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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旅游业兴盛的当下，以非物质文化与旅游文创产品的融合为目标，构建基于非遗文化符号
的湛江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方法。方法 文章分析了旅游文创产品的属性，筛选湛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

视觉符号特征鲜明、知名度高、感染力强的文化元素，经过打散、简化、形态加减、夸张变形、重构等

艺术手法，对其形符和意符进行提炼，并结合旅游产品属性进行转译和编码，构建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方
法。结论 通过舞鹰雄非遗元素进行具体的设计实践，验证上述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非遗文化的植

入提高了旅游文创产品的个性和品质，实现文化的“变现”和“带走”，还能拓宽非遗视觉元素的活化

传承方式，更好地延续其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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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moment when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booming, this paper's goal is to integrat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build up a Zhanjiang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method based on intangible cultural symbol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ttributes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meticulously chooses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Zhanji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at have distinctive visual sym-

bols, high visibility, and strong charm. With such artistic expressions as fragmentation, simplification, form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exagg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ictographic symbol and meaning symbol are refined, 

and combine the attributes of tourism products to translate and code to construct the design method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specific design practice of Wu Ying Xiong intangible heritage elements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bove methods. The implan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mproves the personality and quality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alizes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culture, and can also broaden the activation 

and inheritance metho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isual elements, thereby better continuing its cultural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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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Ying Xiong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以人为

载体的活态文化[1]，是地域性文化中 具活力和表现

性的艺术形式，是了解当地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和精

神信仰的重要窗口。湛江地处雷州半岛，是全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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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城市，更是雷州文化的发源地，保留下来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自成一格。随着

旅游兴市、旅游活市战略的开启，湛江的旅游经济规

模日益壮大，如何利用湛江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让文化成为旅游的核心元素，打造属于湛江的旅

游文创产品，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将非遗元素符

号作为创意源头，旅游产品作为载体，以“文化变现”

和“文化带走”为目标，深入分析旅游文创产品属性

需求，探寻湛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符号提取和转

译方法，将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传承和旅

游文创产品品质的提升。 

1  符号语义下的湛江非遗文化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2]，是民众精神世界外延

的艺术载体。苏珊·朗格[3]认为符号是一种生命活动

形式的投影，以情感化的形式展现出来。湛江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就是通过符号化的仪式或者视觉图形来

