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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经济的发展促使旅游行业不断发展，旅游产品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形式同样开始了创

新的尝试，因此亟需探索地域文化元素多方面融入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策略。方法 通过聚焦旅游产品，

从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新方向和新要求着手，同时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依据人文、审美、创新等方面

的应用思路，分别以人文特色、城市文化和民族文化为落脚点，深入总结和挖掘有效的应用路径，探究

地域文化元素在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创新融合方式。结论 将地域文化的代表性元素融入旅游产品包

装设计中，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不断深入发掘，能够让旅游产品包装更具文化性和特殊性，丰富其形式

与内涵，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提升旅游产品的包装档次，拓展旅游产品的现有市场，推动旅游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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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to Packaging Design of Tourism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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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which the 
tourism products as an indispensable form of existence have also started the attempt of innovation. The work aims to ex-
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tourism products. By focusing on tourism 
products, from a new direction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and with regional cultur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with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urban culture and national culture as the foothold, effective ap-
plication paths were summarized and explored in-depth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aesthetic,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ideas, 
to explore innovative methods of integrating regional culture elements in the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Incorpo-
rating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can make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more cultural and particular, enrich its connotation and 
forms, and to a larger extent, improve the grade of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develop the existing market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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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的普及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

一样的美好体验，同时促使人们的各种需求被不断提

升。从这一层面看，旅游产品作为旅游行业中的一大

支柱，其在现实旅游体验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尤

其在同质化现象严重的同类产品包装中，个性化、地

域化的包装更加能够突显旅游产品的独特性和旅游

景区的文化性。这是因为在不同的地区，旅游文化产

品有着不同的特点，其主要受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

民族特色等因素的影响，多渗透着当地的代表性物质

与精神文化，不仅让包装的外观十分吸引人，而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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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上实现了内容与形式、内涵的统一，给游客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北京地区的旅游产品包装，多以

天安门、故宫等标志性建筑为代表性元素，说明旅游

产品的包装设计与地域性的文化元素融合有着极强

的应用价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不仅可以提高旅游产

品的附加值，促进消费，带动景区旅游经济的增长，

而且可以提升本地文化，塑造地区形象，除此之外，

还能让游客感到人文关怀。以山西省运城市盐湖景区

为例，结合其旅游产品包装的实际不足与创新思路，

就地域文化在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融合路径展开

深入探索。 

1  盐湖景区旅游产品包装现状及主要问题 

盐湖景区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该景区是全国有名

的盐产地之一，也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

一，于 2008 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由于其盐含

量类似中东的“死海”，人在水中可以漂浮不沉，所

以被誉为“中国死海”[1]。景区依托独特的盐湖资源，

着力打造“死海漂浮、黑泥养生、温泉水疗、矿盐理

疗、盐雾清肺”等旅游精品项目，结合现代养生新理

念，研发出了国内唯一的黑泥系列化妆品和盐雕，以

及矿物盐理疗袋等特色旅游产品。 
社会的进步和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

着人们的需求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旅游产品包装

的要求也更加多样化。好的旅游产品包装就像是一个

地区、一个城市的名片，它以一种视觉符号的形式与

产品相呼应，与文化相融合，是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2]，

其独特的设计创意可以潜移默化地传播地域文化，还

能带动旅游景区的经济增长。盐湖景区虽然拥有众多

的特色旅游产品，但是其原本大众化、类似化的包装

设计因缺少个性化、地域化特征，已不能满足人们的

现实需求与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盐湖景区部分产品

包装设计见图 1。 
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实用性差，制

作不严谨。旅游产品的包装没有得到管理者的足够重

视，一些特色产品包装工艺粗劣，材质档次低下，包

装较为简陋。二是形式单一，文化特征不明显。盐湖

景区的旅游产品包装并没有很好地展现地域文化，也

没有挖掘到独特的视角，整体的包装大多是统一的盒

子，上面没有具体的产品和地域文化的介绍，只是简 
 

 
 

图 1  盐湖景区部分产品包装设计 
Fig.1  Packaging design of some products in  

Salt Lake scenic area 

单的一些景点名称，毫无特色的单一形式让游客的购

买欲望大大降低。三是缺乏创新，设计感不足。从现

实情况看，景区内很多旅游产品包装存在抄袭现象，大

同小异甚至完全相同的包装缺乏新鲜的元素，很难成功

吸引游客的注意力，甚至会降低游客原本的购买欲望。 
面对上文出现的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地域文化特

征不明显，缺乏创新等若干问题，盐湖景区旅游产品

的包装设计有必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土，深度挖掘

地域文化内涵，剖析与盐湖景区有关的河东盐文化设

计符号。并且以此构建河东盐文化与旅游产品包装设

计之间的信息桥梁，丰富其形式与内涵，从而在更大

程度上提升旅游产品的包装档次，拓展旅游产品的现

有市场，推动盐湖景区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河东盐文化设计符号归类整理 

文化符号是一个地域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文

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形式[3]。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

