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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京族是我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其文化兼具海洋性和民族性。将文化基因视作民族文化

最小的遗传单位，构建文化基因图谱并转化为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之素材，建立旅游纪念品的评价模型。

方法 在文化基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基因复制法、文化基因植入法、文化基因共生法和文化基因变

异法进行当地旅游纪念品的系列化创意设计，从而完成由文化基因图谱绘制到文化基因转译的过程。采

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指标权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综合得分，完成对方案的择优评价，以确定

产品开发的优先等级和明确纪念品设计的关键指标。结论 采用文化基因设计法可以加强旅游纪念品的

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集成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评价提供了量化的依

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方案择优过程中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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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nes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Jing Nationality Tourist Souvenirs 

LIU Fu-qin, LI Li-feng, LIU Chang-xi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Beihai 536000, China) 

ABSTRACT: The Jing nationality is the only marine ethnic minority in our country, and its culture is both oceanic and 

ethnic. Regarding cultural genes as the smallest genetic unit of n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aims to construct a map of 

cultural genes and transforming them into materials for creative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 and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model for tourist souveni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cultural gene duplication method, cultural gene implanta-

tion method, cultural gene symbiosis method and cultural gene mutation method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gene theory to 

carry out serialized creative design of Jing nationality tourist souvenirs, thereby completing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gene 

map to cultural gene translation. In the design evaluation stage,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 fuzzy comprehen-

sive evaluation method are integrated to select the best evaluation to determine the priority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larify the key elements of souvenir design. The cultural genetic design method can strengthen the local and cultural cha-

racteristics of tourist souvenirs. The integrate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basis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creative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 which overcomes the subjectiv-

ity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the best traditional scheme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Jing nationality; cultural genes; tourist souvenir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

uation metho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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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京族三岛”澫

尾、山心、巫头是我国少小民族京族的聚居地。京族

是我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具有“少、小、边、海”

的特点。京族三岛由于具备了典型的海洋文化及民族

文化，在国家大力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的背景下，其良

好的旅游文化资源受到政府的格外重视。旅游纪念品

能够满足游客旅行过程中的购物需求，对提升游客旅

游体验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民族文化名片的

旅游纪念品还能承载当地的文化基因，弘扬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 

1  文化基因 

西方学者理查德·道金斯首度从生物学的角度

提出并阐述了“文化基因”的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其学生苏珊·布莱克摩尔在文化社会学方面进一

步发展了更为详尽而又具有先驱性的探索；美国生物

学家 Wilson 在人类文化的获得性传递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观点[1-3]。上述学

