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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近年来重庆文化旅游业展现了巨大的发展前景，文化旅游产品在旅游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通过对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的现状分析和多维创新研究，对提高重庆的文化知名度、助力地

方经济发展、弘扬红色抗战文化活态传承具有现实意义。方法 针对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的现状和问

题，提出多维对策，指出提升实用功能和审美时尚性的对策，深度挖掘重庆红色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及个

性特色，为创造符合现代人审美且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的文旅产品做指导。结论 通过对重庆红色抗战文

化文旅产品设计的多维创新研究，提出将重庆红色抗战文化传承融入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中，高校根据地

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从而最终实现红色抗战文化活态传承及区域旅游经济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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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in Chongqing Red Anti Japanese War 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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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ongqing'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has shown great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of the red Anti Japanese war culture, it is of prac-

tical significance to carry forward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he red Anti Japanese War cul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ul-

tural popularity of Chongqing and help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multidimensional countermeasures, pointed out the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the practical func-

tion and aesthetic fashion, deeply excavated the tourism resourc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hongqing red Anti 

Japanese war culture, so as to guide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ducts that conform to the modern aesthetic and 

have strong reg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research on product design of Chongqing red Anti 

Japanese War culture and tour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Chongqing's red Anti Japanese war cul-

ture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ncrea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local social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ultimately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the red Anti Japanese war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duct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regional tourism economic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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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印发的文件中明

确提出了全市各地需要合理开发利用地域文化、传统

文化和民族文化等资源。红色抗战文化文创产品设计

通过塑造特色文化产业，结合创新科技和市场传播，

突出地域特色，强化品牌意识，在人文与科技融合的

条件下积极响应着党和国家的政策。 

1  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设计的意义 

近年来，红色文化旅游的热度逐年上升。2019

年红色旅游重点城市的旅游收入近 3 000 亿元，其中

文创产品收入近 800 亿。以重庆建川博物馆为例，根

据调查，其目前的年均客流量为 30 万人次/年，加上

即将开设的海军历史主题博物馆，预计疫情结束后，

年均客流量将达到 50 万人次/年，按照每人消费 100

元的文创消费量来计算，直接收益将达到 5 000 万元。

此外，通过红色抗战文化文创产品品牌引领，搭建成

熟完善的红色抗战旅游文化模块，使红色抗战文化旅

游形成产业链，并贯穿整个文创产业服务系统，将极

大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红色抗战文化作为我国的

特色，对其旅游价值进行开发是提高新时代文化自信

的重要路径，具有切实的当代价值。除此之外，城市

文明形象也可借助文化知名度来进行提升，通过对城

市红色抗战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再造，结合创新科技创

意设计、塑造文化产业品牌，使红色抗战文化资源向

当今社会消费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进行转化，这种转

化方式对城市发展旅游经济意义深远，深刻影响着城

市知名度和地位的提升、人才的吸引和外资的引进，

以及市民文化自信的树立[1]。 

2  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设计现状 

2.1  学术前沿 

在实体开发与文创品牌打造上，20 世纪 80 年代，

西方就已经开始针对博物馆、纪念馆自身特色进行创

新性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例如，美国海军博物馆专

门结合海军重要战役研发了适合不同年龄群体，种类

繁多的文创产品。英国大英博物馆结合博物馆特点，

设计制作了身披各国特色服装的小黄鸭系列产品。在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方面，孔蕊蕊[2]提出了针对冀

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革命纪念文创产品的改进措施

和优化方案；王春山[3]指出了革命类博物馆增强城市

竞争力的方式，提出了传承红色文化要以大众的文化

消费需求为导向；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课题组[4]提出

了发展红色文化的创新举措，并结合红色文化背景融

入现代设计，联合多家创意公司设计开发出了 200 多

款文创产品。刘洪[5]在他的文章中对瑞金中央革命根

据地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的传承进行了论证，从文创

产品弘扬红色文化的视角，结合国家新时期政策，阐

述了作者对博物馆发展规划的理念和见解。 

2.2  问题凸显 

2.2.1  实用与审美的脱节 

随着消费群体需求的多元化，产品的种类不断丰

富，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但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和审

