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卷  第 10 期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5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335 

                            

收稿日期：2022-01-11 

基金项目：河北省重点培育智库（河北省设计创新及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成果 

作者简介：刘维尚（1979—），男，硕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跨界理论及实践研究。 

通信作者：李然（1994—），女，硕士生，主攻视觉传达设计。 

诗词意象在红色旅游文创中的应用研究—— 

以毛泽东诗词为例 

刘维尚，李然，王安琪 
（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目的 立足文旅融合视角，研究诗词意象应用于红色旅游文创的设计思路和方法。方法 通过查阅、

整理文献，了解诗词意象的特点、红色旅游市场的现状及趋势，对红色旅游文创产品需求进行分析解读。

将宗白华提出的“意境创构多样层次性”理论应用于诗词意象视觉表现，实现意象—形象—印象的视觉

转译，完成诗词意象应用于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方法探索。最后以毛泽东诗词为例，通过问卷调查

法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诗词作品进行设计实践，对设计方法进行实证性验证。结论 将意境创构多样层次

性理论应用于红色旅游文创研究，扩展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表达方式和精神内涵，并通过产品将饱含革

命精神、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传递出去，以弘扬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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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oetry Imagery in Red Tourism Cultural Creation:  

Take Mao Zedong's Poems as an Example 

LIU Wei-shang, LI Ran, WANG An-qi 
(Yanshan University, Hebei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 It coincides with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of poetry imagery applied to red tourism cultural cre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Combin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sor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imagery and cur-

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the red tourism market are learned, and the demand for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

ucts is analyzed. Zong Baihua's theory of "various levels of artistic conception creation" is applied to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poetry imagery, the visual translation of intention-image-impression is realized,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thod of 

applying poetry imagery to the design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completed. Finally, taking Mao 

Zedong's poems as an exampl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oetry works are selected for design practice through question-

naire surveys, and the design method is empirically verified. Applying the theory of diversified levels of artistic concep-

tion creation to the research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creation can expand the expression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And through the silent products of moisturizing things, the red culture and red genes 

that are full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re passed on to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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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强调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尤其是革命老区和红色文化地区的振兴更是重中之

重。2021 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在未来

面向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背景下，红色旅游必将迎来

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红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 1 亿人次[1]。红色旅游

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需求也不断上升，然而，目前红

色旅游文创产品相对单一、表达直接，仅限于伟人的

头像、简单的贴图等形式，缺少“润物无声”式的产

品业态。形成了消费需求和高水平供给的严重不足，

伤害了红色旅游市场的发展和繁荣。诗词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璀璨明珠，其中的意象构建更是精华所在，尤