者普遍认为文化中有着类似生物基因的复制机制，其

研究一直围绕文化复制和传播的机制展开，具有传播

学的意义。目前国内研究文化基因的学者很多，总结

起来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沿袭西方的研究路径，以

传播学和哲学为代表，他们把文化的传递类比为生物

基因所具有的复制、传播、变异和选择的特点，侧重

创新思维模式的研究。刘长林[4]认为人类社会和文化

系统的变化发展，也无不受一定层次、一定种类的“基

因”控制。另一种以民族学、文化资源学和艺术学为

研究主体，关注的是文化基因中的文化构成，并试图

建立一个“文化基因谱系”。刘沛林[5]首次将文化基

因划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和混合基因 3 种类型。

学者刘甜[6]、刘俊[7]建立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

谱系图，带有文化资源库的性质。对设计艺术学而

言，这种“文化基因谱系”的提法无疑将抽象的文化

概念转化为可供视觉化研究的素材，对文化的表现形

式的再造与设计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文化基因

设计法”，即文化基因复制、文化基因植入、文化基

因共生和文化基因变异的创意设计方法。一方面，“复

制”“植入”“共生”“变异”等提法主要为了在承认

文化基因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学概念的前提下将抽象

设计的方法拟人化，使其倾向于行为上的一种思维模

式，以表示区别于传统的设计方法。另一方面，将思

维方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资源意义上的“文化基

因”进行结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设计方法的

创新，也为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更多可能。 

2  京族文化基因 

历史上的京族聚居在今天的巫头、山心、万尾 3

个海岛上，以渔业为生。其起源、繁衍环境及生产方

式皆打上了海洋的烙印，故京族的文化基因本质就是

海洋文化基因，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

其产物[8]。京族是一个靠海吃海、赖海为生的民族，

海洋文化基因让其与国内其他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

基因迥然不同。以海洋渔业生产为主的海洋器物文化

基因、以海神信仰及崇拜为中心的海洋精神观念文化

基因、协调人与海洋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为重点的海洋

制度文化基因和突出民俗娱乐、手工艺制作的审美文

化基因共同构成了京族海洋文化基因[9]。通过实地调

研京族海洋文化的“窗口”——广西京族生态博物馆

及京族三岛的村落、哈亭建筑、民宿、哈节庆典活动、

渔业环境及当地档案馆，并结合互联网等手段，绘制

京族传统文化基因图谱见图 1。文化基因是抽象的， 
 

 
 

图 1  京族传统文化基因图谱 
Fig.1  The gene map of Jing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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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予以呈现，如京族哈节的呈

现必定要借助特定的场所和相应的人员才得以举行。

京族民间信仰、社会伦理、生产制度、村社管理、传

统祭祀、民俗民乐、手工艺和文学艺术等抽象的文化

事实上是跟当地人的衣、食、住、行、用等具体行为

密切相连，最终反映为可感可知的物质形态。基于这

种事实，研究团队在广泛收集物质形态文化的基础

上，充分理解其中蕴含的非物质文化基因，并以视觉

化的形态予以深度还原，将文化资源转化为造物设计

所需的原理、风格、装饰。 

3  文化基因设计方法  

近年，当地政府十分重视京族海洋文化产业的发

展，并试图将其转化为旅游资源。然而，具有海洋民

族特色的创新型旅游纪念品依然稀少匮乏，不能适应

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本研究采用文化基因设计法对当

地纪念品进行系统设计，借以丰富纪念品的文化内

涵。同时，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设计也有助于京族海洋

文化基因的传承。 

3.1  文化基因复制法  

文化基因复制的目的在于保证文化传递过程中

的无损，从而与母本基因保持最大的相似性。对那些

即将消失的关键文化基因，可以通过复制机制使其快

速重生[10]。该方法能突出纪念品的地方性和文化性，

但滥用此法容易影响纪念品的独特性。文化基因复制

法包括平面复制、立体复制和 4D 复制。平面复制的

具体做法是将传统器物的形状、色彩、图案和纹理提

取出来进行直接借用。例如将京族视觉素材以丝印的

形式拷贝到 U 盘、文化衫、明信片、矿泉水瓶子等

产品的表面。京族服饰是当地典型的器物文化基因代

表。打火机见图 2，提取了男女京族服装的平面特征，

打火机化身为京族人的身体。立体复制就是将京族当

地典型的器物如鱼篓、独弦琴、三角渔网、尖斗笠、

渔船进行三维缩小化，成为仿真的小模型。理想的情

况下采用当地固有的材料使之成型，从而让纪念品更

具地方性特征。例如直接取材于京族三岛当地的贝

壳、海沙、礁石。京族三岛渔民使用的渔船富有特色，

船身两侧有横向排列的整根竹子，对加强渔船结构强

度与行驶稳定性具有帮助作用。在重点提取了该特征

之后，对渔船进行了等比缩放处理，既完整地保留了

小渔船的样式，又方便游客携带，渔船饰品见图 3。

4D 复制将文化的时空维度加以考虑，希望体现京族

文化基因复制过程中的延续性和完整性。4D 复制适

用于京族纯精神文化资源的开发。京族传统的文化丰

富多彩，事实上难以仅仅通过普通物质形态的纪念品

予以呈现。非物质形态的京族记录片、动画、影片常

常能给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设计师将上述内容

设计成精美的光盘，海洋风情记录片见图 4。 

3.2  文化基因植入法 

在原有文化基因载体上，植入新类型的基因，使
基因载体焕发新的活力[10]。关联植入：关联植入是为
了突出纪念品设计的逻辑性，弥补了文化基因复制法
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京族素材的滥用。关
联植入主要考虑空间关联、因果关联以及所属关联。
例如鱼篓和水具有空间的临近性，在小型加湿器的形
态上植入鱼篓的特征能明显地强化两者之间的关联
性，既体现了加湿器的湿润空气的作用，也烙上了京
族靠海的地方性和渔业生产的文化性特征，加湿器见
图 5。功能植入：在创意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需要
深入考虑设计素材本身的功能性，并将其对目标产品
进行关联转化。京族三岛浅海区域的“三角网”是当
地常见的渔具，三角形态的结构有助于实现自身结构
稳定性。“渔网”本身具有过滤海水的功能，把类似
于渔网结构的元素应用于茶包创意设计，实现了渔网
功能的嫁接。“三角网”红茶包见图 6。类型植入：
该方法体现为图像符号的应用，例如，在普通的小夜
灯、笔筒、图钉等产品中分别植入京族小人、虾灯、
鱼篓的形象，使之有一定的认知价值以及美学价值，
让普通产品焕发出新的光彩。利用类型植入要重点考
虑图像符号的形式与产品结构的契合度，使产品整体
造型和谐统一，图钉见图 7。 