美价值脱节，参差不齐的质量拉低了产品档次，产品

结构、形式和最终的整体视觉效果这些细节减弱了产

品的审美价值，但产品定价又偏高，使消费者望而却

步，因此亟须得到设计者更多的关注[6]。 

2.2.2  背景内涵的缺失 

重庆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拥有众多旅游网红打

卡点，如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的长江

索道、享有“第一个洞穴博物馆”美誉的重庆建川博

物馆、体现山城民俗风貌特色的洪崖洞、重庆“新巴

渝十二景”的磁器口古镇、穿楼而过并与商住楼和谐

共生的李子坝轻轨站等，这些重庆网红名片时刻都在

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打卡者。然

而，跟旅游打卡人流量相比，配套的文旅纪念品却享

受不了这份殊荣，没能与之共同受追捧，内涵创意的

缺失，同质化的设计，使见多识广的打卡者看不到新

奇、特色的文旅产品，况且能体现重庆抗战文化内涵

的文旅产品也少之又少。 

2.2.3  品牌意识的淡薄 

在大多数文旅产品设计中，市场关注度和竞争力

的不足还表现在品牌概念的缺失上，大都处于摸着石

头过河的状态，淡薄的品牌意识使其对统一的标识、

色彩、企业文化、文字等企业文化识别系统认识不足，

这种认知的缺乏势必影响产品规模化、品牌化的发

展，以及文旅产品后续的营销传播[7]。 

3  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设计的多维创新

实践 

3.1  实用功能性的提升 

红色抗战文化的文旅产品设计一定要关注到所

开发商品的实用价值和功能性，也就是说，满足消费

者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除此之外还需要涵盖一定的精

神需求[8]。消费者在购买文旅产品时大多倾向于选择

有一定实用功能的产品，因此，在文旅产品设计中，

产品实用功能价值开发的成功与否成为衡量文旅产

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设计人员在产品研发之初，

对实用功能的价值要给予更大的关注，加强产品的

使用功能，使文创产品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以激起

不同消费群体对文旅产品的购买兴趣，从而提高产品

购买量。 

3.2  审美时尚性的体现 

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设计的开发不仅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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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产品的实用价值和功能性，还要在运用红色抗战

文化元素时注重文旅产品的审美性，在审美性的表现

中，要紧密结合前沿时尚流行趋势，以更好地融入和

适应当今的市场。如在红色抗战文化旅游纺织品类的

开发中，设计者在设计研发时，要紧随时下的流行趋势，

及时关注、研究流行主题，有助于紧跟潮流时尚[9]。

遵循前沿时尚，才可以拥有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尤其

是年轻消费群体，这类人群对文创产品具有相对较强

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同时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更

利于产品的传播。 

3.3  视觉元素的创新升级 

3.3.1  造型创新 

文旅产品的造型设计也就是文旅产品的结构加

工方法，对其进行创新，也就是对其产品结构、工艺

加工方法、材料，以及产品的实用功能与审美时尚的

创新和再设计。设计时除了需要遵照形式美法则外，

还要综合考虑结构、材料、工艺等，以实现审美和功

能的最大化，满足消费者随着时代和经济发展而产生

的需求变化，设计出整体视觉效果上具有时代美感的

现代文旅产品[10]。重庆红色抗战文化元素是一个巨大

的系统，可以利用一些代表性的革命建筑、革命遗址

和革命遗物，来进行抽象的立体造型演变，但切记不

可生抄硬搬，应根据设计的形式美法则和功能性法则

综合考量产品造型的美观性和合理性。同时，也不能

过度脱离本真而一味地追求个性化，需要考虑到红色

抗战文化的革命精神是积极进取和奋发图强的，造型

应体现其文化背景内涵[11]。多功能夜灯产品设计在造

型方面融合了重庆地域文化元素，见图 1。红色抗战

文化文旅产品设计开发时与地域资源的融合，在提升

城市形象的同时，也使城市自豪感在当地老百姓心中

油然而生。同时，由于重庆自身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 
 

 
 

图 1  多功能夜灯文旅产品设计 
Fig.1 Design of multifunctional nightlight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的独特性，产品容易吸引具有猎奇心理和怀旧心理的消