其是在我国革命历史中，涌现了大量具有优秀文化传

承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不但能够描述当时的革命情

况，更体现了新中国成立的卓越功勋和历史情怀。文

中试图探讨将诗词意象转化为形象，并运用于红色旅

游文创中，最后生成具有诗词意境的红色旅游文创设

计方法。希望为红色旅游文创提供一个新思路，也为

诗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契机。 

1  诗词意象 

“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系辞》已

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2]。如子曰，书

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

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

言[3]。因此“言”与“意”在表现力上都不及“象”。

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意象，“意象”的存在使诗歌

发挥了表现感情、描写景色、营造气氛、提示语意等

功能。当代诗评家邹建军先生甚至说诗词的结构就是

意象的结构[4]。从这个角度来看，诗人营造诗词意境

的关键是正确、恰当地组合意象，从而使意象在重复、

叠加、变化和拼贴之后以一种新的形式有机地蕴含在

诗词之中。红色旅游文创与诗词在结构上有着相似

性，最终呈现的结构就是组成它的物象结构，设计师

要想让红色旅游文创产品最终生成意境，关键是巧妙

地使用多种设计手法将红色文化元素进行组合，以完

成视觉设计转译，让诗词意象通过“意象的提取—设

计的重组—印象的传达”3 个步骤实现应用。 

2  红色旅游文创 

2.1  红色旅游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随着爱国主义和革

命精神深入人心，红色旅游成为人们出游的重要选择。

红色旅游是一项富民工程、文化工程、民心工程[5]。

红色旅游资源主要指 1840 年以来我国重大事件和重

要人物的历史文化遗存。与其他旅游项目相比，红色

旅游有其自身的显著优势，如内容与形式的时代性、

经济政策的倾向性和旅游资源的整合性等[6]。革命性

的传统教育和旅游业巧妙地被红色旅游结合在一起，

使游客在旅行的同时进行了革命精神的传承。截至

2020 年，中国境内的 5A 级旅游风景区一共有 280 家，

国内重点红色旅游目的地一共有 292 家，在全国各地

区均有分布，数量庞大，见表 1。 
 

表 1  国内重点红色旅游区分布数量 
Tab.1  Distribution of key red tourist areas in China 

序号
重点红色 

旅游区 

旅游地 

数量 
序号 

重点红色 

旅游区 

旅游地

数量

1 沪浙红色 

旅游区 

23 7 东北红色 

旅游区 

27 

2 湘赣闽红 

色旅游区 

20 8 鲁苏皖红 

色旅游区 

25 

3 左右江红 

色旅游区 

9 9 大别山红 

色旅游区 

29 

4 黔北黔西 

红色旅游区

17 10 太行山红 

色旅游区 

21 

5 雪山草地 

红色旅游区

26 11 川陕渝红 

色旅游区 

15 

6 陕甘宁红 

色旅游区 

24 12 京津冀红 

色旅游区 

56 

合计 292 

 

2.2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 

随着红色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与之相辅相成的红

色旅游文创产品也随之发展起来。文化创意产品是社

会进步的显著标志，指通过人的创造力和文化积淀来

助力文化用品和文化资源的传承发展，通过知识产权

的开发和运用，以及现代科技手段来产出的高附加值

产品[7]。文创产品有着创意内核、商品属性和文化基

因等多重性质。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在一般文创产品特

征的基础上，增添了传递革命精神的任务。红色旅游

文创产品是红色旅游商品的核心。为明确红色旅游文

创设计的主要消费人群对现有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

反馈，以及产品受欢迎度等问题，笔者制作了一份“红

色旅游文创产品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68 份，回收率为 84%。对有效问

卷进行整理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重点旅游平台的数据调研。根据驴妈妈旅游

网的数据显示，国内红色旅游的主力军逐渐年轻化，

以 80、90 后为主，因此选择的调查者的年龄主要集

中在 90 后，且兼顾各个年龄层。调查人群中有 89%

的人购买过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由此可见，调查人群

的反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见图 1。调查人群认为

现有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主要问题是品牌感较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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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足、实用性不大及文化内涵较低，见图 2。在市

场上也不乏有一些好的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值得借鉴，

综合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优劣对比分析，得出在进行

红色旅游文创设计时要注意的 4 个方面，见表 2。 
 

 
 

图 1  调查人群购买红色旅游文创产品情况 
Fig.1 Survey crowds purchasing red tourism 

 
 

图 2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问题 
Fig.2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1）注重原创。设计师与众不同的想法与红色文

化有机结合是出奇制胜的法宝。 

2）强调特色。结合当地红色旅游资源，使产品

有较强的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内涵。 
 

表 2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现有问题及优秀案例 
Tab.2 Existing problems and outstanding cases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3）树立品牌。良好的品牌形象，有助于产品的

研发，也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及时推陈出新，

注重产品的系列性和延续性，避免产品索然无味，样

式单一。 

4）注重实用性。设计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设计文创产品时要考虑使用者的诉求。 

二是商品受欢迎度调查。消费者对每种产品进行类

别上的消费意愿调查，其中文具因其价格低廉、实用性

强，在交易中具有很高的人气，此外日常用品也较受欢

迎，影音图书和服装首饰分别排名第 3 和第 4，见图 3。 

3  诗词意象融入红色旅游文创中的实现路径 

3.1  宗白华意境创构的多样层次性理论分析与转化

融合 

3.1.1  宗白华意境创构的多样层次性理论分析 

宗白华[8]认为，“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 

 
 

图 3  商品受欢迎度调查 
Fig.3 Product popularity survey 

 
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他提出了意境创构的多样

层次性，具体由 3 个不断深入的层次构成：第 1 层，

直观感相的描写（写实），即心灵对客观对象的直接

反映。这一层次以物象为基础，是“象内之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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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观物象的再现，具有强烈的感官性。第 2 层，活

