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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品牌融合的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设计与创新
*1

袁晶 李播阳

【摘 要】: 客家文化旅游作为独特的地域旅游资源，已成为赣南旅游产业品牌之一，客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

是赣南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分析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和产品设计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客家旅游产业与客

家文化融合机制，打造全新的客家旅游文化品牌。在此过程中，需要克服现阶段客家文化旅游的机制运行和品牌设

计中的现实矛盾。在机制创新方面，融合媒介、产业政策、管理制度、产业链升级等制度性改革，是客家旅游文化

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在品牌设计创新方面，视觉符号、装饰样式和产品外观是客家文化旅游特色商品设计的外

在表现。基于品牌设计理论，在产业融合论的指导下，构建以融合机制创新和品牌设计创新为核心的客家文化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为客家旅游和客家文化协调发展提供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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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文化和旅游产品外部环境

（一）客家文化旅游产业研究意义

客家文化旅游作为一种高附加价值和高效整合各种资源的旅游形式， 正在取代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成为江西省旅游产业发展

的新形式。打造全新的客家旅游文化品牌， 是这一新产业模式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客家旅游文化品牌缔造的核心是实现民俗

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 这也是提升本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本文研究意义在于，根据现阶段客家文化品牌运行现

状， 提出一套以旅游文化设计为中心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并且，根据客家文化产品设计的现状， 提出一套符合文化旅游品

牌发展战略的产品设计策略。

（二）客家文化旅游品牌运行和装饰文化产品设计现状

1.客家文化旅游品牌运营现状。从近几年江西省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来看，省内产业链的机制运行状况良好。从 2014 年至

2015 年，赣州市旅游产业总收入为 395 亿元，增长率高达 41.3%，位列全省前茅。产业链各环节建设初见成效，并有不断上升

的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朱虹认为，旅游商业开发水平在国内依旧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 产业规模尚显不足、投资收

益不高、旅游休闲制造业不够完善、政府扶持力度尚待提高等
[1]
。文化旅游发展方面，尹明明认为，客家文化和旅游融合媒介不

够清晰，文化旅游的品牌地域性和差异化并不突出
[2]
。此外，客家文化和旅游品牌融合的鼓励机制不够细分，使得客家文化在品

牌再生能力和资源整合方面都显得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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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客家旅游商品设计的问题颇多， 如， 周叶认为其产品定位模糊，缺乏规模化、集团

化的加工生产，未形成客家文化品牌统一的视觉识别和差异化
[3]
。小型家庭作坊依旧是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主要生产者， 从业

者多为客家乡亲，缺乏品牌意识，因此，造成产品的外观设计千篇一律且缺乏设计感， 难以树立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品牌形象，

这是造成产品销售情况不良的主因之一。

3.虽然客家文化旅游商品品种较多，但与产品相对应的外观结构、品牌名称、画面的构成要素、材料的设计及使用等方面，

明显缺乏对客家文化中的装饰图案符号及视觉特点的系统化认知和运用，对于客家文化的独特性和传承性提炼不够。与其他地

域的旅游产品相比， 客家文化旅游商品严重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和品位， 未能展现客家传统艺术的魅力
[4]
。将客家文化中的装

饰图案元素应用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视觉设计中， 对推广和发展客家旅游产业会起到积极作用。

（三）改革和发展的两个关键步骤

在“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 的国策下，旅游产业在促生产和保增长方面，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生产技术、生产

方式以及技术创新来完成产业改革和品牌提升。其中，两个创新步骤尤为关键：一为在宏观产业链端的融合机制创新；二为在

微观产品供应端的品牌设计创新。机制创新是运行的内在结构和内显效用，而品牌设计创新则是品牌价值向消费者传递的外显

效用，两者共同决定了客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品牌发展方向。本文构建了客家装饰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如图 1 所

示。

二、赣南文化旅游与客家装饰文化品牌融合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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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机制是装饰文化和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内核， 是决定客家旅游品牌构建发展方向的框架和灵魂。借鉴黄细嘉和周青的

