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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 

设计中的民间传统文化特色 

孙迎春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以其富涵的哲学理念、美学内蕴等综合文化特质成为构筑现代工艺品尤其是当代

工艺品设计所不可或缺的启动平台。本文对宜昌三峡传统工艺品设计所蕴涵的文化意蕴进行透析，以打造旅游工艺

品品牌，开发极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使旅游工艺品成为宜昌三峡旅游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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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工艺品的设计，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设计。在传统旅游工艺品中占很大比例的手工艺产品，往往是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

习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较接近，又暗含人文价值，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成功的旅游工艺品的系统

开发设计，既能带动旅游区经济的发展，又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旅游区文化的作用。 

宜昌三峡风景秀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然而宜昌三峡在旅游工艺品开发上还远远落后于其他旅

游相关产业水平。宜昌三峡的旅游工艺品设计如何找准自己的方位，如何在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去体现旅游工艺品设计的文化

内涵，是目前许多旅游工艺品设计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旅游业的兴盛，必定扩大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市场。这是宜昌三峡的民族旅游工艺品发展的一次机会，但是面对外省市企

业对这种机会的竞争，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感受更多的是挑战。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只能依靠自己独特的文化再次崛起。宜昌

三峡旅游工艺品应全面增加其文化含量，赋予其自然的、历史的、民俗的文化内涵，创造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新的文化灵魂，

形成独特的宜昌三峡旅游文化体系，使宜昌三峡旅游成为购买宜昌三峡文化、消费宜昌三峡文化、享受宜昌三峡文化的过程。 

一、旅游工艺品凸显文化资源特色的必要性 

旅游工艺品的开发不仅要考虑到物质资源特色，还应考虑到文化资源特色。旅游工艺品往往是一个地区的文化艺术、工艺

技巧和物质资源相结合的产物。为满足旅游者的购物需求，需要对本地文化艺术进行挖掘，以生产具有艺术性、地方性、纪念

性的旅游工艺品，这有利于本地文化艺术的复兴与弘扬，也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从而提高旅游业的地位。首先，旅游工艺品

的开发要充分地使用山、水、土、树、竹、石、草、虫等丰富的物质资源；其次，还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历史典故、名胜遗迹、

民间风俗、故事传说等文化资源。 

旅游工艺品若想充分吸引消费者，在设计时凸显特定地区的独特文化内涵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旅游工艺品设计，一定

意义上也是技术和艺术的有机结合，要在符合科学技术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旅游工艺品的物质功能和形式的审美表现力。旅游

工艺品的设计审美创造要遵循发展原则，以适应人们趣味追求的变化和新鲜感的要求。对游客而言，文化差异就是吸引力，旅

游工艺品的市场前景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游客们都喜欢地方特色浓郁的旅游工艺品，它是一个地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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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文化的展现。进一步而言，要使各类旅游工艺品成为真正有效的消费选择对象，文化的介入是必然的。在旅游工艺品开

发、管理和经营过程中，没有文化底蕴和文化含量就谈不上竞争力。 

因此，在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的设计中，要把宜昌三峡文化与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有机结合起来，赋予宜昌三峡旅游工艺

品更多的文化含量，塑造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活的灵魂，使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更具有灵气，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的市场竞争力，尽快改变宜昌三峡旅游形象，加快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赋予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文化内涵，提高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档次 

宜昌三峡的历史文化是十分深厚的，一般游人难以在有限时间内了解。这方面的资源开发已有成果，但远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还应当分门别类，对诸如古今名人、诗词楹联、自然风光、民俗民情、故事传说等进一步发掘整理，以适应不同的消费层

次。 

1、深入研究宜昌三峡自然生态文化，赋予宜昌三峡旅游为生态科学知识文化之旅 

我们要把宜昌三峡自然生态科学知识挖掘出来，赋予在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之中，对宜昌三峡自然生长的一草一木的生活

习性、生长规律、生存条件和功能作用都要做精深研究，以此去解释好宜昌三峡各种自然生态现象，把自然生态文化内涵有机

地融入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之中，研究宜昌三峡著名景点文化。 

宜昌三峡民间造物思想注重“天时”、“地气”等自然规律，主张尊重和适应自然因素的态度，追求“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相和谐共生共荣的境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是中国形而上的文化

精神之“道”对形而下之“器”的规约，亦是宜昌三峡传统造物思想之精华的扼要表述。 

“天时、地气、材美”共同构成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宜昌三峡古人素来讲究应天之时运，承地之气养，主张人与自然的

沟通融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对造物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将顺应天时与地气作为造物原则的重要内容，便是