表达当地民众宗教信仰、民俗生活、审美观念、工匠

技艺等方面的内容，是生命活动图示化的结果。这些

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间日常生活化的艺术形

式，经过岁月的涤荡和洗礼，形成了具有传承性的文

化符号。它们是雷州文化的基因库，是当地民俗风情

和文化底蕴显性的表达范式，具有较强的非物质属

性。湛江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

延续至今，借助象征性的服饰、多彩的纹样和色彩、

独特的造型、艺术性的表演套路等符号化的语言，以

表演、民俗、技艺、声音等主题形式传达祭祀、祈福、

庆典、娱乐等目的。目前，湛江非物质文化列入遗产

名录保护的总计 106 项，涵盖了众多的民间文化类

型，其中民俗、传统美术、传统舞蹈等视觉化的表现

形式 为鲜明独特。东海人龙舞、遂溪醒狮、雷州石

狗、吴川飘色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海内外，

其独特的表意形式、极具审美特性的造型语言、深厚

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粤西地区的民族特色和文脉

传承，是湛江市 亮丽的文化名片，能够作为创意素

材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之中。 

2  旅游文创产品的属性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经成为家庭消费方

式之一。在旅游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传统“打

卡式”的旅游逐渐被文化性、体验性、情感性强的深

度游所取代。根据湛江市统计年鉴数据，2019 年度

湛江市接待游客超过 6 000 万人次。虽然数据喜人，

但是湛江的旅游还停留在传统的吃、住、逛等粗放式

的旅游模式上，这种模式严重依赖景区和景点门票、

吃喝等旅游收入，无法保持持久的竞争力。旅游文创

产品是旅游产业链中“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景区

持续性发展的有力保证[4]。湛江具有独一无二的旅游

资源和文化资源，但是湛江的旅游文创产品却还停留

在海产品粗加工的阶段，在传统文化的挖掘和转化方

面还需深入探索。 

旅游文创产品是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法将旅游地

的文化元素进行解读和重新凝练，创意输出到实用性

的旅游产品上，满足游客精神性和物质性需求的艺术

衍生品。文创产品的内涵与价值是旅游购物过程中重

要的支撑，以纪念性、文化性的符号呈现，是景点景

区地域文化特色浓缩的剪影，也是顾客留下美好回忆

的有效佐证。旅游消费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消费[5]，其

文创产品的创意开发不仅要挖掘文化符号的内涵，还

要将文化符号与旅游产品的属性相关联 , 才能赋予

文化 生动的形态。旅游文创产品的属性是指产品本

身应该具备的性质，是能够体现旅游地文化特质，与

其他地区产品存在差异性，符合游客消费的实用性产

品。见图 1。 
 

 
 

图 1  旅游文创产品属性 
Fig.1 Attributes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2.1  实用性的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用户对旅游文创产品的品质要

求越来越高，有内涵的实用性产品更受欢迎。传统手

工艺品和纪念品的销售在逐年下降，将文化符号进行

复制粘贴，一味追求艺术性和装饰性，已经难以吸引

高品质消费的年轻一代。旅游文创产品是建立在功能

消费基础之上的文化创意输出，不是图形符号的单摆

浮搁，而是文化符号与产品属性在内在精神上的融合

与外在功能表述上的匹配。将旅游文创产品与人民的

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坚持以质取胜，以意诱人，以文

化为卖点，以工匠精神为支撑，以实用为核心，契合

社会时尚的审美趣味，才能引爆游客的购买热情。 

2.2  文化性的需求 

年轻一代逐渐成为旅游的主力军，他们更注重品

味生活，无论是设计者还是使用者，在关心产品实用

功能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人文的体验。地域性的文

化是景点风土人情 有效的看点，是 能打动游客、

勾起游客回忆的卖点。将传统的、抽象的文化符号投

射到实体化的旅游产品上，“变现”成能“带走的文

化”，借着有形的产品讲述无形的文化，才能开发出

接地气、不低俗的产品。坚持以文化为核心的创意开

发，不仅能实现旅游产品的增值，培养旅游产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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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爆点，还能促进当地非遗文化活态化传承，更是游

