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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促进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挖掘并分析“茶马古道”的多维文化内涵，

寻找新视觉、新维度、新形式的特色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式。方法 以“茶马古道”历史文化脉络为核

心，对中国茶马古道沿线相关区域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总结和提炼茶马古道的核心文化元

素和文化因子，并进行再设计，力求构建一套以茶马古道为主线的文创产品开发模式，并通过具体设计

步骤和过程加以阐释。结果 基于上述方法，以茶马古道相关文化元素为核心，开展设计实践，所得文

创方案在“形”“色”“意”的结合上有较好的突破。结论 通过对茶马古道文化元素和符号特征的再设

计，结合现代科技和网络信息平台，寻找传统文化和创新产品的最佳结合点，使其既有符合当代消费者

需求的商品属性，又有作为精神文化传播价值的文化属性，为传统文创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和茶马文化在

现代市场的有效传承和传播提供新思路，并能够为地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包括成渝两地文旅融合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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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eaturing the Tea Horse Ancient Road 

LIU Xing-quan, YANG Jun-kun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o further familiarize the very ancient Tea-horse Road with the majority and to explore more different sides 

of the multi-cultured Tea-horse Road, we could apply them on the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s in our daily life. This paper 

goes very deep in researching all sorts of existed culture resources of Tea-horse Road to summarize and get the core value 

of it. And the author talks about how to use them to design new products and invent some model produ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makes some important breakthroughs. The author also does a lot of research on how to achieve the most ba-

lanced point to combine the anci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modern internet platforms, so it can not only satisfy the 

demands of customers' material needs, but also provide the inner cultural and spiritual functions. The author also believes 

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useful help for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local regions, includ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KEY WORDS: Tea Horse Ancient Road (Tea-horse Road for short); characteristic cultu 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茶马古道”不仅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重要的贸

易通道，也是维系西南各民族关系的纽带，对促进我

国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条错综复杂的古道沿

线，蕴藏着众多中华民族璀璨的历史文化，但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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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茶马互市的渐趋衰落，茶

马古道也随之日渐冷清，其相关的历史文化与文化符

号慢慢也成为后人拾掇研究的历史记忆。近年来，随

着文化强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曾被誉为“南

方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再一次被人挖掘和热议，文

创产品正是链接传统文化和现代消费市场的重要媒

介。然而目前对茶马古道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其历

史起源、文脉路线等方面，对理解和传播茶马古道深

层次的文化内涵，开发和创新茶马古道的文化产品等

相关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方法与路径。为此，梳理

和总结一系列茶马古道核心文化元素和符号库，并提

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和步骤，就显得

很有现实意义。 

1   茶马古道文脉梳理 

1.1  茶马古道的概念与路线  

茶马古道主要是指以马或者人力运载的方式，将

以茶叶为主的物品，从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运送

到西藏以换取马匹或其他地方特产的交通运输之路。

“茶马古道”这个名词是近代才被提及和被广泛认同

的，在这之前古书上有将其称为“五尺道”“旄牛道”