受宜昌三峡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影响的造物观念。 

2、充分挖掘宜昌三峡民俗文化，开发民俗特色旅游工艺品 

宜昌三峡民俗文化是宜昌三峡特色文化。在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开发中，如何利用好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打造宜昌

三峡旅游形象，是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的主打方向。我们在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设计上要着重突出民俗

特色，塑造宜昌三峡旅游独有的个性和鲜明特色。 

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文化形态，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宜昌三峡文化的发展延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原质特色的文化

意涵为今天的艺术设计积累了丰厚的资源，这座丰裕的宝藏，向我们展现出一个深广的文化延展空间。具有吉庆性、寓意性、

完整性、装饰性的宜昌三峡民间艺术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行为方式，在生成与结构、稳定性与变异性、传承性与创造性以

及价值判断等方面均有不容被忽视的风格特征，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解决方案理所当然要从宜昌三峡传统文化的独特

性中去找寻。宜昌三峡传统民间美术中蕴积着大量的民俗意涵，可以说是民俗人文景观的一个形象世界。具有浓烈民族性的民

间美术焕发出的独具风采的人文情怀。 

宜昌三峡地区传统工艺品是民族文化的长期沉淀，具有非常独特的工艺、式样及款式，地域产品应该具有较高的差别化。

再加上宜昌三峡文化的神秘性和原始性，宜昌三峡的民族传统工艺品更应该具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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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同的民族风情、不同的民间工艺，旅游工艺品的开发，就是要“求异” 

苏杭有绣品，贵州有蜡染，景德镇有陶瓷、潍坊有风筝等。如果宜昌三峡以三峡民俗为题材进行构思的旅游工艺品就应具

有宜昌三峡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都能给旅游者一种积极购买的暗示。如工艺品上印上当地有代表性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

风土人情、历史人物和民间传统的题材，用当地独特的材料制作，并发动当地居民或民间艺人，加强旅游者与他们的文化交流

与沟通。这些会使旅游者切身感受到当地民风的淳朴和文化的纯粹，从而产生了“要带走点什么”的想法。利用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和独特的山水风光的自然资源，设计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 

在宜昌三峡旅游开发中，还要把宜昌三峡民俗文化与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开发、旅游商品开发有机整合起来，让更多的人

了解宜昌三峡民俗文化，使产业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围绕宜昌三峡民俗特色，重点开发具有观赏性和收藏价值的玉雕、

石雕、瓷器、泥塑、刺绣、玩具、木器、根雕等纪念品和工艺品系列等等。 

4、适度开发宜昌三峡神话文化、历史遗迹文化、历史传说文化，赋予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几千年来形成的宜昌三峡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遗存，积淀丰厚，内涵多彩，颇具特色，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如有茶文化、

巴文化、楚文化、高峡平湖旅游文化、昭君文化与三峡旅游的融合等。还有三峡大坝、三峡水文化和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的陆宋文化、楚辞文化等。 

宜昌三峡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崇尚的是平和、重德、重传统、重主体的生活方式，对本

土文化的认可度有时远高于对外来文化的认同。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必将不断被发掘，与自然的和谐、对人性的尊重、对物品文

化内涵的追求等传统造物精神必将会通过现代工艺品设计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 

宜昌三峡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民间文化，决定旅游工艺品开发必须体现“民族”特色。宜昌是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文

化积淀和久远的历史渊源。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和工艺亟待挖掘和光大。目前市场上的竹木工艺品系列、手编艺术等民族民

间工艺品已初步有了市场，如果能有组织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艺术水平，将会使之在内容及表现形式上更具民族特色。 

要走出一条“民族个性”的道路，就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还需要向传统工艺学习，并进行具有创造性的转化，使

民族设计元素用在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设计中既具有“民族个性”又有“时代性”，这样，我们旅游工艺品设计才能真正走“国

际化”。旅游工艺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所蕴含的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特色、生活习俗、地

理资源的沉淀。旅游工艺品像是活的民族历史，它的衰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多的是文化上的遗憾。因此将宜昌三

峡传统工艺文明融入现代工艺品设计，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工艺品设计文化以推动和延续宜昌三峡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三、结束语 

宜昌三峡旅游的特色，一是山水，二是民族，三是文化，因此宜昌三峡旅游工艺品必须能够体现这几个方面的特色，才可

能真正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宜昌三峡地域特殊，历史悠久，三峡文化享誉世界。 

总之，进一步深入设计开发旅游工艺品很有必要，如何将其做大、做强、做精、做规范是现在的主要问题。相信经过各行

业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具有文化特征、时代特征、艺术特征、纪念特征和实用特征的优秀旅游工艺品将呈现在游客面前。 

（注：本文系2011 年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研究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SY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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