费群体，使产品在市场推广方面获得了更多关注[12]。

夜灯设计借助了象征重庆解放的地标建筑——解放

碑的外形，结合抗战时期的煤油灯造型，下部提取火

箭底座形态，夜灯中心嵌入红色五星元素，在起到装

饰作用的同时，也表现了重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跟

随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 

3.3.2  色彩创新 

在红色抗战文化和文化旅游产品的再设计中，需

要考虑的视觉因素之一是色彩的合理运用。在产品的

色彩创新设计中，应该充分利用红色本身的视觉内涵，

利用它的视觉延续性及视错觉带来的心理感受，在文旅

产品设计的版式面积分配中，充分利用好红色文化中

“红”本身的文化背景，展现出“红色”抗战文化的

独特内涵[11]。除此之外，在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设

计中，也可以适当借用色彩纯度和明度都较低的颜色

来作为辅助搭配，从而衬托红色抗战文化中“红”的

灵魂与意义。 

3.3.3  包装材料创新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市场上出现了众多体现

现代科技的新型材料，如轻巧又易于对其进行镂空和

雕刻加工的现代树脂材料、仿金属仿木纹等仿真材

料，这些材料的质感给购买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视觉

体验，在满足当下消费群体需求的同时，更好地诠释

了红色抗战文化的内涵[13]。此外，备受文创产品设计

师关注和看好的现代低碳绿色环保材料越来越成为

红色抗战文旅产品的新宠，如一些植物纤维和碳纤维

合成的材料，因其良好的强度和可塑性，特别适用于

制作任何造型的产品，成本也大大降低，而且也容易

回收再利用，这种环保材料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多地运

用到红色文化产品设计的开发中[11]。同时，结合重庆

山城的特色，就地取材，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商

品，这些被赋予天然材质的地方特色文旅产品在销售

过程中可以拉近消费者的内心距离，让购买者有一种

身临其境、融入自然的感觉，同时也使购买者身心愉

悦，增强了购买意愿。 

3.4  产品受众的类别区分 

随着消费市场日益多元化，单一的文旅产品形式

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类别的开发也要随之进行

多元化的设计。经过长期的市场发展规律可以总结得

出，在当今文旅产品市场中，年轻消费者群体的购买

力较高，市场中潜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很低，比如中

老年人、少年儿童等群体，因此，在设计开发的过程

中，设计者需要进行详尽的市场调研，有针对性地根

据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产品需求做出不同种类、

不同形式的设计。重庆建川博物馆享有“第一个洞

穴博物馆”的美誉，其由 24 个防空洞打造的 8 个博

物馆组成的博物馆聚落构成，针对市场和受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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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防空洞、兵器、抗战文物等元素，设计师设计制

作了针对少年儿童群体的印章、徽章等抗战文旅产

品，以卡通的形式呈现，迎合了此群体的心理需求，

见图 2。 
 

 
 

图 2  建川渝趣之徽章、印章文创产品设计 
Fig.2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interesting badges and seals in Chongqing Jianchuan Museum 

 
3.5  品牌个性化的定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精神需

求不断提高，特别是对个性化产品设计的需求成为趋

势。重庆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若深入、系统、科学

地挖掘其内涵，在文旅产品设计开发时紧扣“红色”

主题，同时将红色抗战文化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相

结合，并从馈赠、收藏、把玩等角度出发，最大限度

地体现出其山城重庆特色文化内涵，并将其品牌化，

则将使红色抗战文化的文旅产品成为特色的“红色商

标”[14]。通过对重庆建川博物馆抗战红色文化的调查

分析和研究，开发出可定制的创新文旅产品品牌，通 
 

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来保护和传承，可以使红色抗战文

化文旅产品既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红色文化和原有特

色，又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从而促进地区文化产业的

发展。重庆建川博物馆的主题雕塑“冒着敌人的炮火”

矗立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鹅公岩长江大桥旁，雕塑的造

型很独特，其中一名战士手握机关枪，象征着勇敢和

胜利。通过借鉴勇敢冲锋的战士，结合兵器机械元素，

采用现代镂空工艺，设计制作了怀表文创产品，表盘

凸显了建川的“川”标志，还有五星等点 ，为建川

博物馆的品牌化定位奠定了基调，使其不仅仅是旅游纪

念品，更是一种红色抗战文化品牌化的延伸，见图 3。 

 

 
 

图 3  重庆建川博物馆怀表文旅产品设计 
Fig.3 Design of huaibiao culture and tourism products in Chongqing Jianchuan Museum 

 

3.6  新兴媒体的营销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将更多地参与生

产、互动、传播等活动，结合融媒体环境，借助互联

网平台，可以为优秀的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的更大

化传播开创出一条完善的运营渠道，通过线下的渠道

互动，来实现线上线下联合互动的立体营销传播。新

产业模式下，对于文创产品的营销模式，也提出了新

的挑战和要求，无论是体验式营销、一对一营销、关

系营销、网络营销、兴奋点营销还是数据库营销，都

给文创产品的营销方式带来了新的方法与思考，红色

抗战文化文旅产品在进行多样化的创新设计时，可以

借鉴电脑、3D 技术打印、数码喷绘等时代赋予的数

字工具，模拟印刷制作出肌理的效果，让红色抗战文

化的图形创作变得更加快速、丰富。这样的开发符合

当代社会人们的审美需求，满足快节奏的发展需要，

也增添了数字时代下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开发的

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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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庆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的市场潜力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创意产业属于商业活

动范畴，在发展的同时，也肩负着对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的使命，需要将历史文化通过艺术加工进行转化。

文化旅游产品在促进重庆红色抗战文化的活态传承、

提高特色文化产业的品牌意识、提升红色抗战文化在

人们心中的影响地位、推动文创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

用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深入挖掘重庆红色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和个

性特色文化，可以使其更好地应用于区域旅游及文化

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对重庆红色抗战文化的造型、

色彩、材质、工艺等进行分析，创作出符合现代人审

美需求的文旅产品，实现了红色抗战文化活态传承与

文旅产品创新的双赢，在创新传承的同时，也让更多

人接收到红色抗战文化的精髓，从而铭记那段被血染

红的特殊的历史岁月，收藏历史并正视历史，更加珍

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最后，高校根据地方社会经济的

发展需求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将重庆红色抗战文化传

承融入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中，可以不断提升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的潜力。 

5  结语 

通过对重庆红色抗战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研究，

针对文旅产品现状和问题的影响因素，指出提升实用

功能和审美时尚性的对策，采用现代新型技术，结合

地域文化与品牌个性化的定位，将个性化需求的品牌

理念和文化内涵引入设计中，使弘扬红色抗战文化的

活态传承和文创产品设计以最佳的形态来适应市场

需求，同时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提高重庆的文化知名

度，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笔者以重庆红色抗战文化文

旅产品品牌设计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为切入点进

行分析，以期为其他领域的红色抗战文化文旅产品的

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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