跃生命的传达（传神），即表达“生气远出的生命”，

虚实二境完美结合，赋予作品独特的生命韵律，使其

焕发生机。第 3 层，最高灵境的启示（妙悟），这一

层面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超越情景之外，是高尚

的人格格调与景、情的高度统一和融合，主客共鸣达

到了审美体验的最高点[9-10]。 

3.1.2  意境创构的多样层次性理论转化融合 

基于宗白华的“意境创构多样层次性”理论，转

化融合为诗词意象的多层次审美结构。表层，即客观

物象的本质特征传达，基于具体物象的属性来选择呈

现意象。比如，梅，迎寒而开；兰，深谷幽香；竹，

经冬不凋；菊，凌霜飘逸，它们之所以被人们赋予高

洁、傲骨的象征意，是由于自身的属性。单一物象的

本质特征传达是诗词意象的基层也是下一阶段的铺

垫。中层，即物象与情景的交融渗透。这一层是融合

的过程，也是诗词意象得以形成的关键一步，诗人通

过对物象进行组合再生，来传达自身情感，并赋予物

体灵魂，是一个具象化情感的过程。例如毛泽东的《忆

秦娥·娄山关》中的“长空雁叫霜晨月”，描写的是

在霜晨残月的映照下，在烟雾茫茫的长空中，有飞雁

在鸣叫。这里的“飞雁”不仅是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象，

更是红军冲破黎明前黑暗的喜悦。深层，即人格与情

景的高度融合。深层结构是诗人人格与情景的高度统

一而产生的情感和内涵，读者通过阅读产生自身情

感，随后体验诗人所表达的象征意义，最终达到主客

共鸣的审美体验[11]。综上所述，最终生成的诗词意象

与宗白华多样层次性审美结构对比表，见表 3。这为

下一步诗词意象融入红色旅游文创设计奠定了基础。 
 

表 3  诗词意象与宗白华多样层次审美结构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the image of poetry and Zong  

Baihua's diverse aesthetic structure 

 表层 中层 深层 

诗词意象 

多样层次性 

客观物象 

表情达意 

情景交融 

互相渗透 

人格与情景

高度融合 

宗白华审美 

多样层次性 

客观意象 

的再现 

情景交融 

的境界 

主客共鸣的

审美体验 

 

3.2  诗词意象应用于红色旅游文创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3.2.1  诗词意象融入红色旅游文创的设计思路 

诗词意象是构成意境的关键。将诗词意象融入红

色旅游文创设计并产生美的意境，需要设计师对诗词

所描述的意象感同身受，同时对红色旅游文创特征有

一定的了解。将其所描述的意象、表达的感情再现于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中，以创构诗词意象融入红色旅游

文创的设计思路。将诗词意象审美结构层次分 3 个部

分进行设计，并融入红色旅游文创中，以形成初步的

设计思路。首先诗词意象的表层是客观物象的本质特

征传达，从诗词意象的红色文化资源中提取图像、色

彩、形态、材质、功能，形成基础设计元素；过渡至

中层，物象与情景交融渗透，结合多种设计手法，将

从诗词意象中提取的红色元素进行符号化设计转换，

完成中层的基础设计，初见设计雏形；最终转至深层

人格与情景高度的融合，设计师对作品进行完善和升

华，注入诗人情感，结合创作背景与当地红色文化，

引发启示共鸣，见图 4。 
 

 
 