文化符号。当人们说到故宫的时候，就会马上想到北

京，同样，提到山东，就会马上联想到泰山。因此在

设计旅游产品的包装时，要挖掘与整理当地历史文化

发展脉络，准确定位地域文化符号。 
运城市古称“河东”，从嫘祖养蚕、舜耕历山、

后稷稼穑等传说故事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

安邑”的史料记载，无不印证了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坐落在河东大地上的运城盐池，经过千

百年的星移斗转，以其历史悠久、底蕴丰厚、丰富多

彩的盐池文化，为河东文化描绘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参考大量河东盐池文化的历史文化资料并实地走

访后，从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个层面深入挖掘与

剖析河东盐池的社会、自然、人文环境，构建河东盐

文化的设计符号系统，并运用于盐湖景区旅游产品包

装设计中，与旅游景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形象相融

合。河东盐文化的设计符号系统见图 2。 

3  河东盐文化融入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策

略探索 

对于旅游产品而言，首要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

化特色，同时应用巧妙的创意将当地文化在旅游产品

当中体现出来，是创造受欢迎产品的关键因素之一[4]。

运城盐湖景区依靠得天独厚的盐池文化，打造了成熟

的旅游产业。结合河东盐文化独有的文化审美特征，

将众多文化符号融入到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对其进

行艺术化处理与创新，真正赋予旅游产品更多的现实

意义。下面主要从四方面进行河东盐文化与旅游产品

包装设计的融合探索。 

3.1  自然景观特色的挖掘 

我国地域广博，并且在不同的地区总是存在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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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河东盐文化的设计符号系统 
Fig.2  Design symbol system of Hedong salt culture 

 

 
 

图 3  七彩盐湖 
Fig.3  Colorful Salt Lake 

 

 
 

图 4  盐湖景区盐皂包装设计 
Fig.4  Packaging design of salt soap in Salt Lake scenic area 

 
同的地理特征，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十分迅猛[5]。基于

此，在设计旅游产品的包装时，设计师需要适时地结

合当地地理景观特色，通过挖掘与应用其形式和内

涵，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的包装，让其艺术价值和经

济价值得到双向的提高。运城盐池总面积达 132 km2，

南临中条山，因位居黄河以东故被称为“河东盐池”。

池内盐田分布均匀，四侧滩水烟波浩淼，波光粼粼，

曾被田汉先生赞为“千古中条一池雪”。七彩盐湖见

图 3。每年夏天，随着温度的升高，盐成分和含量的

不同，以及盐水昆虫和各种藻类的快速繁殖，不同大

小的盐池呈现不同的颜色，因此盐池又被称为“七彩

盐湖”。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景观特色。盐

池色彩斑斓，有同类色的天然色系，也有色彩冷暖的

对比；池畦间形成的点、线、面不仅有大小的对比，

也有形状的变化，这些都是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可采

用的典型地域特色的设计元素。 
盐湖景区生产的死海盐洁抑菌香皂包装设计选

用了七彩盐湖俯瞰图，通过对元素提取、归纳、再设

计的艺术化设计手段，将其丰富多彩的色彩与形式各

异的图案作为设计符号，创新地运用在产品外包装

上，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既丰富了包装设计的内

容，增强了设计形式感，又很好地展示了“七彩盐湖”

的自然景观特色，促使该款旅游产品包装具有浓郁的

地域特色，实现了更好的艺术价值。盐湖景区盐皂包

装设计见图 4。 

3.2  神话传说的古为今用 

运城盐池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许多丰富

多彩的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内涵丰富，特征鲜明，表

达了人类美好的人生理想，以及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

求，体现了盐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和对国家政权举

足轻重的作用[6]。在众多传说中，以蚩尤血化盐池、

神牛造盐池、舜帝奏南风歌等 为经典，将神话传说

的代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精神内涵等有价值的文

化元素提取出来，并融入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能使

产品包装的地域性更加突显，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并

在不知不觉间延续河东区域文化的价值，无形中促进

盐湖景区旅游行业的发展。 
旅游产品的包装设计实质上是文化的设计，是一

种与时代共存的“综合体”。一款好的旅游产品包装

设计应同时涵盖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并且两者应相

互作用、相互渗透，只有物质功能的设计没有灵魂，

只有精神功能的设计没有实用价值。这款奶盐霜包装

就十分精巧地将盐池神话传说中的文化符号进行了

艺术性的设计创新，效果十分理想，见图 5。传说，

舜帝于盐池之畔，抚五弦之琴弹唱《南风歌》，曰：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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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盐湖景区奶盐霜包装设计 
Fig.5  Packaging design of milk and salt  

cream in Salt Lake scenic area 
 

以阜吾民之财兮”[7]，歌颂大自然的南风，助万物生

长，替民解忧解愁。设计师将舜帝抚琴的形象剪影、

南风歌的歌词内容用叠加的手法置于盐皂产品的外

包装上，内容和形式上的艺术化处理以其丰富和自然

的艺术效果抓住人们的眼球，让游客一看到产品就会

联想到盐湖景区的旅游体验，想起旅游中经历的快乐

时光。这种运用具有突出性和个性化的文化符号给予

了旅游产品包装非常强烈的地域特色，既潜移默化地

将河东盐文化精神融入了受众的审美与情感中，又刺

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达到经济创收与文化传播双

丰收的目的！ 

3.3  传统制作工艺的展示 

河东盐池是世界上 早实行人工利用天日晒盐

法的地方[8]，至隋末唐初，盐池逐步从“天日晒盐法”