“蜀布之路”等说法。之后又有人将其称为“西南丝

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1]。直到 1992 年，木霁

弘等人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中第 1 次提

出了“茶马古道”的名称[2]，它逐渐得到人们的公认，

并广泛地流传开来。 

最初所指的“茶马古道”，主要是指川滇藏这 3

个地区，见图 1。但从广义上讲，“茶马古道”路线

除了云南、四川、西藏之外，还应覆盖了湖南、贵州、 

广西、甘肃、陕西、宁夏、甚至部分东南亚和南亚等 
 

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域[1]。 

1.2  茶马古道的历史起源 

茶马古道的起源，最早于西汉时期就开始萌芽，

这一时期的交通要道在历史上被称为“牦牛道”，可

以看作是最早的“茶马古道”[3]。之后在唐代，随着

文成公主与吐蕃和亲而被引入吐蕃的饮茶文化，渐渐

在吐蕃形成社会风气，加强了当地人民对茶叶的需求

量，茶马古道也正式被大众认为是中国西南地区与吐

蕃交流贸易的重要交通要道。宋代，官方建立了“以

茶易马”的互市制度，并大大助推了当时的经济与军

事实力，这也使茶马古道逐渐兴盛。元代，政府为加

强西藏和内地的交流和沟通，兴建了许多驿站，使茶

马古道在川藏沿线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明代，是茶马

古道被国家高度垄断的时期，民间贸易遭到明令禁

止，一方面，它有效地巩固了边防，促进了社会经济

的发展，对我国内地同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

导致了茶马市场的交易不公，使传统的民间互市发

生阻滞，缩小了汉藏互市的窗口，并最终导致茶马

互市从极盛时期逐渐走向衰退。清朝初期的茶马制

度，大体上在沿袭明代旧制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改

良，曾恢复了一点生机，但是到康熙七年（1668 年）

以后至雍正十三年(1735 年)基本趋于停摆状态[4]，见

图 2。 

民国时期，虽然从滇、川、藏并延伸至中印边境

的茶马古道，在抗战时期曾扮演过运送国际救援物资

的交通要道[5]，依然有着非比寻常的作用，但是作为

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商贸属性，已不复存在，

由茶马古道所衍生出的众多历史文化产物，也渐渐淹

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淡忘。 

 
 

图 1  茶马古道路线 
Fig.1 Route map of the Tea Horse Ancient Road 

（图片来源：闫欣怡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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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茶马古道历史发展 
Fig.2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ea Horse Acient Road 

（图片来源：闫欣怡 绘制） 
 

1.3  茶马古道可转化的文化资源 

茶马古道沿途的文化元素由于地域范围广、时间

跨度长，内容庞杂、种类繁多，且每一个地域与时代

之间的连接性和风格都不尽相同。因此在表现这一主

题时，设计师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很难把握其风格

的统一性和茶马文化的关联性。那么在设计之初，首

先应先确定代表茶马文化中最核心的元素：茶与马。

其次挖掘和选取茶马古道中可转化为视觉符号的代

表性文化元素，旨在将茶马古道中更深层次的文化价

值加以再现与传播。 

经过梳理，与茶马古道相关、可转化为视觉符号

的主要文化资源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1）茶文化。茶文化不仅指不同种类的茶叶本身，

也包含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饮茶方法和茶具。首先

在地域差异和时代更迭中所出现的茶叶偏好、饮茶方

式和过程等，其本身就是一种贯穿于茶马古道的历史

文化遗产；其次，饮茶文化的兴起自然也需要相应的

茶具与之配套，最开始的茶具只是一种实用工具，并

无太多审美之言，但是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人们开

始将地方审美情趣和民族、宗教文化融入茶具之中，

根据时代的变迁，以及使用者地位和身份的不同，造

型材质等都有所差异。因此，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

茶具造型、纹样、材质等都是茶马古道文化产品再创

作的视觉符号来源。 

2）马帮文化。在对马帮文化的理解和实际运用

中，往往只局限于驮着重物的人或马的视觉形象，然

而在进行茶马互市的历史长河和遥远路途中，马帮与

大自然的抗争、人与马相互依赖而产生的情感、马帮

内部的等级和管理制度、不同马帮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以及马帮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观等[6]，