 

 
 
 
  

 

图 2  打火机 
Fig.2  Lighter 

 

图 3  渔船饰品 
Fig.3  Fishing boat jewelry 

 

图 4  海洋风情记录片 
Fig.4  Ocean style docu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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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加湿器 
Fig.5  humidifier 

 

图 6 “三角网”红茶包 
Fig.6  “Triangle Net” black tea bag 

 

图 7  图钉 
Fig.7  Pushpin 

 
3.3  文化基因共生法 

在保证原有文化基因相对独立的同时，将不同地

域、历史、内涵的文化基因以“共生”形式存在于一

定的空间，可以使文化产生复合的形态，推陈出新[10]。

例如，京族当地的文化基因可以和位于其地理附近的

钦州坭兴陶文化基因、北海疍家文化基因以及北海南

珠文化基因和谐共生，体现了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文

化共融共生的生态状况。同时，不同历史维度的文化

基因也能在同一空间进行共生，例如京族传统文化基

因与世界现代文明的融合共生。 

3.4  文化基因变异法 

基因变异也是一种遗传状态，在外力作用下，

一些不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基因形态和功能发生质

变 [10]。文化基因变异是为了重塑京族文化的原本面

貌，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适应于现代造物设计的需

求。时代在发展，技术在更新，游客的审美需求、体

验需求和情感需求成为创意设计的灵感来源。形式变

异：传统视觉元素有可能是结构繁复的，在设计的过

程中应当对其进行简化、抽象变形、重复、拉伸、旋

转，将其应用于纪念品的外观装饰，使之具有现代美

感，符合一般人审美需求。内容变异：传统京族旧有

的社会制度文化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应当将

其变异。当今的游戏设计种类繁多，大多数都是网络

游戏、虚拟游戏，缺少民族文化特色。将带有旧社会

封建性质的翁村、网主、网头、网丁、翁记、翁宽等

人物关系的角色转化设计成京族古装数字游戏，在变

异旧文化的同时也有助于游客全面体验古代京族三

岛的社会面貌。同时，京族三岛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例如名人轶事、海神传说、创世神话、民间故

事等，设计师可以其为灵感来源进行绘本创作，以满

足游客的审美需求和情感需求。呈现手段变异：借助

现代移动互联的广泛应用，将虚拟体验融入旅游纪念

品设计之中。 

4  设计评价 

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纪念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其定义、分类、特征、价值、内涵及创意设计方法上，

而关于旅游纪念品设计评价研究甚少[11-12]。设计评价

作为产品设计的重要环节，是提供优选或改良的重要

依据，是产品设计开发不可或缺的环节。设计评价就

是根据明确的设计指标对设计对象的价值进行综合

评定的过程，其关键要素包括评价对象、评价主体、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在传统旅游纪念品的实际项目

中，设计评估往往依赖主管设计师的经验，以粗略地

快速定性评价为主。尽管目前关于旅游纪念品的设计

评价文献较少，但是关于文创产品设计评价的文献较

为丰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多的参照价值。程超功[13]

从“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文化价值”4

个指标建立了对文创产品的评价模型，由于缺少对各

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其评价结果仅仅依靠分析人员的

经验，所以实用性较差。周美玉等人[14]在感性工学的

基础上结合了眼动实验、SD 法、统计分析方法，总

结出文创产品感性评价的方法。尽管其评价结果方

法[13]较准确，但是评价过程复杂、实施成本过高，不

利于大范围推广。为了提高评价的准确性，熊佳慧、

杨梅[15]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对 7 类民俗文化因子的

权重值进行了计算，获得设计关键要素。尽管其建立

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指标，但是在最关键的打分阶段缺

乏量化分析与比较，实质上没有完成方案的评价。 

4.1  评价模型 

本文在充分分析已有设计评价研究的基础上采

用层次分析法获得评价指标权重值，并且引入模糊综

合评价法计算总分。层次分析法通过将目标相关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解，用决策者的经验将多因素进行两两