客对旅游景区情感认同的关键所在[6]。 

2.3  情感性的需求 

在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旅游无疑是 有效的减

压方式。在传统旅游方式中，游客通过换背景式的拍

照将自己定格在景点前，以此作为朋友圈或者讲述旅

游经历 直接的证明。而随着品质消费时代的到来，

取景式的留念已经不能满足游客内心的情感需求，旅

游文创产品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通过将景点地域性

的符号移植到鲜活的产品载体上，将不可触摸的经历

用可感知的方式加以保留。这种创新不仅增强了产品

的文化承载功能[7]，还能满足游客证明性、礼物性、

纪念性的心理需求，以情动人，从而触发情感消费。 

2.4  创新性的需求 

旅游文创产品是地域性文化符号实体化的载体，

有较强的标识性和文化性，与其他地区的旅游文创产

品存在较强的差异性。当今旅游市场文创产品同质化

现象严重，不同旅游地卖着“同一脸谱”的文创产品，

不仅缺乏深度创意和文化内涵，更降低了游客的购买

欲望。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提到：“基于文

化的优势是 根本的、 难以替代和模仿的、 持久

的和 核心的竞争优势”[8]。通过对非遗元素符号的

解读，将传统文化所孕育的“营养”植入现代文创设

计中，能够发掘本土设计的独特“个性”[9]，打造不

可模仿的吸引力。只有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艺术形式进

行内涵式的创新，设计出具有地域符号标识、高识别

度形象和高颜值的产品，才能摆脱旅游产品高度雷

同、低端化的形象。 

3  旅游文创产品中湛江非遗视觉符号的提

取与转译 

符号的提取和转译是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表达的

关键[10]，它既是文化、理念转译和编码的载体，也是

消费者获得产品信息、情感的重要窗口。符号学创始

人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两个基本要素的结

合体[11]。能指是指符号的形象，也称为形符，即物体

客观的视觉呈现形式；所指是指形象隐喻的意义，也

称为意符，即指示性的意义、主观性的思想、功能概

念、象征等内在世界。形符所体现的显性艺术特征和

意符所代表的隐性意义特征是符号的两面，缺一不

可。形符是意符物化的表现形式，是意义传达的载体，

而意符则需要借助形符而被感知。湛江非遗元素符号

所体现的形符与意符都具有较强的辨识度和地域性，

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高，能够提取和转译应用于旅游

文创产品设计中。 

传统艺术需要继承与创新，适应时代发展，迎合

消费需求。以设计的眼光筛选湛江非遗视觉元素中具

有典型特征和高知名度的文化内容，通过艺术手法提

取非遗元素的形符与意符，并进行转译与编码，以现

代美学的思想进行融合，保留其文脉与民族特色，使

口口相传、腾挪不便的非物质文化变成便携、可移动

的文创产品，实现“文化带走”的目的，见图 2。将

文化融入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是非遗文化活态化传

承的有效途径，避免了传统文化的消亡或者馆藏化，

有助于湛江非遗文化的传播、传承与弘扬，又赋予了

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并为旅游产品的创

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图 2  基于非遗元素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Fig.2 Design method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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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湛江非遗文化的视觉特征及其搜集和筛选 

湛江非遗文化是活的文化的延续，不同类别的非

遗项目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其视觉符号特征差异较

大，不能一一赘述。但是根据非遗文化的类型来概括，

还是有所不同。 

湛江非遗文化中的传统舞蹈是动态的艺术表现

形式，每当逢年过节，舞龙舞狮就成为了当地人民用

来庆祝、祈福、消灾的民俗娱乐活动，其节奏鲜明、

造型独特、色彩艳丽、辨识度高，并富有强烈的象征

意义和文化内涵，是雷州半岛 具视觉影响力的文化

形式。传统工艺美术则以静态的造型承载着浓烈的文

化艺术气息，体现了手工艺人精湛的技艺，其生动的

形象迎合了当地人对审美的追求。根据中国民俗学者

乌丙安对传统民俗的划分方法，湛江传统民俗主要包

括游艺的民俗、社会生活及信仰的民俗。在湛江非遗

文化中，飘色等游艺民俗是当地“年例”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形象生动、故事内容丰富、服饰戏剧化、 
 

造型独树一帜，游艺过程充满了惊、奇、险的视觉冲

击和艺术渲染性。而社会生活及信仰的民俗则有浓

郁的宗教仪式过程，强调过程与氛围，祈福消灾的

目的性强，是群体性的民间信仰活动，其视觉化的

图形特征不够直观。湛江传统戏剧丰富多样，道具

和服饰做工精致、演技精湛、风格独特，深受当地

群众喜爱。而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传统体育和传

统技艺等文化形式，其视觉语言则不够明显，提取

和转译也较困难。 

湛江非遗文化类型众多，艺术表现力各异，提取

与融合难易程度不同，只有针对游客的消费心理去选

取视觉符号特征明显、知名度高、感染力强的视觉元

素才更容易被游客接受和认同。因此，湛江非物质文

化遗产元素的筛选（见表 1），可以从传统舞蹈、传

统美术、游艺民俗中选取易于提取的文化元素符号，

融入日常生活用品中，兼顾实用与文化内涵的塑造，

让游客感受到产品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认同，实现

品质消费。 

 

表 1  湛江非遗主题的搜集和筛选 
Tab.1 Collection and sel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mes in Zhanjiang 

