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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平遥古城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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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西拥有众多的全国五A级旅游景区，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隽美的自然景观，为景区旅游文创作品的

设计与研发，奠定了创作动力和人文底蕴。经过对山西旅游景区文创产品情况的调查研究，认为：山西旅游景区文创

产品所面临着的同质化、创新性缺失和地方特色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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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西省旅游景点文创产品产业探索和考察，看到

了山西省许多景点文创产品面临的同质化现象，没有创

意和价值。例如，各景点销售的商品包括平遥古城、五

台山风光、乔家大院等景点的鼠标垫，包括各种吉祥图

案的车饰挂件等，各景区的文创项目类型、风格相近，

不能突出景点人文氛围和景观优势，没有地方优势。如

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五台山等五A级旅游景点，使用普

遍化的山西纪念品作为景点文创商品加以销售，无法使

景点产生整体清晰的形象。旅游者无法从这样的文创商

品中辨别出景点的特点，也无法透过文创商品认识景点

的传统文化底蕴，文创产品也就失去了其原来存在的历

史意义了[1]。例如，采用了我国云冈石窟图案花纹的马克

杯，及根据我国平遥地区古代人文特色而创作的印象书

签等，其中的故宫文创产品均具有浓郁的艺术感、艺术

性、实用价值和收藏意义。

文化属性原则

目前山西省丰富了历史人文资源，给旅游故宫文创

项目的开发带来了宝贵的创意灵感，如五台山、平遥古

城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值得故宫文创项目开发商进

一步深挖。挖掘云冈石窟文化底蕴之后，把云冈石窟的

图案纹样工艺艺术应用于我国现代文创产品中，对景点

文化的推广与宣传以及对我国石窟文明的传承和弘扬，

都极具艺术价值。同时通过深度发掘山西全国五A类景点

各自的文化历史特点，赋予其文创产品人文特性，同时

利用精美的细节与设计打动广大旅游者，并通过故宫文

创产品传递地方文化与民俗内容，并以此激发人们的购

物兴趣，使旅游者形成人文兴趣。

创意性原则

景区旅游文创品是一个艺术创造产物，不仅仅具备

艺术特征，更需要具有艺术特征。通过充满现代艺术的

商品外观设计，恰到好处的表达了商品内涵的艺术含义

与创新思想，把我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合在现代旅游文创

商品的创作中，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工艺与技术相结

合，在满足人们的珍藏、纪念与使用需要的同时，又符

合了人们的审美需要，带给人们良好的旅行购物感受。

在故宫文创产品的创意设计流程中，需要对产品的核心

客户人群进行全面的调查，并针对他们年龄段、职位、

兴趣上的差异，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设计方案的确定。也

因此，针对于中年时期及高端岗位人群的旅游故宫文创

产品，需要以大气简约的外形，摒弃了繁琐的包装，以

强调产品的实用价值并体现其价值与生活态度；而针对

青少年与中学生群体的故宫文创产品，也可能通过比较

新潮、夸张的形式出现，试图以现代工艺展示古老历

史，迎合青年旅游人群的求异心理。

功能性原则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旅游文创制品不断涌

现，人们在购买旅游纪念品时，除注重商品的设计美

外，更为注重商品的应用特性。景区旅游文创制品的研

制应充分考虑制品的实用性，从制品的设计方法、材料

技术等方面进行仔细考虑，实用价值较强的故宫文创产

品对景点将会产生很好的宣传推广效果。比如，在面向

山西五A级旅游景区平遥古镇的故宫文创产品中，可从古

镇的传统剪纸窗花艺术中汲取元素，并把窗花艺术运用

于灯具产品设计中，从而创作出既富有实用价值又不乏

古韵的故宫文创产品。

从景点中提取文化元素

景区的历史以及故宫文创项目的创作与研发，就一

定是围绕着景区的历史人文内涵而展开，因此，在开发

位于平遥古镇的故宫文创项目中，也就应该在平遥古镇

中挖掘传统的人文因素。曾被人们称为“神的乌龟”历

来寓意着长寿和吉祥，是中华民族的吉祥装饰之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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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做好平遥古镇的文创设计时，应该利用“神龟”

