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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祈福文化源于中国传统祈禳文化，在众多出土文物上也呈现有祈福观遗痕。而伴随着文旅

融合的推进，祈福活动逐渐朝向地域民俗化和旅游体验消费方向发展。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为例，已

连续成功举办多年“金沙太阳节”，打造成为融入古蜀祈福祭祀的一项著名节事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推

进将节事向日常园区游览的文化消费演进转化。方法 以打造金沙祈福文化及其祈福文创商品为设计实

务案例，剖析旅游场域构建祈福文化的特征，在祈福文化基因和实施条件的基础上，立足于用户体验要

素模型进行祈福文化的体验设计与创意实践，并对祈福文化体验的发展进行展望与反思。结论 一方面

博物馆借助祈福活动提升文化消费的体验品质与精神文化底蕴，另一方面通过祈福文化的 IP 挖掘和构

建促进博物馆自身的品牌树立，增强与城市旅游、地域文化等相融合的文博事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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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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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e of praying for blessing origin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praying for happiness. 

There are also traces of praying views on many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With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

gration, praying activities gradually develop towards regional folklore and tourism experience. Taking Chengdu JINSHA 

Museum as an example, it has successfully held the “JINSHA Sun Festival” for many years, and take this as an opportu-

nity to promote the festival activities of praying for blessings and sacrifices in ancient SHU and the evolution direction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daily park tour. Taking the creation of the Jinsha blessing culture and blessing cultural and crea-

tive products as design practical cases,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aying culture in the tourism 

field, and based on the user experience element model and the blessing cultural genes and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to 

carry out the experience design and creative practice of praying culture, and prospect and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lessing cultural experience. On the one hand, museums can enhance the experience quality and spiritual culture of cul-

tural consumption with the help of praying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IP mi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raying 

culture, museums can establish their brand,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vitality of cultural and museum industry inte-

grated with urban tourism and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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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祈福文化源自中国祈禳文化的时代性与生

活化演进，以及传统“福文化”的习俗化与消费化的

发展传承。基于消费行为的祈福文化，祈福内容实用

具体且形式多样，交换性质较强，关联送礼文化，不

属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行为[1]。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愈

发增多的文化景区和创意园区开始着手打造和大力

发展祈福文化，将其作为比较突出的旅游体验触点来

连接文化属性与旅游消费，让文博旅游既能彰显文化

底蕴同时又能大力提升心境体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以下简称“金沙博物馆”）近年来通过连续 12 届