文化表现形式 非遗主题内容 符号元素特点 提取难度

传统舞蹈 

人龙舞（东海、沈塘）、醒狮、傩舞、舞鹰雄、乌石蜈蚣舞、

簕古龙舞、调顺网龙、藤牌功班舞、貔貅舞、屯兵舞、高跷

龙舞、傩舞考兵、沙坡狮舞 

动态的艺术表现形式，视觉刺激

性强，有完整的动作套路、且造

型独特、色彩和服饰醒目 

易于提取

工艺美术 
雷州石狗、吴川泥塑、灰塑（雷州、霞山）、遂溪狮头彩扎、湛

江番鬼托梁、南三古建筑木雕、雷州根雕、霞山灰塑、木雕 

静态的造型艺术，形象生动，视

觉识别性强 
易于提取

游艺民俗 吴川飘色、南兴游灯、麒麟村爬刀梯、吉水偶色、北坡游鱼 形象生动、色彩艳丽、内涵丰富 可以提取

社会生活及 

信仰的民俗 

雷祖崇拜、坡头罗侯王庙庙会、桥头盘古诞信俗、西关上公坡

元宵会、水尾渔家妈祖信俗、麻章白鸽寨龙门阵祀典、吴川年

例、糖祖习俗、雷州风筝节、东海津前天后庙会、关公磨刀节、

翻棘床、穿令、下火海、乌石海上龙舟信俗、特呈捧犁头习俗

作为群体性的民间信仰活动，强

调仪式过程，宗教信仰氛围浓

厚，祈福的目的性强，其视觉化

的图形特征不够直观 

不易提取

传统戏剧 
湛江木偶戏、粤西白戏、雷剧、吴川粤剧、姑娘歌、廉江石

角傩戏、吴川单人木偶、粤西粤剧、木偶戏［坡头木偶戏］

道具和服饰呈现出较强的地域

性，整体造型鲜明 
可以提取

传统音乐 
雷州音乐、廉江亻厓歌、安铺八音、安铺锣鼓、雷州企水十

三腔、徐闻丁村女子八音 

主要是通过声音叙事 
提取困难

体育杂技 湛江洪拳、青桐穿镰功 视觉图形特征不明显 提取困难

民间文学 劏狗六爹的故事、雷州歌、雷州方言、坡头湴塘山歌 语言叙事、视觉感差 提取困难

传统技艺 

雷州蒲织技艺、吴川瓦窑陶鼓制作技艺、遂溪制糖技艺、吴

川月饼制作技艺、湛江田艾米乙制作技艺、广式腊味制作技

艺、蛤蒌粽制作技艺、井华酒酿造技艺、流沙珍珠制作技艺、

沙古菜头仔制作技艺、吉兆木薯粉籺制作技艺、安铺年糕制

作技艺、徐闻八宝饭制作技艺、猪笼饼制作技艺、湛江干鱼

制作技艺、湛江海味月饼制作技艺、雷州蛤蒌粽制作技艺、

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石花菜糊装裱技艺、海味鸡仔饼制

作技艺、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麻章烧猪制作技艺、雷州葛

布制作技艺、海盐古法晒制技艺 

视觉图形特征不明显，口口相传、

强调制作流程和工艺的规范性 
提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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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湛江非遗元素符号提取和转译 

3.2.1  形符的提取和转译 

形符是 易被感知的视觉特征，艺术感染力和视

觉冲击性强，还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12]。形符的转化，

即对非遗元素符号表层的图形、色彩、纹样、材质进

行特征符号提取，通过抽象简化、形态加减、打散重

构、夸张变形、材质替换等设计手法，转译成符合现

代审美观念的视觉语言符号，从而实现旅游文创产品

的个性化表达。形符的提取转译，既需要延续非遗元

素的文化内涵，又要契合现代人的审美认知，形成有

辨识度的视觉形象，让游客获得 直观的情感性和文

化性体验。在实际的设计构思中，可以通过具有典型

特征的局部元素替代整体造型，删繁就简，加入现代

人认同的情感元素，创造能被大众接受的视觉形象，

达到传统文化的植入与现代美感的平衡。 

图 3 是以吴川木偶戏为原型设计创新的指尖上

的玩偶系列。吴川木偶戏是雷州半岛上的传统戏剧，

又称为木头戏、鬼仔戏。该文创设计针对吴川木偶戏

的形符方向进行创新突破，将木偶戏中的人偶形状进

行迷你化和抽象化，在保留传统纹理元素和色彩基础

上简化头饰与服饰，形成能够把玩和操作的指尖玩偶

纪念品。每一个玩偶都有一个晃动部件，增强玩偶的

生动性、活泼性、乐趣性。该设计通过玩偶这种实用

性的产品实现文化性、情感性的植入，以趣味性的形

象和简单的动作套路去吸引游客，将文创衍生品作为

吴川木偶文化的传播载体，让更多人接受和认同木偶

戏文化。该木偶玩具丰富了湛江本地文旅创意产品的

种类，填补了吴川木偶衍生品的空白，摆脱了木偶类

玩具作为陈设摆件的呆板形象，是对木偶类玩具的一

种创新补充。 
 

 
 