的元素，根据平遥古镇的建筑格局，设计一个富有古镇

气息的茶宠饰品，既可以较好的传承古镇文化，也便于

游人选购使用。

从消费者的心理出发进行设计开发

消费活动通常包括两类:一是精神消费，二是物质消

费。不管哪一种消费方式，其背后都包含了某种消费心

态，并体现为某种消费[2]。而各个消费人群的行为方式与

消费心态都有所不同，例如，儿童喜欢玩具消费，女孩

喜欢穿着打扮消费，成人则愿意为实用性的东西消费。

所以，开展旅游故宫文创产品活动时，就要根据不同的

旅游人群分别做好商品定位，深入调查了解各人的爱好

程度和使用能力。在平遥的故宫文创产品中，根据同一

个古都形象之外，也要根据不同的旅游群体设计出差异

化的商品。

从设计创新的方向进行产品开发

在越来越热烈的旅游文创商品市场上，要想以自己的

商品打动旅游者的购买欲，赢得他们的好感，还需要在产

品设计上不断推陈出新，增强商品的自身竞争力。一个文

创产品推向市场并不代表产品的完成，但是应该注意市场

和客户的反应，以客户和需求为主导，不断完善产品设计

的功能，提升生产工艺，并不断创新产品设计外观设计。

以平遥古镇的故宫文创设计而言，古城所汲取的人文思

想和建筑元素或许是传统的，呈现出的设计也必须是现

代的，是与时俱进的[3]。所以，选择了古镇的传统色纸

艺术窗花为设计灵感，在现代文创设计中，将从传统窗

花造型中提炼出详细分类形态的艺术线条运用到了现代

的造型设计中，因利用传统窗花颜色作为现代产品设计

的主色调，以及利用传统镂空工艺来表现古老色纸的艺

术窗花工艺等，将古老社会主义的建筑工艺和现代工艺

技术相结合，从现代产品的形态含蓄表现古代的艺术底

蕴，使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不经意之间体会到了平遥古

都的文化韵味，并回想起了一次美妙的旅行经历。

文创产品与线上电商设计相结合

近年来，电子商务营销方式也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

可，因为他们通过网上店铺购买文创商品能够减轻自身

的携带与搬运重量，在商品种类与选择上也更为丰富，

在消费方式上也更为自由。于是，北京皇宫博物馆便开

始成立了自己的淘宝网站，并通过这个线上网站开展了

故宫口红、首饰、文具的推广和营销项目，以及通过视

频的方式开展商品的宣传和营销，这些营销手段都得到

了广大用户青睐。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设计

在现代科技的今天，人们对旅游故宫文创商品的要

求也愈来愈高，如果故宫文创商品的创意只是从外形上

传达人文思想，而材料和工艺技术却仍然停留在我国传

统的工艺美术方面，显然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可，势必会

被现代科技浪潮所抛弃[4]。这样，旅游文创产业就必须将

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与新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重新寻

找到的文化产业定位，并创新地生产适合现代需求，顺

应新时代技术发展趋势的文化产品。关于平遥古镇的历

史文化文创项目，将把古城的贺兰仙桥、市塔宽永、凤

鸟栖台、于仙药迹、源潭泉涌、婴溪晚照、超峰晓月、

麓台叠翠、清虚仙迹、书院弦歌、河桥野望、仙观古柏

等“平遥古十二景”的历史人文内容，重新设置成了一

个可阅读的图书照明，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而变化出各

种亮度的光线，或者选择色彩不同的灯光，人们便可在

读书的过程中尽情品味平遥古镇的景致与风韵，进而回

味愉快的旅行经验。

文创产品与人工智能及虚拟现实技术结合

虚拟现实技术在网络游戏生产中的应用，使人们可

以身临其境的体验网络游戏带给人们的紧张激情与乐

趣。人工智能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先进科技，已经开

始慢慢进入了人类的生活中，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生活

和良好的生活方式，而未来的旅游文创产品也势必将会

与这种技术相结合。因此，平遥古城的文创产业就需要

从凤凰台中吸取设计要素，把其做为一种小型的电子产

品，成为城市传统文明的载体。使用移动数字化的技

术，能够产生虚拟真实的画面，引导人们进入平遥古

镇，体验我国文化古都的历史人文，聆听风凰宫的经典

传说，大大增强了故宫文创项目的趣味性与功能性，也

同时增强了项目的景区推广作用。

文创产品的定制式设计

景区内旅游故宫文创产品的创意开发不但要符合美

学与实用性的需求，要更多地表现人文关怀，而针对不

同消费者的需要个性化定制产品也会成为未来发展旅游

故宫文创产品的大趋势。定制的文创产品，可以使用户

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的执行

者，以及设计理念的传达者。如从平遥古镇的砖雕设计

工艺所引申出来的文创产品，能够通过陶艺、盘子手绘

等艺术表现形式，给予消费者一定的创作空间，以满足

旅游者的个性化纪念品要求。

结束语：综上所述，旅游景区故宫文创项目的创意

产品能够给旅游者提供良好的观光感受，故宫文创项目

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文化品味与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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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旅游文创项目的创意建设需要进一步强调项目

的真实性与创意力，深度发掘区域人文内涵，将传统我

国的文化民俗艺术与国际领先的先进技术水平有机地融

合，将文创产品与现代科技技术有机地结合，创新出符

合不同消费者个性化需要的文创产品，以提升消费者的

游览感受，为文化旅游景点的推广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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