举办“金沙太阳节”，再现 3000 年前古蜀祈福祭祀大

典，成功地挖掘了古蜀文明中的祈福文化。为了进一

步彰显和丰富具有金沙特色的祈福文化，探寻契合当

下文旅融合业态的祈福符号体系，博物馆开始通过创

意设计摸索基于园区环境和旅游要素的祈福文化体

验构建，在文化创新性转化上促进地域文化与文博旅

游的融入。 

1  旅游场域中的祈福文化特征 

1.1  地域性和习俗化 

文旅语境中的祈福文化本质起源于祈禳文化。祈

禳文化向习俗化发展是传承与变异的必然，它淡化了

祈镶文化的神秘性和神圣化，使之成为与迷信分离的

惯习性行为[2]。在习俗化过程中，一方面祈福文化脱

离了宗教色彩逐步完成世俗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转变，

另一方面充分糅合包含民族、仪式活动、地方风俗的

地域性完成本土化的民俗文化的置入。因此，祈福文

化的地域特征差异比较明显，不同的地域会滋生与演

进出形式各异的祈福文化特征，中国西部地区典型的

祈福习俗举例见表 1。随着旅游过程中地方文化要素

影响的凸显，祈福习俗成为体验旅游当地风土人情和

民风民俗的重要途径。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反向助推了

地域性祈福文化的民俗特征强化。金沙博物馆针对古

蜀人对太阳神的信仰和祭祀风俗进行挖掘，向祈福民

俗文化的旅游项目转变，正是基于当下游客对文化体 
 

验度需求持续增加的文化创新方案。祈福文化的地域

性特征增强了旅游项目的特色性，习俗化则体现出文

化民间传承的根源性与延续性。 

1.2  赋予性与符号化 

祈福体验必须扎根于主体愿望式或祈求式的内

心活动，即存在着主体对祈福内容形式的赋予性表

达。而祈福活动除了心灵祈祷和祝福以外，又往往通

过一定的文化载体和祥瑞文化符号来体现[3]。人们将

心中的祈福信念转化为可视化的物什、纹样、文字、

数字、图案、材质等，逐渐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祈福符

号体系[4]。因此，内心祈愿心理的外在性表达成为一

种驱动力，不断传承并推动“祈福观”相应的视觉符

号体系发展。当这种传承逐步成为一种范式或形制，

则可以促成该祈福符号获得普遍性认可，并慢慢固化

为某种观念与文化传统。这些祈福文化符号就被传承

式地赋予了神圣或祥瑞意义，符号与意义形成对应关

联。通俗地讲，即祈福是心灵层面的慰藉活动，需要

借助一定符号化载体来表达。古蜀人的祭祀祈福，主

要依托鹿角、象牙、鸟图腾等作为祈愿符号载体。祈

福文化被一定程度上世俗祈求泛化后，当今的祈福符

号更为多样庞杂，诸如钱币、同心锁、孔明灯等物什

都具有了精神或愿望表达载体属性，祈福文化的主动

赋予性特点更加地明显。 

1.3  个体性和情感化 

数千年来传统意义上的祈福活动不仅覆盖了国

家政治活动乃至意识形态，而且涉及了千万民众生活

的各个领域与生活细节，占据了老百姓不可忽视的精

神层次情感需求。而当代民间祈福观更趋于一种精神

寄托的情感化愿望表征，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

象。祈福活动往往具有明确的意指，无论以什么形式

出现，均表达人们祈求福泽、希望幸福安康等各种美

好愿望[5]。而旅游消费动机下的祈福活动，更具有了

在祈求内容基础上的个体情感表达特征，诸如求财求

子、求姻缘等更加世俗化和私密性的生活渴望倾诉。 

表 1  中国西部地区典型的祈福习俗举例 
Tab.1  Examples of the typical blessing customs in western China 

地区 祈福对象 祈福习俗 载体形式 

四川—成都 太阳神、古蜀祭文 浮沉、瘗埋、燎祭、血祭 象牙、鹿角、金面具 

云南—腾冲 灶神、“天”、玉皇天尊、“门神”

“土地神”“水洞” 

供奉食物、点香烛、烧大宝金

钱、贴春联 

门、食物、纸钱、蜡烛 

西藏—中部农区 

（藏族） 

亚 拉 香 波 神 山 、 冈 仁 波 齐 神 山 、

山神  

问答歌、煨桑、看花节、转山、

朝山、建嘛呢堆、烟祭（白祭）、

血祭（红祭）、酒祭 

山、牛、羊、马、树、石器

宁夏—黄渠桥镇 龙王、“桥神” 唱戏、放鞭炮、道士施法 “龙头”石雕、黑山羊 

广西—凌云 

（瑶族） 

玉皇大道、九幽佛、救苦菩萨、朱

凌菩萨、太清公、上清公、玉清公 

悬挂画报、唱经、跳舞、烧香、

烧纸 

全猪、鸡、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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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体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则成为增强旅游互动