都是属于马帮文化中可以挖掘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元

素。另外，在行程中必不可少的旅途装备，如：马鞍、

马帮手术工具、水袋、取火的火镰、火药袋、钉马掌

的工具和马脖上的铃铛等，这些平凡无奇的装备，虽

然小而不起眼，却也是见证茶马古道历史兴衰不可或

缺的文化符号。 

3）驿站与城镇文化。茶马古道历史悠久而绵长，

道路曲折而艰险，在这个漫长的旅途中，沿途孕育和

滋生了不少驿站和城镇，它们设立之初是为了提供背

夫和马匹中转休息的地方，同时也是商品交换和买卖

的集散地，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各地的马帮和当地人

民共同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兴盛和繁荣，直到今天，还

有许多重要的驿站和古镇依然伫立在原处，每一个古

老的驿站和城镇的遗迹中，都镌刻着与当地民族文化

交融的独特视觉符号，静默地诉说着遥远的茶马故事。 

4）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沿线分布着藏族、傣族、

回族、彝族等 20 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地理位置、地

域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和

文化风情也有很大不同。茶马古道在这一过程中的作

用不仅是商品的交易，更是起到了推动不同民族文化

交流的枢纽。同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也

赋予了茶马古道多元化的民族文化特色[7]，这些来自

不同民族的文化瑰宝，共同构成了茶马古道多姿多

彩、兼容并蓄的艺术形态。 

5）宗教文化。中国自古有“禅茶一味”之说，

同时还流传着许多与茶相关的典故。唐宋是茶马古道

的形成与兴盛时期，也是佛教盛行的时期，可以说多

元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和茶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

系。同时，茶马古道除了充当着联系汉、藏经济、文

化交流要道的角色，也是各地宗教传播的重要途径。

尤其是滇、川、藏“大三角”区域，其地理位置向西

连接着喜马拉雅，向东就是广袤的内地，向南紧连着

南亚和东南亚，正好处于世界佛教文化中心位置。茶

马古道沿线还居住着几十个民族，每个民族的原始宗

教和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再加上伊斯兰教、天主教

等各种宗教文化的渗入，使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兼容

并蓄、丰富多彩，而蜿蜒曲折的茶马古道，与这些宗教

文化的传播和交融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微妙的关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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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然资源。茶马古道线路图穿越了沃野千里

的四川盆地、喀斯特地貌分布众多的云贵高原、雪山

连绵的青藏高原和地形复杂的横断山脉，以及无数大

大小小的河流、湖泊、高山、高原……[9]其地势差异

显著，气候复杂多变，物产丰富，是东亚植物区系的

核心，生物多样性丰富，可被称为世界珍稀物种资源

库。目前，茶马古道的沿途有众多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是

一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2  茶马古道文创产品特征与现状分析 

文创产品既能体现和传播历史文化内涵，又能迎

合当今大众消费群体的审美趋向，同时还能起到推动

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从开发之始就备受推崇。

我国从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以来，文创产品

的开发和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可以说各种历史文化资

源都进入了一个争先恐后的“文创时代”，特别是以

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系列文创产品为代表，已经形成了

自身独特的文化形象和消费粉丝群，也为其他文创产

品的开发提供了较好设计思路和案例展示。此外，以

敦煌和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创产品，也是近年来备受

关注的创作主题，由于设计师多为来自不同地方的自

发性创作者，因此设计风格更加灵活多变，为文创设

计的创意模式打开了新思路。 

相比之下，与茶马古道相关的文创产品开发却少

之又少。在理论研究上，虽然与文创相关的论文数不

胜数，但是众所周知，不同的历史文化资源都有其自

身独特的文化风貌和内涵，其文创产品的表达模式也

绝没有一个可以照搬照抄的统一模板。目前与“茶马

古道”相关的论文，主要是以其历史、路径和文化资

源的梳理、旅游开发的可行性策略、宗教和民族文化

等相关内容为主。而与“茶马古道”文创开发为主题

的先期论文却很少，贺源[10]所作“创意、文化与茶马

古道旅游纪念品开发”，也是对丽江古城的铃铛为茶

马古道相关的单一旅游纪念品进行了缘起和发展的

阐述，文中的相关个案也仅有布农铃一例。 

而在以实物创作为基准的市场调查中，与茶马古

道文创产品相关的线下店铺，少之又少，以全国上百

家的“茶马云南”连锁店为例，虽然以“茶马”为品

牌名称，但是其商品的种类和全国大部分景区的旅游

商品雷同，缺少独特性和创新性，且与“茶马古道”