比较得出相对重要程度，利用矩阵的数学方法计算各

个因素的权重[16]。模糊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

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

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

评价[17]。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获得模糊综合评价所需

要的权向量，接着构建隶属矩阵，最后进行隶属矩阵

和权重合成。该评价模型具体步骤为： 

1）确定评价对象。评价对象由待评价的若干纪

念品方案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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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建评价主体。可以是设计创作人员、销售

者和游客。 

3）建立层次分析结构，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

决策层。其中准则层和决策层要充分体现旅游纪念品

的设计特点，准则层和决策层各要素即为一级评价指

标和二级评价指标。 

4）建立判断矩阵。假定准则层有 n 个元素，其

判断矩阵 A=(aij)n×n 其中 aij=1/aji，其判断矩阵中采

用 1—9 的比较级别，判断矩阵标度定义见表 1。 

5）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根据上述判断

矩阵及公式 1

1 1

n

ij
j

i n n

ij
j j

a

a



 





W 求出其权重，并得出特征

向量 W=[W1,W2…,Wn]
T 及最大特征根 λmax。能否确认

层次单排序的有效性，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

验。根据公式 CI=(λmax−n)/n−1，CR=CI/RI，当 CR<0.1

时，说明判断矩阵构建较为合理，否则需要重新调整，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见表 2。 

6）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总排序是为了

获得某元素对总目标的综合权重值。其一致性参数

计算和步骤 3 类似，R=(Wi1CII+Wi2CI2+…+WimCIm)/ 

(Wi1RII+Wi2RI2+…+WimRIm)，若总排序一致性 CR<0.1， 
 

表 1  判断矩阵标度定义 
Tab.1  Scale definition of judgment matrix 

标度 重要性 含义 

1 同样重要 两要素对指定准则的重要程

度一样 

3 略微重要 前者要素比后者略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前者要素比后者明显重要 

7 强烈重要 前者要素比后者强烈重要 

9 绝对重要 前者要素比后者绝对重要 

2，4，6，8 中间值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标度倒数 反向比较 要素 i 对要素 j 的重要性比较

为 aij，则要素 j 对要素 i 的重

要性比较为 aji 

则表示通过总排序一致性检验。 

7）求评测指标权重集 W，根据步骤 6 获得一级

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数值。 

8）建立评测结论集。其中，更具旅游纪念品的

品质分为一定等级的备择集[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

格]，分值 VC：[90  80  70  60  50]。 

9）求单因素（评价对象）指标统计权重 1( ,i iR r  

2 , , )i imr r 。 

10）模糊综合评判结论 B： 1 2( , , , )nB W R        

111 12

221 22

1 2

m

m

n n nm

rr r
rr r

r r r

 
  
 
 

 

。 

11）建立评价结论（备择集）。备择集 V 是以评

价者对评判对象可能作出的各种总的评判结果为元

素 Vi 组成的集合 V：V=B×VCT，由数值大小获得评

价结果。 

4.2  评价实践 

第一步，以 3 款设计好的旅游纪念品方案为例说

明评价过程，旅游纪念品方案见图 8。“京族小人夜

灯”见图 8a，“京族虾灯笔筒”见图 8b，“京族鲎状

勺子”见图 8c。 

第二步，组建评价主体。邀请以设计师、专业教

师、普通游客和商家为主的人员构成纪念品评价主体。 

第三步，建立层次分析模型。采用文献研究法、

群体讨论法，针对旅游纪念品的内涵及特征，建立准

则层和因素层。其中准则层（一级评价指标）为纪念

价值、商业价值、审美价值和象征价值，因素层（二

级评价指标）为地方性、文化性、独特性、工艺性、

便携性、实用性、包装设计、造型优美、色彩和谐、

装饰得体、身份象征和宗教信仰，旅游纪念品设计层 
 

表 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Tab.2  Mean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n 1 2 3 4 5 6 7 8 

RI 值 0 0 0.52 0.89 1.12 1.24 1.36 1.41

 

