奇故事赋予产品更深远的
内涵，既能丰富产品设计元素又能提高观赏性，又能
让设计思路与手法更具多元性，同时还能够彰显地方
生态特色[9-11]。自然环境元素的应用案例见图 6。 

4.2  应用藏语宗教元素增进情感传达 

民族的信仰与意识蕴藏于民族特有的文字及语
言之中，藏族语言文字在产品设计中的恰当运用不仅
仅能发挥语言文字的信息表达作用，也能让传统元素
蕴含的民族情感在现代旅游产品中得以延续，更重要
的是体现地域文化个性与魅力，进而提升产品竞争
力 [12]。藏语文字和宗教文化的神秘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在甘孜藏族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存在“十里不
同音”的现状，方言不仅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也呈现
了当地的民俗气息，在汉化的过程中新一代藏民的话
语似乎正在逐步被普通话替代，因此方言的传承问题
亟待解决。宗教文化则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流传至
今，对于初次到访的游客都会被这样的虔诚感动，因
此可将这类传统元素融入现代旅游产品当中，以恰当
的设计手段加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度。以色达县杨各
乡为例，方言、宗教元素与产品的设计融合可以从以
下角度着手。 

将甘孜藏民的文字进行简化，添加图案线条、象

形文字等元素进行重新组合，运用在创意背包的设计

中或者是产品的包装盒上，选取的文字还可以有不同

颜色的变化。恰当的色彩搭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

救产品的缺陷之处，还会与游客的视觉神经产生强烈 
 

的冲击与碰撞[13]，在提升产品质感的同时具有厚重的

人情气息。甘孜藏族随处可见的佛塔，可以将其缩小

为便于携带赠送的摆件、挂件、小玩意儿；可以设一

个石刻的加工区域，游客可以自行选择石块，并在藏

民的指导下对石块进行藏语彩绘刻印， 后将成品带

走；佩戴的饰品上同样可以增添文字宗教的信息，使

饰物具有神秘感，蕴含美好祝福。传统手工制作活动，

可以使游客具有一定的参与感，在满足实用性的基础

上，必定会给游客添加趣味，让传统文化能够丰富现

代人的旅游生活。 

公共设施在设计方面不能生搬硬套其他风景区，

而是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适当融入藏语宗教文化元

素，增设标志性的构筑物，重建公共景观。例如，融

入甘孜文字的装饰以及杆件的康巴红都是当地的独

有特色；景观灯的适当加入可以完善村落的夜晚景

观，景观灯则可以采用石灯或是类似佛塔的外形，使

得灯具在融入环境的同时，又能反映出地域特色；坐

凳结合甘孜当地特色，可用粗犷的石头或木头作为休

憩坐凳，突出地域风貌特色；垃圾桶需融入自然环境，

以免过于城市化。拥有一个良好的标识系统非常重

要，它们能带给来此旅游的人清晰明了的感受，有着

信号、标志、说明、指示、预示等多种使用功能，导

视牌同样结合色达当地特色，营造良好的道路景观，

突出藏族文化，可以采用玛尼堆堆砌的方式来作为标

识牌，同时也可以采取直观的形式，加入藏语文字以

及宗教元素。藏族宗教元素设计应用案例见图 7。 

    
 

图 6  自然环境元素的应用案例 
Fig.6  Application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elements 

 

    
 

图 7  藏族宗教元素设计应用案例 
Fig.7  Applications of Tibetan religious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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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用特色建筑元素丰富文化体验 

在旅游过程中游客多要长期居住，现有甘孜的酒
店大多是为了迎合游客的喜好，建筑形式和室内设计
也是模仿其他地区，如若游客不走出室内压根无法通
过现代化的室内设计与使用物件体会到甘孜的独有
风情。因此课题组对色达杨各乡旅游民宿进行重组设
计，在设计时借助色达民居的风格，结合现代功能的
民宿，打造古今交融的特色建筑，传统民居元素的应
用案例见图 8。游客只有真正地身临其境，感受甘孜
藏民的生活起居方式，直观地接触建筑的内部构造形
式，才可以从多方位更深入地与甘孜地域文化交流
沟通。 

此外，还可以就地取材选择合适的木材，将木材
进行加工处理，制成容易拼装的小块体，开设小小建
筑师项目，让游客选择自己喜欢的建筑造型来组装拼
接，在拼接的过程中有当地的工匠师傅进行指导，对
甘孜民居的建筑构造做法做深层次的介绍，在动手操
作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当地民居的建造过程及其建
筑背后的文化，也可将民居模型设计成笔筒等实用物
件，搭建好后可以由游客带走或是赠送给他人。在带
动当地经济、增加当地居民就业的同时，还有助于对 

 

建筑文化的推广，也提高了旅游产品布设创新性。 

4.4  应用民族装饰元素铸就民族品牌 

甘孜藏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装饰元素应用范围

之广，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包装上都可以融入装饰元

素。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在对当地别致花纹图案、

民族图腾[14]进行抽象提取的基础上，通过重新组合排

列，使得原本复杂的纹路变得简单清晰，同时使产品

呈现出文化特质、文化内涵[15-16]。以色达县杨各乡为

例，在公共基础设施上配置各种当地的纹饰，装饰点

缀的同时具有美好的寓意；当地的花纹还可以进行拼

装重组制成帽子、手套、围巾地毯、桌布，或是融入

当地图案花纹的唐卡等，不仅便于携带还可赠送亲戚

朋友，极具实用价值。甚至可以让游客参与到相关产

品的生产过程中，使他们有参与感，切身体会甘孜的

传统技艺，融入地域民俗文化之中。藏族装饰元素应

用案例见图 9。 

除了小物件，服饰上的装饰配件也是旅游产品的

一大分支，可以将甘孜的装饰元素结合到服饰上，重

新组合设计出符合现代生活审美情趣的服饰，让那些

装饰物以及服饰不仅限于拍照还可以穿出去，就像旗 

    
 

图 8  传统民居元素的应用案例 
Fig.8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图 9  藏族装饰元素应用案例 
Fig.9  Applications of Tibetan decorativ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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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汉服被人们广为接受，并掀起一阵阵浪潮，这也

有助于民俗文化的积极推广，让旅游产品带有深刻的

民族烙印，打造属于自身独有的民族品牌。 

5  结语 

中国梦即民族梦，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

标的梦。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发挥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优越性的同时，还应该借力全域旅游的大好势头，

在旅游产品的设计方面不能一味停留在传统固有思

维中，要以现代设计工艺手法诠释地域传统文化，将

具有甘孜藏族内涵的地域文化作为源头，挖掘旅游产

品与地域文化元素碰撞的多元性。借助这些文化符

号，旅游产品可以实现一种基于地域文化表达的认知

功能[17-18]，进而完成民族品牌的创建。通过实地调研，

对当地要素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和提取，保留下来

的文化元素一定能够让大众具有普遍的认同感，唯有

同理心才能使得大众具有共鸣之情[19-20]。利用分析、

归纳、总结、重组等多种手法，赋予旅游产品更深层

次的意义，在推进甘孜旅游产品发展的同时将民族地

域文化推向全世界。综上所述，在实际产品设计过程

中，地域文化元素的输入十分有必要，在使用过程中

一定要经过调研，有计划、有方法、有策略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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