图 3  吴川指尖玩偶 
Fig.3 Wu Chuan fingertip doll 

 

3.2.2  意符的提取和转译 

意符是借助图形符号延伸出内在意义[13]，具有较

强的象征性和隐喻性。意义的形成是人们通过形象符

号的相关性联想和后天认知经验的不断强化，形成的

具有指示性的意义象征。它是形符抽象化的结果，需

要借助形符的关联性来传达指示意义、文化意蕴、思

想内涵、概念延伸等。湛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祭

祀、祈福、表演、美术等外在形式体现出来，并传达

了湛江民间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思想观念、审美

理念等精神性内容。而精神性的内核才是文化得以延

续的根本所在，也是形象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意符。非遗

元素中的意符是精神性的延伸，不易被感知，需要借

助形符的特征具象化为能被感知的视觉符号，将意符

所代表的精神意义投射到旅游文创产品中，做到形、

神、意的有效传达，让游客产生文化认同和情感记忆。 

湛江东海岛的人龙舞是受海洋文化浸染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它将北方龙舞以人化的方式进行演绎。

大人在下充当龙腿，小孩在上形成龙身，完全以人的

形式架接在一起形成数十米的龙姿，有时参与者能多

达几百人。这种以人为道具的龙舞气势恢宏、律动性

极强，需要相互配合默契才能完成整套动作。人龙舞

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祭祀海神、祈求平安，表达美好

生活愿望的一种民间艺术，也是海岛渔民捕鱼过程中

同心协力、团队相互合作的精神写照。人龙舞手环是

以人龙舞相互架接的整体舞姿形态作为创意元素，提

取和转译成视觉化造型语言，并利用南珠等当地资

源，将它与手环配饰产品结合起来，构建视觉符号元

素与手环之间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契合，赋予手环内

在的精神风貌和情感气质，以表达团结、吉祥、美好

生活之意，见图 4。有别于其他以名贵轻奢为主要卖

点的珠宝首饰，该设计通过融入标识性的文化符号，

烙上地域性的文化印记，显得文雅大气，个性化十足。 
 

 
 

图 4  人龙舞手环 
Fig.4  Bracelet of human dragon dance 

 

3.3  元素符号的编码与产品的融合 

非遗元素符号的提炼既可以是形符、意符的单独

使用，也可以是形符、意符的综合运用。一方面，将

形符通过艺术手法提炼和转译成 内在的知觉形式，

另一方面将意符具象为可感知的图形符号 [14]，并与

旅游文创产品的属性进行关联，构建元素符号与产品

载体之间的内在神韵的契合和外在形象的同化，潜移

默化之中完成产品功能与文化传达之间的融合。通过

元素符号的提取、转译、编码，既要传达非遗元素符

号所携带的文化寓意，又要让产品的功能、形式感得

到加强。游客在使用过程中则需借助产品外在形态、

象征性的符号进行解码，以获得形式语言背后的精神

性解读和明晰的功能指示。非遗视觉元素与产品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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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不是图形、色彩、造型的复制粘贴，而是要在

传达文化精神与表述产品功能等方面引发使用者的

情感共鸣[15]，形成具有纪念性、实用性、情感性的旅

游产品，满足游客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需求。 

4  基于非遗视觉元素的湛江旅游文创产品设

计实践 

湛江的非遗文化资源丰富，艺术表现性强。根据

非遗主题元素的筛选原则，选取湛江舞鹰雄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为此次设计实践目标，以上述理论指导，将

舞鹰雄元素符号进行提取并转译到旅游文创产品设

计中。 

4.1  舞鹰雄 

舞鹰雄作为雷州半岛地区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集舞蹈、动作、故事情节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表