研究成果[5]，本文构建了媒介、模式、供给激励和产业升级四者统一的赣州装饰文化和文化旅游融合模式。

（一）融合载体创新

各个区域性的旅游产业都可以通过文化资源、市场、技术 3 种载体完成与旅游文化的融合过程。首先，在旅游文化资源载

体方面，赣州的旅游资源为客家装饰文化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从而可以在多重维度上为其提供发展空间。而赣南客家文化

和现代设计文化产业， 则可以将其创造的新产品形式转化为特色产品和地域品牌， 从而满足不同消费者在不同层面的需求。

其次，在旅游市场载体方面，发掘新的市场机会，扩大市场维度，对线上和线下市场不断进行细分和深挖是一种重要方式。例

如，对于地域文化和客家传统工艺感兴趣、且崇尚时尚和现代的年轻消费群便是拓展的对象之一。第三，在旅游技术载体方面，

近几年出现的虚拟现实技术（VR）以及其衍生移动虚拟现实技术（MAR）便是旅游科技创新的典型代表。通过这类技术，不但可

以深化游客的旅游体验，还可以延伸休闲旅游服务的维度。

（二）运行模式创新

总结目前赣州客家文化资源的存在形式与利用方式，主要有开发型、体验型和创意型三种融合运行模式。第一类，开发型

模式。这种运行模式主要是从文化多元化的角度入手，融合当代艺术、设计以及高科技等要素， 对当地历史和民俗文化资源进

行再利用和再开发。比如， 赣州第一个文化创意园区品牌———宋城壹号便是此类模式代表。第二类，体验型模式。这种运行

模式注重的是文化资源的体验，赋予旅游消费内容以精准的文化内涵， 包括对于客家工艺、民俗建筑、古城等文化资源的选择

性再现，其目的是满足旅游者对于区域文化复古情愫的追求。比如，赣州客家生态城便是典型范例。第三类，创意型模式。这

类模式将文化资源传统产品与现代创意设计结合，具有原创综合意味。例如，五龙客家风情园的《采茶歌舞》文化旅游演艺节

目便是代表之一。

（三）供给激励创新

第一，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是旅游产业供给的根本来源，也是决定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动力的来源。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

的不断提高、国民教育体制的日渐完善和弹性节假日制度的试行， 注重文化教育和精神体验的修养旅游开始慢慢成为旅游市场

未来的主流。这必将促进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融合。第二，市场竞争的激烈决定了旅游产业必须和文化产业不断进行融合

与合作。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健康发展的期望，通过各方资源的优化和整合， 最终会带来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共赢互利的局

面。第三，政府支持是旅游文化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赣州市陆续出台实施了《关于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赣州市投

资“旅游+文化”设施项目贷款财政贴息暂行办法》等系列政策，在资金、渠道、发展空间等方面，不断激发旅游产业活力，为

旅游产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产业升级创新

一为休闲制造业升级，既包括旅游装备制造业，如旅游服装、旅游交通工具、户外山地运动设备、垂钓装备等，也包括由

设备制造延伸出来的服务业，如极限运动、房车改造、户外住宿等相关产业。二为品牌设计升级，即在工艺品、土特产、旅游

纪念品等传统旅游文化类商品基础上， 通过现代设计手段来提升其附加价值。江西省旅游经济产业的创新，可从休闲制造业升

级和品牌设计升级转化为持续的生产力，促使生产向生活渗透，不断发掘新的市场需求，从而确保旅游产业链的长期稳定增长。

三、基于文化融合的旅游产品发展策略

品牌设计创新的关键在于开发出具有差异性和竞争力的产品族，其主要任务是构建品牌的视觉系统并整合产品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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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旅游品牌而言，将区域性的特色文化融合进产品设计中，并构建统一的品牌视觉形象， 是决定旅游品牌构建是否成功的关

键一环。整合产品设计策略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户价值和品牌文化价值获得一致，并为用户所认可，使品牌价值得以成功传递给

用户
[6]
。根据品牌设计的基本理论，在客家文化品牌建立的初期阶段， 就要构建视觉形象、纹样样式、产品形式和种类三位一

体的品牌创新策略。

（一）视觉形象的创新

1.装饰图案符号的再造和运用

通过再设计（redesign）的手法创造全新装饰图案符号，可以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品牌价值。以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童帽