图 4  诗词意象应用于红色文创的初步设计思路 
Fig.4 The preliminary design ideas of poetry image  

applied in red cultural creation 
 

3.2.2  诗词意象融入红色旅游文创的设计方法 

根据初步设计思路将诗词意象融入红色旅游文

创，并细化为具体的设计方法。诗词意象应用于红色

旅游文创的基础是构建红色旅游文创设计的路径，然

后进行诗词意象的融入，最终生成具体的设计方法。

对应诗词意象的多样层次审美结构分析的方法，可以

将诗词意象融入红色旅游文创设计的方法分为 3 层。 

1）表层，形、色、质的物化提取。提取红色人

物、事迹、器物、遗址、文字等红色文化元素，通过

诗词意象表层融合，选取符合意象描述的红色元素，

设计师调动自身经验通过视觉创作手法来转译文学

意象，提取红色元素，元素类型可大致分为图像、色

彩、特征形态、材质、功能，这些元素最终构成了审

美对象的外部元素。 

2）中层，物化元素的视觉转译。红色文化元素

转换，运用设计手法将表层提取的元素提炼转化为设

计元素，并进行诗词意象中层融合，情景交融相互渗

透，诗词与红色符号交织，最终设计提炼符合意象的

图案和色彩，将具有诗词特征的红色文化图形和色彩

进行归纳、加工，形成可指代诗词特征的红色文化图

案和色彩。然后对提取的图像进行塑造，在提炼的图

案和色彩的基础上增添其形态特征，使受众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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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态的认知来引起共鸣。最后赋予设计作品载体以

看得见的设计雏形，设计载体的选择取决于红色文创

衍生品的类型、诗词的意象和大众认可度。 

3）深层，视觉符号的意象表达。设计深化，寓

情于物，根据红色主题，结合地域特色、风土人情、

自然环境等，并了解诗词的创作背景、作者想要表达

的情感，为作品注入灵魂，构建情景，最终使作品达

到主客共鸣、引发启示的效果，见图 5。 

 

 
 

图 5  基于诗词意象的红色旅游文创设计方法 
Fig.5 The design method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creation based on poetic image 

 
4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4.1  毛泽东诗词的选取与解读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创作的诗词是他一

生的缩影。他的诗词意象丰富、广泛，这些平凡的意

象表现了诗人鲜明的个性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12]。 

笔者以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的诗句“山舞

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作为此次设计

实践的题材，原因如下：一方面，对毛泽东诗词意象

制作了调查问卷，收回 168 份有效问卷，通过整理、

分析可以得出，在被调查人群中有 93%的人选择《沁

园春·雪》为自己喜欢的诗词（见图 6），有 66%的

人选择“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为

自己最喜欢的诗句（见图 7）。选择此诗，可以使设

计实践更加贴近游客，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另一方 

 
 

图 6  被调查者最喜爱的毛泽东诗词 
Fig.6 Most popular poems of Mao Ze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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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被调查者最喜爱的毛泽东诗词名句 
Fig.7 The most popular poems of Mao Zedong 

 

面，《沁园春·雪》描绘了一幅漫天皆白、动静结合

的画面，山如银蛇舞动，原似蜡象驰奔，奇幻瑰丽的

想象将北国雪景描绘得淋漓尽致、恢弘壮美[13]。其中

提到了很多意象如“山”“银蛇”“原”“蜡象”“天公”，

这些意象都有较为清晰的物化形象，它们的存在更好

地烘托了“雪”意象的纯净，强化了读者的白色视觉

形象，同时展现了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从这首词里，

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共产党甚至华夏民族的鲜明个性

和精神[14]。 

4.2 《沁园春·雪》红色旅游文具类文创衍生设计实践 

对《沁园春·雪》的解读过程，正是诗歌意象转

译为视觉形象的过程，也是化虚为实的过程。结合诗

词的多样审美层次创构理论去考虑其中的美学成分，

主要表现的个体意象有“山”“原”“雪”“天公”等。

依照本句诗词的美学成分可以确定需要设计的红色

旅游文创产品的情感属性是自信、豪迈、豁达。根据

上述调查问卷可以得出，在红色旅游市场上最受欢迎

的商品是文具类，因此将设计目标定为文具类衍生产

品。诗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的描写，需要用视觉形象构成画面，通过意象组合形 

成意境，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创造形象，同时又要将

诗人的情感灌注于画面之中，使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

鸣，进而接受产品。以下将《沁园春·雪》诗词意象

融入红色旅游文创设计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第 1 步从表层入手，形、色、质的物化提取，是
形成红色文创设计的基础。根据调查问卷选定“山舞
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句话，提取诗
词红色意象元素，基本可以分图像、色彩、形态、材
质和功能，将意象转化为可视的物象。首先理解诗句
中提到的意象，并运用设计思维将其转化为图像，提
取色彩和特征形态，其次通过对诗词意象属性与红色
旅游文创产品特征进行分析，来选取载体与产品功
能。文创设计表层—意象提取，见图 8。 