文化符号的关联性偏低。其他茶马古道沿线旅游景区

周边的店铺和摊贩，零零散散所售卖的“茶马风情”

相关商品，更是如此。 

就线上文创产品而言，目前在最大的电商平台阿

里巴巴和京东上搜索“茶马古道”相关文创产品，只

有少量以“茶马文化”为主题设计的茶叶包装和景观

雕塑。其他与之相关的文创产品难觅踪迹。由此可见，

与茶马古道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有很大的待开发空间

和研究价值。 

3  茶马古道的设计要素与符号特征 

茶马古道的分支多、沿线长，沿途所涉及的区域

和民族纷繁庞杂，这使茶马古道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

化的发展态势，但是也正因为支系庞杂，人们对茶马

古道文化脉络的了解是散乱而又片面的，甚至很多人

分不清究竟什么才是茶马文化。为此，在研究过程中，

本文以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为中心，结合线上的文献

分析和线下的实地调研，将茶马古道的文化要素和文

化符号，进行了搜集、归纳和梳理，将茶马古道分为

自然资源、物质文化、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四大类别，

并由此提炼出各种文化类别里的设计要素及符号特征，

构建了清晰可见的多主题文化符号体系，为后续茶马

文化的文创设计提供了必要的素材符号库，见表 1。 
 

表 1  茶马古道文化要素和符号特征 
Tab.1 Cultural elements and symbolic features of the Tea Horse Acient Road 

类别 文化要素 符号特征 

高山 

冰川 

湖泊、江河 
自然资源 

草原 

茶马古道总线路图、以高山、冰川、湖泊等为主的分类路线图与分布图、各种不同

自然风光的轮廓图与走势图、不同自然区域中有代表性的动植物等 

茶叶、茶具等 各种茶类、茶汤锅、盛茶汤罐、酥油桶、茶壶、茶炉、茶碗等 

马帮相关人与物的形象 马队、马鞍、马帮手术工具、水袋、火镰、火药袋、订马掌的工具、铃铛等 物质文化 

驿站与城镇 茶马古道沿线各个驿站与重镇的建筑外形、风格、牌坊、标识、建筑细节纹样等

服饰 茶马古道沿线不同少数民族的服饰纹样、色彩、造型等 

饮食 
茶马古道沿线不同民族的特色饮食，如：糌粑、牦牛奶、酥油、兰州牛肉面、手抓

羊肉、盖碗茶、荞麦鱼等 民俗文化 

节日风俗 
茶马古道沿线不同民族的节日风俗文化中的道具、乐器、祭祀用品等，如：雪顿节、

大佛瞻仰节、祈祷节、上九节、泼水节、花街节等  

宗教文化 
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各民族民间信仰等 

宗教建筑、佛塔、转经轮、经幡、佛像、宗教标识、摩崖石刻、碑刻、图腾崇拜、

祭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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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茶马古道特色文化因子提炼路径 

最开始提出“文化因子”（Cultural Factor）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 2 位人类学家，克勒伯和克

拉克洪。后来，英国生物和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道

金斯提出了“Meme”这个词，并将其定义为区域文

化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着自身独特的表现形

式。后来中国的吴福平老师将“文化因子”定义为“不

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文化因子如同生物遗传

基因一样，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大类[11]，在茶马古

道的文化因子中，其显性因子主要从形和色这 2 个方

面进行提取和应用，而隐性因子主要指精神层面所传

达的“意”的文化符号提取与运用，见图 3。 
 

 
 

图 3  茶马古道文化因子分类 
Fig.3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Tea Horse Acient Road 
 