              
(a) 京族小人夜灯                         (b) 京族虾灯笔筒              (c) 京族鲎状勺子 

图 8  旅游纪念品方案 
Fig.8  Souvenirs to be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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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旅游纪念品设计层次分析模型 
Fig.9  The AHP of tourist souvenir design 

 
次分析模型见图 9。 

第四步，建立各因素的判断矩阵。评价主体根据

准则层和因素层各要素进行两两比较，共同进行判断

矩阵的构建： 

1 3 5 6

1/ 3 1 3 5

1/ 5 1/ 3 1 2

1/ 6 1/ 5 1/ 2 1

 
 
 
 
 
 

A  

1 2 3

1/ 2 1 3

1/ 3 2 1

 
   
  

B  

1 1/ 4 1/ 6 1/ 3

4 1 1/ 2 3

6 2 1 4

3 1/ 3 1/ 4 1

 
 
 
 
 
 

C  

1 4 5

1/ 4 1 3

1/ 5 1/ 3 1

 
   
  

D  

1 3

1/ 3 1

 
  
 

E  

第五步，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对于矩阵 A，

归一化最大特征向量 WT 为：WA=(0.5561 0.27 0.1091 

0.0649)T。其一致性 CR 求解：λmax=(∑ (Aw/w))/n= 

4.0933，RI=0.89，n=4，CI=(λmax-n)/(n-1)=(4.0933-4)/ 

(4-1)=0.0311，CR=CI/RI=0.0311/0.89=0.0349<0.1。 

同理，可求得其他层次的指标权重： 
WB=(0.5278 0.3325 0.1396)T 

WC=(0.122 0.3196 0.5584)T 

WD=(0.0654 0.2982 0.5016 0.1347)T 

WE=(0.6738 0.2255 0.1007)T 

WF=(0.75 0.25)T 

一致性比例见表 3，其值均远小于 0.1，证明判

断矩阵可信度较高。 

第六步，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计算出各层

元素对目标层的综合权重，见表 4。 

总 排 序 一 致 性 推 导 过 程 为 ： 旅 游 纪 念 品 设 计 

（A）CR=(0.55607×0.0268+0.269967×0.0291+0.109095× 
0.0429+0.0648681×0)/(0.55607×0.52+0.269967×0.89+
0.109095×0.52+0.0648681×0)=0.0468<0.1，总排序通  

 
表 3  一致性比例 

Tab.3  Consistency ratio 

矩阵 A B C D E F 
CR 0.0349 0.0516 0.0327 0.0825 0 0.0088

过一致性检验。从而可以判断上述矩阵构建较为合

理，元素获得的权重值有效。 

第七步，根据上述总排序获得评测指标权重向量

W：[0.2935  0.1849  0.0777  0.0177  0.0805  0.1354  
0.0364  0.0735  0.0246  0.011  0.0487  0.0162] 

第八步，建立评测结论集 V={v1，v2，v3，v4，

v5}={优，良，中，及格，不合格}，评测结论集见表 5。 

第九步，单因素指标统计权重 Ri。对于“京族小

人夜灯”“京族虾灯笔筒”“京族鲎状勺子”，其单因

素指标统计权重值 R1、R2、R3 分别为： 
 

表 4  综合权重 
Tab.4  Comprehensive weight 

因素层 

（二级指标）

因素层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同级 

权重 

准则层 

（一级指标）权重

地方性 B1 0.2935 0.5278 

文化性 B2 0.1849 0.3325 

独特性 B3 0.0777 0.1396 

纪念价值（B）
0.5561 

工艺性 C1 0.0177 0.0654 

便携性 C2 0.0805 0.2982 

实用性 C3 0.1354 0.5016 

包装设计 C4 0.0364 0.1347 

商业价值（C）
0.27 

造型优美 D1 0.0735 0.6738 

色彩和谐 D2 0.0246 0.2255 

装饰得体 D3 0.011 0.1007 

审美价值（D）
0.1091 

身份象征 E1 0.0487 0.75 

宗教信仰 E2 0.0162 0.25 

象征价值（E）
0.0649 

 
表 5  评测结论集 

Tab.5  Evaluation conclusion set 

序号 结论 分值 

1 优 90 

2 良 80 

3 中 70 

4 及格 60 

5 不及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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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67 0.3333 0 0 0