装饰图案为例。此类图样来自于客家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对大自然中生物的提炼和创造，是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虽然市场上很多

旅游商品在外观视觉设计中也出现了对客家图案的运用，但大多数只是简单的临摹模仿。所以，需要设计者在现代设计创意的

基础上， 对视觉符号原有形态进行精华提取、延展升华，让形式和美感更具流行化和现代化，才能使客家传统纹样图案保持生

命力
[7]
，这也是对客家文化旅游商品外观设计形式的全新尝试。

2.装饰色彩的再造和运用

通过再设计的方法， 可以重新定义旅游产品的色彩方案。依旧以客家童帽的配色方案为例，其传统色彩体系以蓝、白、黑、

灰为主。其中，灰色的含义是中庸、温和、文雅、礼让等；蓝色代表平静、稳重，忧郁、内敛、大海等；黑色代表着寂静、死

亡、坚强、冷酷等。从中可以挑出符合当今主流价值形态的颜色符号：稳重、深邃、内敛、严肃、坚强、温厚、礼让等。通过

装饰色彩的再造， 将客家传统色彩的规律运用到文化旅游商品上，发挥客家装饰文化的魅力，可以调动游客主观情感的积极性，

刺激购买欲，从而加深对客家文化旅游的记忆
[8]
。

（二）纹样样式创新

对地域特色文化加以创新， 能展示文化旅游特色商品的艺术特征，有助于树立当地的旅游形象，有效地宣传旅游文化，从

而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通过对地域文化符号的提炼，将当地艺术符号融入到产品的视觉包装中，使旅游产品的外观图案充分

体现地域文化，实现旅游商品品牌的创新。对客家文化旅游产业来说， 利用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资源树立文化品牌，将传统的

客家装饰文化重新定位，可以提高品牌价值主张传递效果。客家人常常将自然生物和事物通过拟人化、寓意化的再现方式来表

达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表现形式则受到传统儒家、道家等思想的影响
[9]
。还是以客家童帽图案为例，

“荷莲式公子帽”用荷花装饰前额，用荷叶装饰后脑， 寓意小孩长大后能成为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的翩翩君子。又如“狗

头帽”是把小孩装扮成猫、狗，或起名字叫猫、狗，是来自于客家人认为名字越“贱”命就越长的传统习俗。再如，吉祥图案

“鹿”，与“禄”字谐音，象征吉祥长寿和升官之意，亦常寓示延年益寿、健康吉祥、永葆青春。将客家传统装饰纹样应用在

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外观设计上，才能打造出独特的文化品牌。

（三）产品形式和种类创新

各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实用性的水杯、竹笔筒等，具有青少年益智教育的玩偶，以及现代科技电子产品等极大地丰

富了旅游市场。例如，将客家童帽装饰艺术的视觉符号进行装饰图案和色彩再造，在保留原有审美寓意的情况下， 结合时下流

行的审美观打造的旅游特色产品，如旅游服装、旅游交通工具、户外运动设备、房车改造、户外住宿等，都是客家文化旅游产

品创新的突破口。

四、基于文化融合的产品设计流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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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一系列文化融合的品牌设计创新之后，还需要确定一套符合该原则的产品开发流程和评价体系，用以保障品牌构建

在执行阶段得以顺利进行，并确保最终产品符合旅游消费市场的需求。以目前江西省尚不完善的旅游制造业发展现状而言，在

考虑制造成本等因素的前提下，在设计流程基础之上进行再优化比较适宜
[10]
。本文以目前国内产品开发最为常用的渐进式产品

开发程序为基础，探讨旅游产业与赣南客家文化融入的可能性。通常而言，渐进式产品开发流程和评价分为三个阶段：1.产品

概念提出和设计初始规范阶段；2.设计构思展开和设计评估阶段；3.细节设计和优化阶段。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流程，即