4.1  显性文化因子“形”的提炼路径 

“形”是指物象本身的形状、形式与形态，就是

存在于空间中的一个形状或图像，它既可以是自然界

中与生俱来的，也可以是偶然天成或后天创造的[12]。

在茶马古道文化因子“形”的来源中，主要是指事物

的外形与纹样。如，茶马古道起点处茶叶的采摘和选

取等外在形象特征；茶马古道运送中，马帮沿途行走

和交易的画面、所经过的古驿站和城镇中具有代表性 
 

的建筑外形、自然风光、各地不同的饮茶器具和形式

等。其提炼路径主要是通过类比研究，分析得出茶马

古道各文化元素中最具典型性的形态特点，将最原始

的形态因子作为创作母版，进行轮廓特征线的提取，

再进行简化、抽象、群化、重构等推衍和延伸，在不

影响核心元素形态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再创作，从而创

造出具有符合现代审美特性与消费者心理的文创产

品，表 2。 

4.2  显性文化因子“色”的提炼路径 

色彩作为视觉元素的一部分，它不但能刺激人的

视觉感官，还能将视觉转化为味觉体验，更能从心理

层面给人以情感上的共鸣。例如，在中国的茶文化中，

其种类通常分为绿茶、黄茶、红茶、黑茶、白茶等，

这种不同色系用在茶叶包装或者相关的其他文创产

品上，本身就能刺激消费者的味觉感官，传达出不同

茶叶的口感。同时，在各民族文化中，色彩还具有一

些代表性的意义，比如白族，所崇尚的白色就表示正

直，端庄和纯洁，黑衣壮族崇尚的黑色衣服代表着吉

祥，都是他们的文化基因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

在茶马古道文创产品的设计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地域

特色就可以作出相应的配色改变。 

茶马古道文化中色彩因子的提取和运用，最重要

的是要切合文创产品的主题和目标消费群，例如，表

3 中色彩因子的提炼，就源于该文创产品的创作主题，

主要是立足于茶马古道的起源地之一——四川雅安

的绿茶，以及茶马古道运送终点——西藏的代表性建

筑（布达拉宫），最终结合两者的色彩因子选取了绿

色和棕白色系作为主题色系，既符合茶马古道的文化

主题，也迎合了藏区消费群体的文化认同感。色彩因

子的提炼路径，除了根据创作内容和目的，选择不同

类别的茶叶色系和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服饰、建筑作 

表 2 “形”的提炼路径 
Tab.1 The refinement path of "shape" 

文化资源 文化符号 造型样本 形态因子提取再设计 文创产品 

马帮文化 
马驮重物的形

象提炼 

 

茶马古道 

重镇 

茶马古道重镇

的建筑外观 

 

 

 
（苗忆雯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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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取来源以外，也可以在宗教文化和器物文化中进

行提取。提取的方法是先找到具有代表性的色彩因子

来源，再导入至电脑的绘图软件中，进行主要色彩的

吸取和析出，最大限度地确保色彩的完整性和准确

度，并对主要颜色的 RGB 或者 CMYK 色值进行记录，

为后续文创产品的色彩配置提供参考样本，见表 3。 
 

表 3 “色”的提炼路径 
Tab.3 The refinement path of "color" 

文化资源 造型样本 色彩因子提取 文创产品配色 

雅安绿茶茶山 

  

