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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摆脱同质化的旅游纪念品设计方法进行分析探索。方法：将地域独有的文化元素进行归纳、分类、整合，并将其转
译为可用产品语意、图形等设计要素运用到旅游纪念品的定制化创新设计当中。地域文化元素蕴含在地域传统节日、风俗礼仪、
历史典故、寓言传说、特色饮食、建筑风貌等诸多内容中，包括形态、色彩、肌理、节奏、意识形态等。结论：基于地域独
有文化元素转译的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有效地破除了同质化现象，并大大提升了消费者的观光体验，增强了消费者与地域之
间的情感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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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强、带动性大的产业，据世界旅游

组织 (:RUOG�7RXU����2UJD���DW�R�)�预计，����年中国将成为全

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国 [�]。以旅游纪念品消费为主体的旅游购物

不仅是旅游活动中与游、娱、食、住、行等平行的供求要素，

更是目的地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达国家，旅游购物已占

到旅游经济收入的 ��%-��%。在一些地域，“旅游纪念品”

甚至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最强吸引力。中国目前的旅游开发仍着

力在景区开发和旅游地产建设方面，在几十亿元，甚至过百亿

元的资金投入背景下，景区周边地价暴涨，景区门票节节攀升，

由此带来的旅游者刚性消费比例增大，而弹性消费却异常不足。

据统计，中国城镇居民过夜游散客花费中，旅游纪念品花费只

占到总支出的 ��.�%，远低于国际上一般的 ��%标准。这一在

旅游财产诸要素的经济形态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环节成为制约

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软肋。导致旅游纪念品滞销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中国大多数景区纪念品乏善可陈，商品千篇一律。放眼南疆

北域多是品质低劣的首饰玉器、围巾披肩、纸灯折扇，与景区

主题关联性小，缺少文化内涵。严重的同质化现象被消费者诟

病，旅游纪念品开发的滞后，大大阻碍了中国旅游产业链的延

伸，弱化了旅游业拉动消费的功能。

2�旅游纪念品祛同质化创新设计迫在眉睫

2.1�地域文化是旅游纪念品祛同质化的良药

“同质化”是指同一大类中不同品牌的商品在性能、外

观甚至营销手段上相互模仿，以至逐渐趋同的现象，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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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化基础上的市场竞争行为称为“同质化竞争”。这种恶

性竞争导致产品在消费者选择购买过程中由于其功能性利益

与竞争产品相同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所替代。竞争对手的产品

成为该产品的替代性产品，该产品和竞争产品就形成了产品

同质化。�国内大多数的景区经营者都以一种“什么好卖，卖

什么”快消快赚的思想为引导，浅见的从本地，甚至是全国

知名小商品基地批发“特色纪念品”。在这般一种“特色”

全国行销的模式下，无疑会让消费者从初见的欣喜，到再见

的诧异，再到屡见的反感 , 最终丧失旅游产品的消费欲望，甚

至影响到对景区的印象。�

实际上消费者所诉求的旅游纪念品是具有旅游地域特征、

寓意的产品。透过这件产品可以让消费者深切感知当地的文

化、情感、甚至生活方式，成为人与地域之间的情感纽带，

还可以使他们的旅途变得兴味盎然，回味无穷。旅游纪念品

应是纪念性、符号性、知识性、创意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

扎根地域文化，融入地域特色元素的产品具有绝对的不可复

刻性。以日本静冈县出品的热销富士山形饼干为例，白色的

奶油巧克力雪山顶，象形的饼干设计，生动可爱，受到消费

者的高度青睐，但倘若他将它摆在大阪城天守阁售卖，定会

令各国观光者贻笑大方。景点要产出打动消费者的旅游纪念

品，必须将自身独有的优秀地域文化资源元素、地域特色文

化符号、地域标志景观建筑资源、地域抽象传说情景等内容

通过提炼、归纳、整合转译为可用产品语意、图形等设计要素，

运用到旅游纪念品的定制化创新设计当中，最终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和文化的产品。

图 ��日本静冈县和台北故宫的旅游纪念品

2.2�创新设计是旅游纪念品的生命之源

近年来，许多旅游景区已经不满足于“有限”的门票收入，

纷纷将视线投向潜力“无限”的旅游纪念品市场。相关部门

招贤纳士，企业高薪聘请“工艺美术大师”进行新产品的

开发，投入颇多，但收效甚微。其操作的弊病是将旅游纪

念品片面的定位于工艺美术品和艺术品，这种尝试下的产

出不仅成本偏高，制作难度较大，而且品种单一、设计陈

旧，不能满足游客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

平提高，旅游所体现的生活方式日益被大众接受，旅游消费

已经从以往的高端消费领域向大众化发展，国人有重情达意，

互馈互赠的习俗，从许多发达地区景点实例看出，旅游纪念

品已不同于普遍理解的价格高昂的传统旅游工艺品，而是注

重文化内涵，以独特的设计创意为产品附加价值的小产品。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的一款“朕知道了”纸胶带，