0.3333 0.6667 0 0 0

0 0.3333 0.6667 0 0

1 0 0 0 0

0.3333 0.6667 0 0 0

0.6667 0.3333 0 0 0
1

0 0 0 0.3333 0.6667

0.6667 0.3333 0 0 0

1 0 0 0 0

0.3333 0.6667 0 0 0

0.6667 0.3333 0 0 0

0 0 0 0.3333 0.6667

R

 
 
 
 
 
 
 
 
   
 
 
 
 
 
 
 
 

 

0 1 0 0 0

0 0.6667 0.3333 0 0

0 0 1 0 0

0.3333 0.6667 0 0 0

0 0.3333 0.6667 0 0

1 0 0 0 0
2

0 0 0 0 1

0 0.3333 0.6667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3333 0 0.6667

R

 
 
 
 
 
 
 
 
   
 
 
 
 
 
 
 
  

 

0 1 0 0 0

0 0.6667 0.3333 0 0

0 0.6667 0.3333 0 0

0 0.3333 0.6667 0 0

0 0.6667 0.3333 0 0

0 0 1 0 0
 3

0 1 0 0 0

0 0 0.6667 0.3333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R

 
 
 
 
 
 
 
 
   
 
 
 
 
 
 
 
  

 

第十步，模糊综合评判结论。Bi 计算 B=W×R。 
1 1

[0.5018 0.3938 0.0518 0.0175 0.0351]

B W R  
 

2 2

[0.1413 0.5395 0.272 0 0.0472]

B W R  
 

3 3

[0 0.6131 0.3461 0.0245 0.0162]

B W R  
 

第十一步，计算模糊综合得分 v=B×VCT。 
v1=B1×VCT=0.5018×90+0.3938×80+0.0518×70+ 

0.0175×60+0.0351×50=83.0977 
v2=B2×VCT=0.1413×90+0.5395×80+0.272×70+0× 

60+0.0472×50=77.2775 

v3=B3×VCT=0×90+0.6131×80+0.3461×70+0.0245× 
60+0.0162×50=75.5621 

v1>v2>v3，因此 3 个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优先等级

依次为“京族小人夜灯”“京族虾灯笔筒”“京族鲎状

勺子”。 

5  结语 

首先，对文化基因进行充分论述并提出了“文化

基因设计法”，形成新的创意设计思维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将京族海洋文化向物化形态的纪念品

转化，有助于拓展纪念品的类型，丰富纪念品的文化

内涵。其次，集成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设

计评价模型，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优点进行整

合，提升了纪念品设计评价的准确性，为其他设计评

价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一二级评价指标的

权重值反馈了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关键点，也为未来产

品的改良提供了针对性的依据。在一级评价指标中，

纪念价值、商业价值、审美价值和象征价值的权重分

别为 0.5561、0.27、0.1091、0.0649。最大的是纪念

价值，最小是象征价值，说明纪念价值是旅游纪念品

的根本属性。象征价值最小，因为一般的旅游纪念品

即可具备象征游客的旅游经历的功能。商业价值的权

重也较为明显，体现了销售方对其的关注。对“纪念

价值”下二级评价指标权重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性和

文化性的权重明显较大，这是由于旅途中的体验更多

来自地方和文化上的差异性，而独特性体现的是来自

设计师的创意和独到之处。针对“商业价值”下的二

级评价指标工艺性、便携性、实用性和包装设计的权

重 分 析 ， 实 用 性 的 权 重 最 高 ， 其 同 级 权 重 达 到 了

0.5016，意味着设计师可以通过改善产品的实用功能

来显著提升纪念品的商业价值，而便携性的权重也较

高，同级权重为 0.2982，表明了精致小巧的纪念品能

兼顾游客的旅途需求。包装设计的权重紧随其后，包

装能保护、美化纪念品，对纪念品的流通作用也较为

明显。工艺性的权重最低，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前材

料与成型工艺已经较为先进，对于一般旅游纪念品而

言，生产工艺已经不是制约产品批量商业化的主要原

因；对于审美价值下的二级评价指标权重分析表明：

在纪念品创意设计过程中，首先要把握好造型的塑

造，其次处理好色彩的搭配并注重纪念品的装饰细

节，才能提升纪念品的审美价值。 

尚未论证是否存在着比文中更先进的文化基因

设计方法。今后将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文

化基因理论和创意设计的契合之处，探索更完善的适

用于旅游纪念品的文化基因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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