性和精神性的重要基础，强化旅游体验在心理层面的

响应。而旅游体验是游客在对旅游产品和服务认知的

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情感反应，旅游体验的特点是个体

性强、参与性高、综合性广[6]。旅游消费中具备响应

这些内心愿望需求的情感表达，则成为旅游特征祈福

文化的体验定制设计，并从节日短时消费向旅游日常

消费过渡。基于此，金沙博物馆摸索推动太阳节上短

暂的祈福活动向遗址园区中的常态祈福活动进行衍

生和项目打造。 

1.4  场景性和仪式化 

中国古代自然神祇祀典自成体系，具有完整且繁

复的礼规特点。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典型代表

的古蜀文明提供了围绕神祇祭祀的众多精美文物，并

呈现出极具蜀地特征的精神文明。这些文化物证恰恰

又可以为旅游祈福项目打造提供在一定场景还原基

础上的丰富想象。在此过程中，将礼规特点中的规矩

规训进行淡化，充分结合场景性旅游条件提取仪式化

的活动要素，促成旅游祈福活动的祈福文化在仪式化

旅游消费行为中完成体验。不仅仅是祈福文化，主题

性文化活动与旅游消费结合过程中都呈现了明显的

场景性和仪式化特征。而祈福活动由于其历史渊源

性，仪式化活动过程往往在旅游休闲属性上增加了庄

重与敬畏气氛。这些气氛的营造既是源自祭祀礼规约

束延续的体现又是源自精神内心活动的使然，当然也

离不开针对性特殊场景的营造。因此，旅游场域祈福

项目中的祈福文化物证不仅仅是祈福内容物，还应包

含基于活动形式的物化见证与实施场景。 

2  金沙博物馆祈福文化基础分析 

金沙博物馆要将祈福文化与旅游体验更加充分

地融合，需要把春节期间的“金沙太阳节”古蜀祈福

祭祀场景表演活动往常态化的旅游活动项目打造。一

方面进一步强化古蜀祈福的文化独特体验，另一方面

有效利用自身园区广阔面积，把鹿苑这一目前相对比

较孤立的体验项目与古蜀文明进行有机结合，实现文

旅融合的发展推进。 

2.1  文化基因 

古蜀社会发达的原始信仰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

祭祀仪式，透过这些仪式活动的物化遗留可窥探古蜀

人的精神世界[7]。自从金沙遗址的祭祀坑发现以来，

古蜀文明被笼罩上了一道神秘光环，以“太阳神鸟金

箔”为代表的精美金器的出土，呈现了古蜀人对太阳

的崇拜，也是古蜀人祭日迎日活动的具体体现。金沙

博物馆在打造“金沙太阳节”的背后具有独特的文化

基因解读，同时也充分挖掘了古蜀文明的当代价值，

借鉴欧美流行的嘉年华概念，以阳光、和谐、希望和

新春祈福为主题，纳入各种演艺和游玩互动的亮点。

“金沙太阳节”成为极具成都城市文化特色的新春游

园活动，成功地将新春祈福与旅游节事形成互促联

动。但与此同时，祈福文化也伴随节事特征无法形成

更为持久和常态化的文化现象。此外，金沙遗物出土

背景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浓厚的祭祀色彩，目前只

有较少文物得以向器物祈福表征符号进行转化。 

2.2  场地因素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可谓具有得天独厚的场地

条件，为丰富文博旅游形态提供了绝佳的景区优势。

首先是博物馆营造景区面积开阔。整个园区占地面积

近 460 亩，建筑面积 38000 平方米。其次是景观类型

丰富。成都的摸底河自西向东从园区穿过，两岸的河

岸风光构成了博物馆的横向景观轴。环绕在博物馆遗

迹馆和陈列馆两个馆场建筑周围的园林区，包括有由

金沙遗址以及成都地区出土近百根巨型乌木组成的

乌木林、由大型玉石及若干小鹅卵石组成的玉石之

路。而本次重点进行祈福文化提升的鹿苑，则在仿茅

草房与柴扉四周分布有四季青葱的竹林与草地。“金

沙太阳节”正是基于出色的场地条件基础营造了颇具

金沙文化特色的游园嘉年华，也使得场面宏大、仪式

繁复、风貌独特的新春祈福古蜀祭祀的表演活动得以

开展，让游园游客置身于祈福活动场景之中，形成祥

瑞的场地气氛。“金沙太阳节”古蜀祭祀祈福场景见

图 1（图片摘自网络）。相比较而言，金沙鹿苑除了

传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以外，尚未充分

围绕祈福文化进行相应氛围与场景的营造。 
 

 
 

图 1 “金沙太阳节”古蜀祭祀祈福场景 
Fig.1  Sacrificial rites and blessing scenes in ancient SHU on the “JINSHA Su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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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创业态 