引用清朝康熙皇帝的奏折批阅真迹，将其印制在象征皇族色

彩的纸质胶带上，在微薄的成本控制下，给消费者带来了极

大的视觉冲击。由设计创新带来的产品独特性，使消费者产

生耳目一新的感受，极大带动了购买热情。“2OG����1��”（传

统即新），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林曼丽对台北故宫博物

院的定义，提出了让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传统当中创造出新”

的理念。在创新设计驱动下，台北故宫博物院与超过 ��家厂

商合作“让文物再生与重生”，推出了 ����多种文创产品，

仅是 ����年就创收 �亿元新台币，成为台北故宫的主要收入

来源，也让台北故宫饱受游客赞誉。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的

重要性可见一斑，如今旅游纪念品受欢迎与否价格已不是关

键因素，其文化根源、内涵表达、创新性、功能等，成为了

游客择买旅游纪念品的新标准。旅游纪念品一定要推陈出新，

如果开发管理者没有创新意识，一味的抱住老东西不放，仅

仅透过改型换色来博人眼球，无异于饮鸩止渴。

依据当下的观光人群构成，旅游纪念品开发应满足“金

字塔”结构，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对象。主体为普通纪念品，

即大量开发价格便宜、体积小巧、种类繁多、色彩鲜亮、趣

味时尚、老少皆宜，具有纪念性和实用性的产品，占总量的

��%。其次为中端纪念品，满足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间旅客

群的需求，纪念品价格适中，用材讲究、设计精美、制作相

对复杂、包装精致，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占总量的 ��%。

再次为高端纪念品，体现高超的手工技艺或高科技含量，具

有收藏和升值潜力，价格昂贵，包装精美，以适应部分高端

旅游者的需求，但一般不宜超过总量的 ��%。而不论何种档次、

品位、价位的纪念品都应以地域文化为根基，着力设计创新，

产品会才具有长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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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域文化的概念及层次

地域文化一般指在各地方不同区域的人们在一定历史条

件下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 ,是当地的传统和习惯、

生态和民俗的文明表现形式 , 也可以简单的界定为�“具有地

域特征和属性的文化形态”[�]。旅游纪念品是文化形态的一种

物质化表现 ,是以文化价值取向为主的特色商品。基于地域文

化观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可解读为 :以地域文化的科技观、人文

观及与之相契合的行为方式、心理为原则、取向 , 建立的旅游

纪念品设计理念内涵、表征、表象与方式、方法等。[�] 作为

旅游纪念品自身来说 , 它应当是不同旅游地区所特有的产物 ,

是文化的集�中表现。特色旅游纪念品不仅体现一个地方的风

土人情 ,更是一种传达文化价值的载体。

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应是一种基于地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

性活动 ,是以旅游纪念品为对象的设计行为。在进行旅游纪念

品设计时 ,应当首先建立起完整的地域文化价值观。针对地域

文化研究应向纵深发展 ,�视角逐步由物质形态文化延伸至非物

质形态的精神文化层面 ,�对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化、宗教文化、

民俗风情、人文地理等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探讨。[�] 不断挖掘、

提炼并汲取当地文化的特点和精髓部分 , 构建成为旅游纪念品

设计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对于以地域文化为基础的设计并不

是对原有形态的缩放复刻 ,而是要用现代的形式和观念去重新

审视传统价值观 ,运用创新设计方法 ,对地域文化有目的的 ,

有计划的 , 有组织的整合、利用和再创造 , 将地域文化的内容

和特征通过现代旅游纪念品的形式重新表现与诠释。[�]