演形式。相传舞鹰雄有驱魔镇妖、祈福保平安之意，

流传至今，如今还是湛江遂溪、廉江一带节日庆典重

要的民俗仪式。通过模仿鹰、雄相斗相处的动作神态

而创编的一套传统民间舞蹈，有鹰雄互斗相戏、采天

青、过桥等动作套路，以其内容丰富，技巧高难惊险

著称，见图 5。鹰凌空俯瞰，勇猛机灵；而雄鹰乍一

看像是南派醒狮，但是其造型却经过湛江人们的大胆

融合创新，被塑造成龙头凤尾，身形如豹，角似麒麟，

雄壮威武的瑞兽。舞鹰雄民俗表演造型大胆新颖、色

彩艳丽饱满、服饰纹样独特、动作套路惊险，是当地

文化信仰和图腾意识符号化的结果。 

4.2  舞鹰雄元素符号的提取和转译 

舞鹰雄作为湛江地区有代表性的民俗表演活动， 
 

 
 

图 5  舞鹰雄 
Fig.5 Wu Ying Xiong 

 
已经成为旅游演出的重要节目。鹰和雄经过人民群众

的艺术塑造，外在视觉表现形式与现实中的原型动物

有了较大的差异，形成了具有较强地域性和象征意义

的造型符号。根据其形符与意符的视觉形象，将其设

计定位在旅游过程中必须携带的充电数据线产品上，

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舞鹰雄是一个动态的表演艺术，可以选择静止的

物体形象进行浓缩创作，也可以选择动作套路中的关

键“帧”进行定格抽象。首先进行整体形象的描述与

相关性的联想，将鹰的动势、飘逸和稳健的姿态与充

电数据线进行拟合，将形象符号所体现的神韵、内在

精神移植到充电数据线上，实现意符在数据线上的同

步转换，向游客传达数据线灵敏、可靠、安全的形象

特质。并将雄的图腾面纹进行提取，通过减法处理，

删除多余的装饰部分，以扁平化的线条勾勒出雄的形

神，实现雄的形符元素的提取和转换。见图 6。 

 
 

图 6  舞鹰雄元素提取和转译 
Fig.6 Extra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Wu Ying Xiong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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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方案呈现及说明 

将上述提取的鹰、雄的符号元素与充电数据线进

行优化融合，实现创新，见图 7。数据线的接口端是

以鹰的视觉符号抽象转译的形态，数据线的中间是伸

缩部分，能够拉出和缩回数据线，解决了数据线的放

置问题，同时采用扁平的线体结构，形成可折叠的一

拖二充电接口，能够同时给 2 个电器充电。将雄提取

的轮廓元素通过浅层浮雕的形式刻画在数据线伸缩

结构的正面上，将舞鹰雄 3 个字的大写字母缩写作为

装饰符号印刷在充电器上。整体烙上了舞鹰雄这种传

统元素的文化印记，动静结合，将其外在的符号特征

和内在的神韵有效地嫁接到了充电数据线上，实现形

符和意符的同步转译，使产品达到一种互动式的自我

表现[16]。随着技术的进步，市面上已经存在一拖多的

数据线产品，主要聚焦于功能的叠加，并且有同质化

的趋势。但是将数据线与文化性符号进行结合的创意

设计还较为少见，特别是湛江旅游文创产品这方面更

是紧缺。因此，通过设计将传统文化与时尚产品结合

起来，有效解决了当前湛江旅游产品同质化的问题，

促进了湛江非遗元素的传承和传播。 
 

 
 

图 7  舞鹰雄充电数据线 
Fig.7  The charging data cable of Wu Ying Xiong 

 

5  结语 

旅游文创产品是以文化为核心的创意拓展，而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湛江 具活力和表现性的图示化内

容，两者之间的结合是相互促进、合作共赢的。设计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的一种手段，通过提炼非遗元

素的形符和意符，以现代美学思想进行重塑，与生活

化的时尚产品相融合，将“文化变现”制造感性卖点，

能够打造湛江个性化和内涵式的旅游文创产品。文旅

融合是湛江非遗文化存续的一种拓展，也是旅游文创

产品差异化、个性化、情感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能够

彰显旅游地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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