转变为“集卤蒸发、过‘箩’调配、储卤、结晶、铲

出”的“五步产盐法”，这是盐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重

大进步，也是中国盐业生产史的一个划时代标志，该

技艺 2014 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盐湖景区旅游产品包装中，将传统制盐工艺的

步骤、劳作图式作为设计符号，也是提升景区产品包

装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石刻《河东盐池之

图》图文并茂地记载了明神宗万历年间运城盐池采用

“五步产盐法”生产的场面[9]，画面中众多盐丁手持

各式工具，或戽水，或捞采，或扫集，或担挑，或对

坐小息，神态各异，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10]。

此款黑泥面膜包装利用品牌系列化设计策略，借鉴 
 

《河东盐池之图》中 为精彩的盐工劳作图式，提取

不同的劳动动态，选用单色块面表现的形式，运用于

不同功效的面膜包装中，赋予包装不同的色彩，这样

既区别了产品的种类，又形成了统一的视觉效果，在

强化地域文化的同时，还强化了产品的吸引力和独特

性，助力旅游产品包装的升级。如盐湖景区面膜包装

设计，见图 6。 

3.4  民族文化特色的传播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较为独特的历史，并在历史的

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是一个民

族历史及文明的体现，因此，在设计旅游产品包装时，

应强调旅游城市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使当地特色

文化在旅游产品的包装设计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8]。

关羽，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蜀国名

将，因其骁勇善战、忠义仁勇，在他去世后被民间尊

为“关公”、“武圣”、“财神”。关公文化是一种传统

的民间信仰文化，它所体现的“忠、义、仁、勇、信”，

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准则不约而同。旅游产品外包装设计是地域、民族文

化与游客之间的桥梁，是行走的艺术品，关公红脸、

长髯、蚕目、身着绿袍的独特形象与他手中的青龙偃

月刀、胯下的坐骑赤兔马，以及与他有关的夜读春秋、

刮骨疗伤、败走麦城等典故，还有关公精神等都是这

一民族文化的符号，将这些文化元素与本地的旅游产

品包装设计相结合，不仅可以丰富设计内容，增强画

面设计感，同时还具有融合教育、传播民族文化的功

能。通过产品的销售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能促进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盐湖景区旅游产品按摩盐的包装应用了关公造

像的红脸、长髯、蚕目元素，见图 7。其设计独辟蹊

径，以高度提炼的抽象形象突出关公的造型特点，给

游客想象的空间，不仅没有降低关公形象本身的“韵”

与“味”，还以更加独特、大胆的形式形成了一种品

牌效应，让游客看到之后就在内心自然地生出喜爱之

情和难以言说的亲切感，从而达到高层次的情感共

鸣，让产品的品牌得到了有效的展示和宣传。尤其是

每当游客看到关公的脸谱，其内心必然会联想到产品

和所蕴含的关公文化精神，这不仅能为游客增长知 

 
 

图 6  盐湖景区面膜包装设计 
Fig.6  Packaging design of mask in Salt Lake sce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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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盐湖景区按摩盐包装设计 
Fig.7  Packaging design of massage salt in  

Salt Lake scenic area 
 

识，了解景区文化底蕴，而且是传播地域、民族文化

的有效途径，是对其进行展示和发扬的关键路径。 

4  结语 

经济的发展促使旅游行业不断发展，反之，旅游

行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两者相互依

存，紧密联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11]。在旅游业的推动下，旅

游产品包装设计作为其不可或缺的存在形式，有了更

高的设计要求和更广的发展空间，其设计效果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产品的销售和影响力。因此在旅游

产品包装设计中创造性地利用特色优势文化资源，找

准以代表性、独属性、特色性为标志的地域文化符号，

对其进行内涵与外延的重新定义和诠释，设计出符合

时代特征的产品包装，增添一些耐人寻味的内涵和审

美情趣已成为设计师必须重点思考的内容。结合当前

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的种种缺陷与不足，必须从实际

出发，从游客的审美和情感出发，结合地域文化中的

经典元素，以艺术化的手段进行创新和实践，设计出

风格鲜明、地域文化特点突出、内涵丰富的产品包装，

借助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去拓展更广阔的消

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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