西藏布达拉宫 
 

（张莉萍 绘制） 

 
4.3  隐性文化因子“意”的提炼路径 

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都是由

“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是指事物的语

音或形象符号，“所指”是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

念，即“意”[13]。例如在说“曙光”时的声音和外在

形象就是能指，而曙光所表达的希望就是其所指。视

觉传达中的“意”通常是建立在“形”的基础之上，

书中常讲的“以形传神”正是此意。又如，马帮文化

中，人与马的外在形象只是一种“形”的文化符号，

但是如果在设计中，能将人与马更深层次的内在情感

也一并表现出来，就出现了独立于形象符号“意”的

表达。此外，茶马古道沿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

文化中都有很多“意”的表达，比如在藏族民居、佛

教寺庙都经常看见的“卐”字图案，在梵文中就意

为“吉祥万德之所集”，代表吉祥之意。又如植物纹

样中常见的“莲花”，是藏族吉祥八宝图案之一，象

征着不为世俗所染，洗尽一切不善的因素，从而最

终修成正果；而“格桑梅朵”即延年菊，意为“幸

福花”；又如藏传佛教经典中常提到的“八宝图”，

象征着佛陀的“八正道” [14]。还有宗教文化中各种

佛像不同的手势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所指，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对于文化因子“意”在文创产品中的提炼，最重

要的是先“知其意”再“造其形”，在创作之前设计

师要先查阅和收集相关资料，彻底读懂和了解隐性文

化符号中“所指”的内涵，才能从根本上将文化因子

的内在深意精准无误地“外显”出来。同时，可以运

用谐音表意、借物表意、视觉隐喻等方法，将隐性文

化因子通过可视化的设计手段进行转换，最终有效地

运用到现代文创产品中，见图 4。 
 

 
 

图 4  谐音表意——故宫博物院文创设计： 

我佛瓷杯[15] 
Fig.4 Harmonic ideogram-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the Palace Museum:  

Accommodating Buddha cup[15] 
 

5  茶马古道特色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5.1  紧扣主题，选定文化要素和文化符号 

由于茶马古道所涉及的文化元素多且复杂，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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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一些文化元素（如丝绸之路）有一定的相似和

雷同性，因此在设计之初，首先要剥离和找到最能代

表茶马古道独特性的核心文化要素和文化符号，作为

创作的来源。此外，尽量做到同类文化元素在设计上

的系列性和贯穿性，打造相应的文化 IP，更有助于茶

马古道文化的全面传播。 

5.2  提取文化因子 

在选择和确定好适于主题的文化要素和文化符

号之后，设计师要对所选取的文化符号从“形”“色”

“意”3 个方面进行文化因子的提取和再设计，在提

取文化因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保留文化元素的

本质形态特征和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简化、抽

象、群化、打散、重构等现代设计手法进行再创作。 

5.3  文化元素创新 

文创产品的设计来源于文化，也创造着新的文

化。因此，对茶马古道文创产品的设计，既要保留原

始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内涵，确保不会在创新设计中造

成文化传播的偏离或误读，甚至亵渎，同时也不能一

味地将传统文化元素不加思考的照搬照抄、东挪西

凑。好的文创产品应同时凝结着区域文化特色、传统

文化内涵和时代审美趋势，在忠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

赋予文创产品以新的艺术形式和美感，才能顺应时代

变化，迎得现代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 

5.4  审美性与功能性相结合 

纯粹用于欣赏的精美装饰品固有其存在的意义

与价值，但大部分情况下，设计的本质是为人服务的，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器物的创立之初，如原始石器、

陶器、青铜器等，都是先满足其功能性再逐步上升到

审美性。因此，要使文创产品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其功能性与审美性，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不可