整体来讲我国目前围绕祈福文化进行文创商品

的开发还比较单一，诸如同心锁、许愿牌的商品形式

的设计提升非常欠缺，甚至尚未脱离载体商品主体本

身，谈不上创意创新，更缺乏多业态的开发联动。目

前我国文博系统内专注于福文化相关文创开发的代

表是恭王府。恭王府一直聚焦于“福文化”打造，除

了为数众多的文创商品以外，还在其园区内通过与祈

福消费结合，坚持把“福文化”做精、做广。恭王府

坚持以“福”为源进行演绎，截至 2019 年，已研发

系列产品 2000 余种带来了巨大收益[8]。因此，祈福

文化需要和文化消费结合，促进旅游消费提高文化内

涵与文化体验。目前，金沙博物馆作为门票收费的国

家一级博物馆，富有突出的景区景点属性，并且对于

成都的文博旅游而言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正在探寻

丰富祈福文化的文创业态。“金沙太阳节”的演艺活

动、游园活动是影响最大、游客反响最好的消费形式，

但依然受限于消费时长的发展。而在现有金沙文创商

品体系里，与祈福文化沾边的只有首饰饰品可以形成

日常消费，品类偏少，缺乏彰显和强化金沙祈福文化

元素的多元的文创商品品类。“金沙太阳节”连续多

年精心打造成为了金沙文化体系的子品牌，富有金沙

烙印和古蜀渊源的祈福文创多业态体系还有相当大

的发展空间。 

3  祈福文化的旅游体验要素构建 

根据 Jesse James Garrett 提出的用户体验要素模

型[9]，可以更加清晰地梳理金沙博物馆的祈福文化元

素并纳入旅游过程进行更加合理地全局性设计思考，

“金沙祈福”体验要素模型见图 2。如同“金沙太阳 
 

 
 

图 2 “金沙祈福”体验要素模型 
Fig.2  “JINSHA Blessing” experience element model 

节”的成功打造，将祈福文化注入强烈而独特的金沙

文化基因，形成“金沙祈福”的文化体验和文旅品牌，

在着力丰富产品供给的同时提升文化消费的体验品

质和文化底蕴，并与城市文化形象、地域民俗文化相

结合。 

3.1  战略层：祈福品牌 

祈福文创的创新路径可以从博物发展的战略层

高度进行思考，从祈福文创发展为博物馆的祈福类文

博 IP，并进而再构建出以祈福文化为内核的文化体验

基石。博物馆 IP 授权已经成为当前博物馆文创发展

的主流模式，博物馆 IP 授权的实质在于文化资源产

权交易，通过藏品的产权确认、物权处置、版权授权

等交易流程呈现出来[10]。广义的文博 IP 资源不应囿

于馆藏文物，博物馆的 IP 是其对自身拥有的财产的

具象化[11]。因此，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财富均可对

应成为博物馆自身的 IP 资源。尤其是无形的财富，

诸如传说故事、认可口碑、形象认知等方面，其知名

度的提升难度也远远大于具有实体形的文物。对于金

沙祈福文化而言，从祈福文化体验发展到文化印象的

建立，并进而到对应祈福观的树立还需要比较长的过

程，有必要从发展战略高度思考博物馆自身的发展。

一方面要有效依托和借助于博物馆馆藏文物所承载

的祈福文化渊源及其传奇色彩，另一方面要通过新媒

体传播渠道与手段来策划和推广祈福内涵与传统底

蕴，此外还需要不断丰富文创商品体系和节事项目。

无形的祈福文化终究要向有形的符号、载体内容、行

为活动进行转化，将祈福 IP 打造与博物馆品牌形象

形成高度关联性。祈福文化的广泛接受度和参与性又

可以为博物馆品牌注入多元活力，通过与民众息息相

关的祈福民俗促进博物馆无形文化的活态传承，助力

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对于单一博物馆自身发

展而言，需要将品类化的文博体验 IP 打造与整个博

物馆品牌构建进行链接。博物馆的品牌化发展道路是

当前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正在实践和努力探索的新

阶段。 

3.2  范围层：祈福主题 

文化体验战略层的落实，需要由规划层向执行层

进行扎实推进，促使设计实务逐一落地。体验要素模

型中的范围层首先需要明晰体验设计目标，即将“金

沙太阳节”上的祈福文化向日常旅游消费活动进行演

变，实现祈福文化的消费化、常态化和特色化。其次

在祈福主题和表征内容上围绕鹿苑进行针对性文化

提炼。一方面金沙祭祀区出土的遗物中，一大类为牙、

角堆积，其中有大量鹿骨、鹿角[12]。由此可见，鹿及

其相关制品是作为金沙祭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另一方面，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代以为瑞应[13]，故

