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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旅游文创产品创新设计之路。方法 旅游文创产品在当前旅游市场大热的前提下，整体

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并且相关的设计思路与方法亟待革新。基于当前旅游文创产品普遍表现出的现实状

态，对其就具体的不足与发展方向进行综合分析，并以受众需求为中心，总结客观的设计思路，指出其

所能带来的综合价值提升；从不同的设计视角进行探寻，挖掘不同方向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潜力，并以

故事性、本土化、时尚化等层面的具体表现为主要研究内容，对其设计价值进行佐证。结论 旅游文创

产品设计必须依赖前期的市场调研，从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出发，将各种有效元素融入其中，深入细节

的打磨和个性的凸显，以实用与审美兼备的产品形式赢得更多的受众，打开更具发展潜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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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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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hot tourism market, the overall demand for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eps rising, and the related de-

sign ideas and methods need to be reformed. Based on general current state of tourism culture, its specific deficienci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were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Focusing on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the objective design 

thinking was summarized to point out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value it can bring; then it was explored from the 

different angles of view to find the design potential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with story, localization, fashion and other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levels a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its 

design value was verified. The design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must rely on the market research in the 

early stage, integrate various effective elements into it, refine the details and highlight the personality based on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win more audiences with practical and aesthetic products and open up 

the market with more development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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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也促成了

众多旅游衍生品的出现。从当前的旅游市场看，旅游

收入所占比例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受此大趋势的

影响，旅游商品开始走俏，游客在旅游的同时，喜欢

购买一些有着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的商品，以愉悦身

心，带来长久的回味[1]。然而，现实中有着突出代表

性的旅游文创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各种问题层

出不穷，难以促进旅游产业的升级发展。事实上，旅

游文创产品的核心设计要素有两点，一是原创，二是

文化。只有结合文化和创意，配合创意设计手段，将

地域历史和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才能创造新的

经典，造就更加吸引人的旅游文创产品。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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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创产品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同时要富有创

意，能够以自身独特的使用、装饰和欣赏价值来迎合

目标群体，从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综合性需求[2]。

另外，人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的现实条

件下，对文化与审美的需求日益提高，对文创产品，

尤其是旅游文创产品的整体要求也在不断提高[3]。所

以，认识社会现实、创新设计思路、探索设计方法有

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值得大家深入思考和探究。 

1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理念思考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具有不同的特色，

这给了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以更大的空间、更多样的主

题和更丰富的形式与深刻的文化内涵[4]。很多看似不

起眼的小物件，如手机壳、雨伞、扇子、文具等，都

可以结合旅游主题，对一些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化的设

计展示，不断开发出相关的旅游文创产品。简而言之，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要有创意，其创意的好坏与优劣直