第 2 步过渡至中层，物化元素的视觉转译，是形

成红色文创设计形象的关键，表层提取的红色元素在

这一步进行设计符号化转化和重组。根据表层提取的

关键元素，进行选取、提炼、还原与重塑。图案、色

彩的提炼和特征形态的还原与重塑，这 2 个步骤在中

层表现上融合为视觉形象。融合的过程分为 3 个部

分，首先提取连绵的雪山和冬日暖阳的形象，并辅以

暖阳照耀在山上的光感，形成画面 1。其次提取毛泽 

 

 
 

图 8  文创设计表层—意象提取 
Fig.8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surface-image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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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沁园春·雪》手稿中的“山”字进行抽象化设计，

提取特征形态及书法笔触，并与飘扬的党旗融合，形

成画面 2。最后添加文字，提取《沁园春·雪》手稿

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文字部分来提取特征形

态及书法笔触，辅以党徽的金属色，为画面增添硬朗

的质感，形成画面 3。文创设计中层—构成形象，见

图 9。 

第 3 步，深层是视觉符号的意象表达，是形成红

色文创设计形象的核心。了解诗词的创作背景、作者

想要表达的情感，以此构建情景，使作品达到主客共

鸣，实现红色意象升华，从而传达诗词意象，并展现

红色精神的红色旅游文创印象，见图 10。 

 

 
 

图 9  文创设计中层—构成形象 
Fig.9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middle-level image 

 

 
 

图 10  文创设计深层—生成印象 
Fig.10 In-dep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generating impression 

 
从表层的提取要素到中层设计转化再到深层情

感融入，最终生成《沁园春·雪》红色旅游文创衍生

设计，见图 11。 
 

 
 

图 11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效果 
Fig.11 Design renderings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4.3  毛泽东诗词意象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效果评估 

毛泽东诗词意象红色旅游文创设计形成最终效

果后，从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实用性、创新度、诗词

意境、红色精神、情感共鸣、吸引力 6 个方面来进行

满意度评估，评分为 1—5 分，1 为最低，5 为最高，

分值与满意度成正比。据上文可知，国内红色旅游的

主力军逐渐年轻化，以 80、90 后为主。因此，选取

的调查人群主要集中在 18~40 岁，共发放问卷 10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94 份。统计受调查者满意度各项平均

分，见表 4。 
 

表 4  毛泽东诗词意象红色旅游文创设计满意度评分统计 
Tab.4 The satisfaction rating statistics of Mao Zedong's 
poetry imagery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实用性 创新度 诗词意境 红色精神 情感共鸣 吸引力

4.72 4.42 4.79 4.64 4.53 4.68

 

通过上述评分可知，目标群体对毛泽东诗词红色

旅游文创设计较为满意，设计作品基本满足目标群体

需求。评分最高的是诗词意境一项，说明诗词意象应

用于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传达诗词意境；实用性位居第 2，表明选取文具类

作为设计载体，在实用性上较准确地把握了受众的使

用需求；其次评分较高的是吸引力和红色精神，在进

行红色旅游文创设计时，使用与红色主题相符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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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创作，可以反映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同时具有

一定程度的视觉冲击力；下一项是情感共鸣，消费者

通过设计作品能够感受到诗人所反映的情感属性，并

通过设计作品所呈现的画面，引发联想，最终产生共

鸣；最后一项是创新度，在红色旅游文创设计中运用

诗词意象，在设计方法上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但在呈

现效果上还需给予更多重视。 

5  结语 

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意象世界多姿多

彩，内涵丰富，传达了诗人的心路历程。将饱含红色

文化的诗词应用于文创产品之中，不仅会表现出牵动

人心的诗词意象，更是对新时代“两个自信”的最好

诠释，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研究

诗词意象应用于红色旅游的文创设计方法，是实现传

承、创新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重要探索和尝试，同

时也期望给设计师带来研究红色旅游文创的新思路，

让更多人了解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为青年一代

创造更好的红色文化消费体验，也让红色旅游文创设

计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新时期继续推动红色

旅游文创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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