在老百姓心目中是祥瑞化身。此外，金沙博物馆的鹿

苑还承载着针对亲子游的游客群体开展喂养梅花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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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项目，为儿童灌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育观

念。并且，经专业饲养员的引导，鹿苑中饲养的一部

分小鹿会外放到周边进行散步和吃草，也加强了鹿与

园区的互动。如同日本奈良喂鹿成为众多游客造访的

重要吸引力。不仅仅是鹿形祈福牌，围绕与鹿的互动

还可以进一步打造瑞鹿祈福系列商品，同时也可以丰

富祈福文化的多元业态。在金沙的祈福文创项目实施

过程中发现，祈福主题不宜被泛化，且应该与博物馆

自身的馆藏文物 IP 体系形成强映射关系，才能让祈

福体验更易形成心流。此外，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祈

福主题也不应囿于文化认知层面，它需要充分与旅游

产业链消费要素进行嫁接。一方面，祈福主题增加了

旅游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和更多元的消费体验；另一方

面，旅游产业链的介入可以让祈福文化得以更广泛地

宣传，以及得到游客以消费的形式更深入地参与。对

于博物馆来讲，通过祈福主题也可以形成周期性、节

事性的影响力拓展，而博物馆品牌化构建的道路也不

能缺少借助主题性节事活动的营销策划，两者相辅相

成可形成互为助力态势。 

3.3  结构层：场景营造 

在结构层探讨祈福文化体验设计是进入执行层

面的实施。祈福主题需要进一步夯实节事活动场景搭

建基础，创新场景供给的方式。和“金沙太阳节”一

样，“金沙祈福”同样可以纳入节事设计（Events 

design）进行体验架构。节事中的所有体验不是某种

简单的活动，抑或置于某些单一的场景，它应是一个

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体验事实上是活动的许多组成

部分和场合的一种组合，这些组合应该被有意识地用

于设计创造节事及其环境[14]。因此在对鹿苑、竹林与

草坪的场地条件进行分析后，针对框架层实现目标进

行场景重构，结合各种场地限制条件进行祈福场景设

计。（1）场地方面。对祈福园区与鹿苑柴扉关系进行

分析，对游客引流、动线、功能分区进行规划，对原

本荒废的草坪场域进行利用、改造和升级，金沙祈福

园区的场地分析见图 3。（2）场景方面。对鹿苑草坪

进行“金沙祈福园”场景营造见图 4，一是地界竹林

带搭建祈福廊，实现祈福互动；二是场地中央放置结

合了“太阳神鸟”标识的雕塑小品“LUCK@金沙”，

实现游客打卡纪念功能；三是鹿苑小道旁设置门廊，

实现人流吸引与分离。（3）设备方面。引入“文创新

零售”概念，放置售卖祈福牌的无人零售机，在开阔

户外场地实现 24 小时售卖。（4）氛围方面。一是通

过红色营造喜气幸运之气象，并利用祈福廊的红色与

草坪的绿色进行视觉对比冲击；二是进行灯光设计，

通过暖色泛光源分布、草坪中央树木上繁星式点光悬

挂等方式实现夜间灯景的打造。祈福场景设计是属于

整个祈福文创项目落地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塑造祈福

表征和实现引导消费的基本结构。由于“金沙太阳节”

除了白天的各类表演以外，还囊括了晚上的灯会游园

活动，消费时长长达 14 个小时，显著区别于一般的

博物馆开放时间，所以祈福场景营造还需要充分利用

金沙的遗址园区面积优势，结合“夜间经济”进行专

门的灯光铺设，并融入晚上的灯会游园活动氛围，将

灯会场景与祈福场景进行交融、夜间消费与祈福消费

进行结合。 

3.4  框架层：仪式互动 

祈福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程序和场面的动作，是

颇具仪式感的情感外化过程。而融合于旅游消费过程

的仪式性则需要给以适当地简化，区别于民间传统祈

福仪式中规训的严肃感。即一方面鼓励游客参与互动 
 

  

a 场地尺寸与引流分析 b 人流动线规划 c 场地功能分区 
 

图 3  金沙祈福园区的场地分析 
Fig.3  Site analysis of JINSHA QIFU Park 

 