接影响着产品的附加价值。第一，强化产品与生活的

联系。文创产品对实用性的要求从未改变，即使在当

今社会人们的综合需求日益提升，但实用性一直是基

础性的存在。满足了这一点，旅游文创产品才能实现

更高层面的发展与传播 [5]。这是因为人们的需求高

了，相应地接受信息的渠道也多了，以前对很多人而

言遥不可及的艺术与文化变得不再神秘，只要与现实

生活紧密结合，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良性发展的

有效支撑。第二，突出产品与文化的联系。我国很多

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历史长河中翻涌着美丽的浪花。汲

取其中的精髓，将其与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结合起来，

是展示文化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有效途径，能够让旅

游文创产品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第三，找到受众情

感的契合点[6]。一直以来得以流传的标志性建筑、地

方习俗甚至特色小吃，都承载着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与

情感，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若能在设计旅游文创产

品时，将这些元素加以捕捉，融入产品形式与内涵之

中，能够唤醒受众的情感记忆，达到理想的共鸣体验。

这样的设计思路有助于实现旅游文创产品与实用的

共生、与审美的统一，也有利于避免同质化设计问题。 

2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路径分析 

作为传播文化和审美的载体，旅游文创产品符合

文化自信的要求，在实用与精神等层面上带给人们极

高的文化认同感，透过产品设计中所蕴含的各种元素

与文化特质，让文创产品成为一种新消费升级的习

惯，带给人们美好的旅途回忆。 

2.1  故事性 

除造型、色彩等基本元素之外，旅游文创产品设

计还应以故事性的内容来打动人心，以更加深刻而丰

富的内涵和富含新意的艺术表达来占领市场[7]。然而

现实的设计实践中，鉴于提炼文化元素的手法单一、

产品造型的意境表达不足等现实问题，可物化的文化

元素并不多，且受控制成本、模块化等条件的限制，

在细节之处的个性表达上存在欠缺，所以设计师可以

尝试融入一些故事性元素，让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更具

可观赏性和持久性[8]。 

邯郸是我国的成语典故之都，近年来邯郸十分重

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创新就是其

中的重要方面，除了大胆革新传统的旅游纪念品，将

古老的神话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元素融入旅游文创产

品设计中，开发出各种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小产品，如

水杯、雨伞、T 恤等，也可以让旅游文创产品成为趣

味十足的旅游消费品。邯郸娲皇宫的旅游文创产品设

计十分具有代表性。剪纸四条屏的设计就以故事性内

容取胜，设计者从炼石补天、抟土造人、怒斩黑龙、

断鳌立极等神话故事取材，将女娲的传说生动地刻画

在宣纸上，通过故事的表达赋予产品以深刻的文化内

涵；娲娃的设计也很出彩，设计者将娲皇宫的吉祥物

五福和四喜象征女娲的九种功德，寓意五福临门、四

喜人生；另有女娲在不同年代呈现出来的漫画形象所

设计而成的钥匙扣、中皇山折扇等旅游文创产品这些

都是对故事性元素的巧妙应用，寄托着一种精神内

涵，深受消费者尤其是文艺青年的喜爱。 

2.2  本土化 

在一定程度上说，想要设计出好的旅游文创产

品，必须对本土文化特色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与研究[9]。

地域文化元素中的风土人情、雕刻装饰、民风民俗等

都是文化的凝结，传达着人们深刻的爱与情感，也造

就了集创意、灵活与契合等特质于一身的旅游文创产

品[10]。 

浙江省的西塘古镇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旅游地，

在“西塘物语”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大赛中呈现出很多

优秀作品，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它们或许是一盏灯、

一个笔筒，或许是一张书签、一个吊坠，虽然形色各

异、类型多样，但这些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富有创意，

对西塘的人文厚重感进行了挖掘和表达。《黛瓦》文

房系列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更是一举夺魁，既有腔调，

又十分接地气。设计者将西塘古朴的黑瓦片选为主要

设计元素，将粉墙黛瓦的黑瓦片置于当下的生活情境

之中，与现代的文化用品形式相结合，以圆润的线条

凸显了带有明显徽派建筑风格的文化产品形式特点。

比如，设计者利用瓦片层叠堆起的形式设计出笔托，

更贴心地设计了小型的储藏盒，便于小物件的摆放和

收纳；钱罐也借鉴了瓦片形态中的穿插形式，进行艺

术创意，制作出了存钱、储物皆可的外在形式和功能；

人字书压以人字形为形式，贴合书本打开的模样，置

于翻开的书本上契合度更佳。这一旅游文创产品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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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建筑中的瓦片为灵感来源，结合流传的线条和艺术

的创造，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形式，获得了大

赛评委的认可与好评。 

2.3  时尚化 

当前，人们所提倡的时尚化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烦

琐和盲目出新，而是一种极简与环保的表达，化繁为

简，以更加个性化、自然化的设计风格成为一股设计

界的清流[11]。也就是说，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不仅

将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得美丽而繁复，过于华而不实、

内涵空洞，还应对具体的细节之处进行艺术考究和科

学设计，让产品呈现一种简约与舒适。比如，面对人

们向往的田园生活，以及内心的返璞归真的趋向，设

计师可以从本土化元素中寻找灵感，以当地特有的文

化元素作为表现对象，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以一种

独特的亲切感和美感打动人心，满足更大的购买需

求；在简约中诠释美，在细节中体现环保理念，如竹

编手提包、文化书签等，都是设计师可以灵活加以创

作的可选载体[12]。 

另外，时尚化设计还表现出科技化的特点，这也

是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的一大趋势，突出体现在对新

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上，实现了一种基于科

技、文化、审美融合的崭新艺术平衡，给了旅游文创

产品设计以巨大的开发潜力[13]。故宫文创产品就很好

地借助了 IP 的转型成为其中翘楚。人们一直对皇城

文化的印象是刻板而神秘的，但故宫文创产品从这一

文化中选取代表元素进行了活用，让其实现了更加接

地气的表现形式，也给了文创产品以更加丰富的形式

与深刻的内涵，并充满趣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大的

文创 IP。无论是雍正帝的比剪刀手卖萌还是动态的

VR 版清宫美人图，抑或那些从历史资料中选取的经

典话语所呈现出来的折扇、胶带等文创产品形式，都

以更加烟火气的特点在市场上一经推出就广受认可，

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与精神的关照，值得每一个相关的

设计者学习与借鉴。 

3  结语 

本文总结了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与发展路

径，不难发现，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的

使用功能，还需带着地域文化特质和风土人情，能够

给人以美好的旅途回忆。鉴于当前的旅游文创产品设

计现状，其需要以更强大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取胜，若

一味重复、不创新，就会导致设计效果的降低和设计

创意的后退，不利于旅游文创产品的长远发展，也是

不可取的，所以设计者应充分利用文化、生活和情感

三个方面的代表性元素，从故事性、本土化和时尚化

等层面对旅游文创产品进行设计，巧妙地融合人们的

日常生活和文化体验，开展更加高效而新颖的文创产

品设计开发，以个性化、特色化、内涵化、科技化为

支撑，让旅游文创产品成为一个新的消费升级习惯。

乘着时代发展的东风，借助设计师的创作灵感与手

段，使旅游文创产品实现更高层次的飞跃，在未来的

道路上越走越顺、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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