是以品牌创新和文化融合为契合点，实现产品开发各个环节的渐进式优化（如图 2 所示）。

（一）产品概念提出和设计初始规范阶段

在第一阶段， 需要对目标市场和消费者群体进行系统研究，经过可行性论证后再制定相关的规范。然后，研发人员需要根

据相关的调查研究，拟定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发展所应遵行的准则， 对目标产品需求进行概念描述。在这一阶段，设计者不仅需

要对客家文化产品市场进行充分了解和分析， 还需要形成产品概念因素。但要注意的是，产品的定位和概念描述不应受到传统

旅游产品印象和固有市场因素的束缚，因为这一阶段的目的，是为下一阶段构想的展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和扩展边界， 故所设

定的设计概念准则应该是具有弹性和可拓展性的。并且，最终产品并不需要满足这一阶段所设定的所有规范， 而只是将其作为

权衡的选择项和参考范围。

（二）设计构思展开和设计评估阶段

第二阶段的目标， 是将第一阶段的产品概念变为工程化和设计化的具体指标。构思展开的表达方式通常有手绘图纸和电脑

软件图纸， 用以模式化产品的主要性能和特征。其主要工作包括：创建产品的外观方案、建立一套可行性的指标参数、逐步明

确产品内部零部件和结构关系。由于设计的目标是旅游文化产品， 对于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要求相比较其他工业产品而言较低，

但对外观设计的要求则较高。例如，研发客家童帽装饰产品，关键在于使传统的外观样式满足当今顾客的消费需求， 故而在设

计流程中，重点问题是如何通过再设计的模式化来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产品的融合，以扩大市场范围。设计者需要对客家传统

童帽的样式、材质、工艺等方面进行重新整理和分类， 再对于产品外观的可能性进行充分考虑，通过想象力和设计手段尽可能

创造出足够数量的现代化造型方案以供评价和甄选。

评价的目的只有一个， 即通过选择标准来挑选出最终的设计方案。甄选方案的标准可根据文化功能、美学特质、使用性能、

市场反馈等加权因素逐项评比获得，在营销、生产和设计各专业专家参与讨论达成一致后才算完成。需要注意的是，在评估阶

段，客家文化的独特性特征是甄选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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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细节设计和优化阶段

细节设计和优化工作是在产品外观确定之后开展的。此时研发人员需要完成两部分工作：第一部分，对外观图和工程图纸

的细节进行优化。例如，在客家童帽装饰产品设计中，需要对图案部分的线条、色彩、纹样等视觉元素进行仔细考量和细化， 最

终形成可量化的尺寸和工业化的色彩标准。在完成性能和外观测试后即可投入生产。另外，产品的包装设计也需要考虑在内。

第二部分，考虑产品开始生产后的各类影响因素。例如，确定生产方案的所有细节，包括选择适合的制造方式、精确化生产成

本和生产时间等。细节设计和优化的意义在于提高产品的制造性和经济性， 确保最终产品能够顺利上市。

在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从概念构思到产品呈现是一个对非确定性因素不断筛选的过程。通过准确、明晰的评

价，细节部分优化以及设计性能验证，最终赋予产品功能、形式和品质等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以丰富的想象力

和专业的塑造能力， 结合客家特有的文化资源，创造出具有鲜明文化特色且性能良好的创意旅游文化产品。

五、结语

综上所述， 提升江西客家文化旅游产业的关键在于品牌提升和产品升级，而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客家文化和旅游产业的

融合机制创新和产品设计创新两个方面入手。在融合机制创新方面，融合媒介、产业政策、管理制度、产业链升级等制度性改

革，是客家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是保障赣南地区客家文化产品高效创新和持续创新的前提条件。在产品设计创新

方面，建立客家文化旅游品牌的差异性是建立地区优势的关键。为此，有必要将建立一套识别度高的品牌视觉符号、装饰样式

和产品外观作为产品研发的基本原则。而在研发流程中，将文化创新融入到产品开发的各个环节，则是确保品牌差异化以及品

牌元素能够在最终产品贯彻落实的技术条件。总而言之， 只有经过有目的的研发创新和产品迭代，才能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装

饰风格和品牌形象，从而成就高附加值的地域文化特色，这也是赣南客家旅游文化品牌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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