   
 

图 4  对鹿苑草坪进行“金沙祈福园”场景营造 
Fig.4  The scene of “JINSHA Praying Garden” was built on LUYUAN gras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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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祈福活动，另一方面形成个人愿望的表达完成移

情置入。基于消费动机的祈福观往往保留一定功利痕

迹的心态，整个祈福活动应在一开始就将仪式感塑造

和互动参与设定纳入流程设计中。针对参与性和纪念

性的双重消费目的，金沙祈福牌的设计采用了可分离

的多层结构，游客将个人的愿望或祈求可写可画于祈

福牌之上，然后现场分离出其中一块作为“挂牌”悬

挂用于祈愿表达祝福，而另一块则作为“存根”可用

作包挂、车挂等挂饰来使用，留作祈福的纪念。并且

包装盒内配以两套红绳和金色小铃铛，当各自悬挂

时，寓意铃声的祈愿述说与时空呼应。因此，祈福牌

不是孤立地仅仅设计一个悬挂牌块的形态，而是以文

创商品的理念为基础，将祈福活动的仪式感表述一并

纳入设计考虑中。在祈福活动框架的搭建中，祈福牌

只是终端消费品的表现，其背后是祈福互动行为逻辑

的设定。因此，祈福文创的设计在终端消费品呈现的

实体商品背后，是架构于实现祈福愿望的参与式消

费。这点与有着纪念意义取向的一般文创商品有着显

著不同，仪式性与互动性特征应该纳入整个设计过程

中并进行前置化的考虑。抛开这两个特征的祈福文创

设计，在商品层面的文创消费吸引力将大大削弱。 

3.5  表现层：文化符号 

祈福文化通过祈福文创面向终端游客和消费者

的时候，最直接的体验触达必须借助于表现层相应的

符号体系。而博物馆祈福文化符号的设计供给一方面

充分考虑风俗习俗和大众群体对祈福的文化解读，另

一方面设计过程又需要对接文创商品开发创新路径。

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借助谐音生

发语言意象，经由符号的过渡，达致物化的象征，民

间“祈福”文化采用语音借代的方式，具有约定俗成

的性质[15]。金沙博物馆在打造“金沙太阳节”的过程

中充分运用了馆藏“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箔的“太

阳神鸟”纹饰与太阳之间紧密的图腾符号关联，以及

太阳崇拜的符号寓意。本次祈福文化提升的主要场地

依托于园区内的鹿苑及其周边草坪地带，因此，在著

名的太阳神鸟纹饰基础上，将“鹿”与“禄”、“葫芦”