4�地域文化特色创新设计方法探索

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一定要以某一特定的文化形式为参

考对象,以其思想特征和表现形式为依托和支撑 ,�以人文价值、

自然环境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为取向，综合考虑人们的心理

因素和行为方式，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思

维、方法和表现形式。设计时应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挖掘 ,确定

独特的设计主题 , 运用一系列设计方法 ,围绕主题展开纵向和

横向的设计 , 并根据时代变化进行创新 ,突出旅游纪念品的特

色 ,以提高旅游纪念品的竞争力。特色是旅游纪念品的生命，

特色的内涵则在于旅游纪念品所体现的地域特征。以下结合

实际案例对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几种方法进行

探讨。

4.1�人造遗迹、特色景观的形态转译

人造遗迹、特色景观的形态转译是旅游纪念品开发中最

常见且易于操作的设计方法，包含材质置换、色彩肌理转译

等方向，转译的对象可以是多层面的，单体完形、限定场景、

局部细节都可以成为创新设计的源点。许多旅游城市自身的

标志性建筑、景观等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如将其中元素活

用，进行设计创新，消费者便可以轻易的识别出其所在地域，

并勾起对观光过程中所见所闻的美好回忆 [�]。

在发达国家，很多旅游景区都开发了此类纪念品，手法

丰富，且限定于景区发售。例如荷兰的木屐、各教堂的模型；

以法国埃菲尔铁塔为原型的创意图案明信片、冰箱贴；日本

静冈县出品的富士山形饼干等。这些产品独一无二的地方性

和限售方式，都体现出了强烈的不可替代感。

4.2�历史典故、寓言传说的情景图像再造

旅游纪念品开发可以从历史中挖掘题材，从文化的历史

土壤中寻求养分。通过古籍整理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研究、文化艺术研究、民风民俗研究及地域文化综合性研究

等途径可以取得大量有价值的创新点。选择消费者易于产生

共鸣的寓言典故或历史桥段，并通过抽象表象、图像再造等

方式表达确切的文化信息。

以笔者指导团队为中国江西朱子文化园开发的“丽娘求

师”为例，将丽娘与朱熹的一段关于博爱与笃学的纠葛通过

图形的方式进行情景再造，传达出一种“学识不论出身，人

人都有求学探索资格”的积极价值观。图 �这种手法直白易

读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构建了良好的媒介。

图 ��“丽娘求师”旅游纪念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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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有形与无形相结合，因势利导活化优势产业

有形与无形，前者指以实物存在的、比较具体的遗迹或

传统器物，乃至特色食物，服饰等；后者是学术思想、风俗习惯、

典章节庆、民间艺术等比较抽象、相对模糊的内容。发展地

域文化旅游应将有形的地域文化和无形的地域文化进行良性

匹配，产生“�＋ �大于 �”的增值效果。

以号称中国上古文化基因库的贵州为例，古往今来，��

个民族和睦聚居于此，多姿多彩的民族风俗形成了独特的地

域文化。贵州的民族民间传统手工技艺就有 ��个大类，蜡染

布艺成为旅游者购物消费的目标产品。然而如今贵州售卖的

蜡染，却印制着云南西双版纳、西湖的雷峰塔等风光图案，

把地域特有的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等珍贵的有形资源抛

掷一隅，未能进行有效转译，并依托蜡染工艺进行相互依托

的增值文化推广。

4.4�知识型旅游纪念品成为地域文化传播载体

具有知识性的旅游纪念品可以成为很好的科普工具，还

可以让购买者深切感知当地文化渊源。以中国的方言为例，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众多不同的方言，尤其是南方，

因为多山区交通闭塞不便利，所以方言较多。虽方言不同，

但中国的文字虽然是统一的。利用这一点进行文化产品创意，

既有地方特色又有通识性。

在上海旅游纪念品设计题目中，笔者指导团队设计的以

上海三字方言为主题的“方言注解魔方”，图 �对有上海话

学习诉求的购买者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同时也使观光者通

过简单的方言交流与当地人产生情感交流，部分意思只有方

言才能表达清楚的话语，还具有诙谐幽默的效果，成为观光

交流的情趣化补充。

5�结语

作为一个拥有广阔前景的产业，旅游纪念品的发展无疑

已成为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无论是 ����年的中国上海世博

会还是当下众人瞩目南京青奥运会，以及数不胜数的全球旅

游会展、日益盛行的旅游假日经济，都极大地刺激旅游纪念

品的开发和消费，成为促进旅游购物发展的大好机遇。中国

几千年的文明史为现代人积攒了厚重的多元文化，使文化旅

游发展拥有了坚实的根基 [�]。只有系统深入地对各地历史、

文化及人文环境进行研究剖析，传承传统文化，不断提出设

计创新理念，综合运用各种创新设计手法对当地特色元素进

行转译和再设计，才能创造出真正代表当地特点的、可激发

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优秀旅游纪念品，改善当前同质化严重的

局面，有效促进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并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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