偏废其一[16]。 

5.5  增加情感与互动 

随着科学技术、信息网络架构及新媒体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的物质层面，

而更多地转向精神、娱乐层面的需求，追求生活品质

和注重消费体验，是新时代消费市场的趋势。为此，

富有情感性和能与受众产生互动体验的文创产品将

更受消费者的青睐。在茶马古道的文创产品设计中，

设计师可以利用民俗文化或者宗教文化中的故事性、

寓意性来增加文创产品的情感性共鸣；同时，茶马古

道中的自然、建筑和器物等静态文化元素中的符号因

子也可以用幽默、夸张、拟人化等趣味性的形式表现

出来，以达到与消费者的情感互动。在此基础上，还

可以结合线下人与物的交互设计，以及线上通过移动

网络扫码、AR 技术等方式来延伸虚拟空间，形成“线

上+线下”一体化的互动体验。 

6  实例研究 

6.1  茶马古道中“形”的提炼和现代图案融合 

虽然上文已经系统地梳理了一套茶马古道的设

计方法，但是在具体实施设计方案的时候，还是要根

据所要表现的核心文化元素、消费者群体及产品功能

等综合因素来确定最适合主体的设计步骤和最终表

现形式。 

例如，图 5 中文创产品的定位就是与茶马古道相

关的系列旅游纪念品，而目标消费人群是旅游途中的

中青年群体，价格定位为中等。因此在设计之初，首

先应符合文创主题，先确定代表茶马文化中最核心的

元素为茶与马，分别用驮着重物的马、茶杯、茶叶的

视觉符号来体现，并居于主要的视觉中心位置；其次

选取来自茶马古道沿线各区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

素，如茶马古道沿线的古镇、驿道、拱桥、牌坊等建

筑符号，茶马古道沿途文化交融和交流时舞蹈、祭祀

或戏剧中所用的民族乐器、舞蹈面具等民俗符号；再

次配以民族元素中的花纹纹饰作为点缀；最后用分

割、打散、重构等现代平面构成的设计手法设计现代

图形背景框架，再根据画面的安排，将上述各层级的

文化元素有序地放置其中，并配以中国传统用色为主

的赤、黄、青、黑、白，最终结合商品加以呈现，其

具体步骤和方法见图 5。 

6.2  茶马古道中地域文化的文创传播模式 

茶马古道的地理沿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源，它

既能提高茶马古道沿线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也能加

强民族团结，助力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但是这长

长的地理沿线和位置分布至今仍不被一般民众所知

晓，为此，本课题组成员专门创作了一个以茶马古道

地理沿线为主题的文创产品——茶马流域。 

首先，茶马古道的交通线路是比较蜿蜒曲折且复

杂多支的，一般受众看起来会比较吃力，且信息获取

不明确。因此，第 1 步将茶马古道的传统地图绘制方

式简化为只体现核心信息，且地理线路也趋向于直线

条的现代可视化信息图形，见图 6。 

第 2 步，本设计运用茶盘的导水功能，将茶马古

道的线路图经信息简化后，巧妙地和茶盘的导水线相

结合，每个重要的中转站都设计为一个漏水点，并标

注了地域名称，可以将废茶水导入茶盘下方，也隐喻

了此处是曾经民族文化的交流点和茶马互市的交易

点。整个设计没有多余的元素，简洁大方，对茶马古

道地域信息的传播性清晰明了，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趋势，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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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茶马古道文创设计方法与步骤 
Fig.5 Design methods and steps of the Tea Horse Ancient Road cultural creation 

（图片来源：蒋朝宁 绘制） 
 

 
 

图 6  传统复杂地图信息简化设计 
Fig.6 Simplified design of traditional complex map information 

（图片来源：游翔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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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茶盘设计——茶马流域 
Fig.7 Tea tray design-Tea Horse basin 

 

7  结语 

我国传统文化分支众多，源远流长，茶马古道相

关文化作为其中璀璨的一员，从地域沿线的自然资

源、民族风情到当今的驿站建筑遗址都传达着深远的

艺术文化历程。茶马古道文创产品的创作方法，首先

要在纷繁庞杂的文化体系中梳理出系列性的文化因

子，并充分了解文化因子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再进一

步运用现代设计手法进行提炼和再设计，最终结合现

代科技和网络信息平台，创作出从平面到三维、从视

觉体验到情感体验，多位一体的现代文创产品。此外，

真正的文创产品不仅是商业产品，更是一个国家人文

风情和历史文化的缩影，为此茶马古道文创产品的功

能和作用，不仅限于美观和实用，而且对我国传统文

化精髓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亦有重要的价值赋能。因

此，如何进行系列性的品牌文化打造和 IP 形象的建

立，促使茶马古道文化创意产业能有一个更生动的传

播形象并与世界接轨，亦是后续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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