与“福禄”的谐音关联运用于具体的祈福牌形态和纹

饰的创意设计上，力求避免目前市面上一般祈福牌块

状的单调造型。金沙祈福牌的造型创意见图 5，在祈 
 

福牌的设计过程中，特别重视对金沙文物符号的提取

逻辑。在造型形态方面，充分遵循古蜀人对鸟图腾的

崇拜以及呼应鹿苑的场景。古蜀人认为鸟是沟通天地

人神的使者，而祈福牌的设计可以让这种崇拜观通过

挂树梢的过程，在祈福过程中动作序列中与之形成回

响。在纹饰元素方面，金沙祈福牌造型采用的文化符

号与博物馆馆藏文物、祈福场地等形成逻辑关联，通

过多层木雕工艺设计了 3 层的“祥瑞款”与两层的“祈

愿款”。与此同时，整个祈福牌采用木质材料，又与

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观相契合。在节日时间方面，将

“金沙太阳节”节事打造为属于中国传统佳节春节假

期期间的属地化民俗活动，该文创商品系列的色彩选

择需要与节事氛围契合，故在红色传递幸运的中国传

统色彩取向上，融入金沙的典型文化寓意的金色色

调。即从造型符号、纹饰符号、材质语义、色彩寓意

4 个具体的文化体验触点对金沙祈福文化符号进行创

意的视觉表现。 

4  展望与反思 

4.1  展望：构建祈福文化体验的系统 

通过体验设计的方法让祈福文化构建形成颇具

影响力且具有较高参与度的“祈福文创”体系，主要

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祈福文化场景、祈福文创商品

和祈福文化消费，有效增强游览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和

参与体验，提升某些景区或博物馆最具特色性的文化

IP 高度。在文旅融合驱动下，祈福文化成为构造旅游

体验独特的风景线，包括亲子游、民俗体验等，促使

文化认知与个体心境形成深度参与。在这一游览过程

中，游客不再是以“他者”的身份被动式地获取体验，

而是在某些场景和时间节点里，以“我者”的身份参

与祈福文化的共同建构。基于文旅消费行为，触发祈

福互动行为，进而从供需关系发展到共生系统。文化

价值的共生关系，意味着无论是景区还是各类文博机

构，从单一的祈福场景或点位逐步形成祈福生态圈，

完善为文化体验系统，并内化为蕴含祈福文化基因的

特色性 IP 资源。向内而言，该体验系统是基于共生

价值体系之上的，不能脱离观者的认同与参与；向外

来看，祈福文化体验系统可以有效地与旅游消费结

合，促成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变现；再拓展至外延， 

   
 

图 5  金沙祈福牌的造型创意 
Fig.5  The modeling creativity of JINSHA QIFU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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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体系的祈福文化体验系统可以与当地的城市文

脉、特色民俗形成关联性。 

4.2  反思：避免世俗异化文脉的嬗变 

祈福在形成民俗文脉之前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强

烈的世俗化和迷信化的色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诸如升官发财的索取式世俗祈愿更可能异化传统民

俗文脉的群体力量。祈福体验经济应该是对文化消费

的提质，而绝非对个人功利私欲的迎合和彰显。在祈

福文化与旅游消费产业进行结合的过程中，需要谨慎

某些单纯商业利益动机的裹挟，避免对世俗功利甚至

是迷信曲解的推波助澜，防止这种势利嬗变对优秀传

统文化基石的消解。文博机构或景区在打造祈福文化

项目时，需要回归祈福文化体验的初心，以实现文旅

融合态势下文化消费的体验品质提升、强化地域民俗

风俗特色、夯实旅游体验精神文化底蕴为目的和追

求。因此对于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博机构而言，祈福

文化体验设计还意味着探寻自身的教育责任和文化

使命：一是保护和传承与祈福习俗文脉相关的传统文

化，充分与本土化的特色性祈福民俗进行结合；二是

与时俱进地吸收绿色环保生态观等现代文明并给以

解读和宣传；三是通过旅游产业链参与到优秀的地方

文化传统和特色性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事业中；四是

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并与城市文脉精神、城市人文气

质相融合，发展成为地方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5  结语 

祈福活动已经成为当前旅游过程中游客喜闻乐

见的节事互动。祈福文化脱离传统祈禳文化和宗教色

彩向习俗化、民俗化、艺术化和旅游化方向发展。随

着文旅融合的推进，博物馆挖掘文物相应的祈福文化

内涵，并向文化体验进行转化实现“文化赋能”，一

方面既让博文旅游过程增强了精神与情感层次的体

验品质，又提高了游客的主动性参与；另一方面通过

祈福文化有助于博物馆利用无形的文博 IP 资源向品

牌化发展，让博物馆参与到地域民俗活态传承与文脉

发展的推动进程中。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通过“金沙

太阳节”将博物馆发展与成都的城市文化建设、旅游

文化消费形成了高度融合，将古蜀人祈福祭祀的文化

基因注入“金沙祈福”项目策划中，进一步探寻具有

强烈金沙特色的祈福文化体验，同时有效促进了博物

馆自身知名度提升和文博品牌的建设。与此同时，通

过文旅融合驱动，将祈福文化体验系统与特色性城市

文化形象、地域性民间民族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文化事

业发展相结合，进行文化价值的互促、共生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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