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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创产品开发探讨

——以外桐坞村为例
1

陈一鸣，殷志华，沈俊杰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随着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模式下的旅游体验，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的

产业模式应运而生，将抽象的文化资源赋予具体的产品之中，给产品带来更多的内涵。可以说，旅游产业的发展迫

切需要管理者转变思路，开发具有旅游地特色的文创产品，以促进当地旅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浅要分析了

外桐坞村的旅游文创产品开发，对当地旅游产品开发的现状、特点和发展的方向做了一些分析，以期对旅游文化产

业创新实践和旅游文创产品体系理论的丰富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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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21 世纪，随着物质生活的丰腴，人们的需求已经从基本的物质需求升级为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在开发旅游产品时，提升

产品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成为提高旅游地核心竞争力和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加

大了资金的投入，相应的政策、法规也日渐成熟，给旅游地文创产品开发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开发文创产品势必成为各旅

游地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1、文创产品概述

1.1文创产品的定义

文创产品是一种艺术衍生品，一般以文化、创意为核心，是人的智慧与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它通过设计者自己对

于文化的理解和原生艺术品的解读重构，将原生艺术品的文化元素与设计者的创意相结合，充分利用原生艺术品的符号意义、

美学特征、人文精神、文化元素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创意产品。

1.2文创产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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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大体可以分为六类：（1）旅游纪念品类：文化礼品、办公用品、家居饰品、土特产品（酒、茶、药材等农副产品）。

（2）动漫游戏类：原创动漫、原创游戏。（3）影视音像类：DV、文学产品、歌曲创作、影视制作、音像制作、广告片。（4）

传媒出版类：报刊发行、图书出版、影视剧本、书籍交易、电子出版物。（5）书画艺术类：国画、书法、油画、水彩画、古籍

碑帖、明信片、邮票。（6）工艺美术类：民族工艺品、民俗用品、民间艺术品、首饰、雕塑、钱币卡、古家具、玉石器、陶瓷、

刺绣、原料、金属（金、银、铜等）器件、木雕、玻璃制品、砖雕、文物复制品、文房四宝。

1.3文创产品的特点

（1）文创产品是文化艺术的承载体，每一件文创产品的附加值都很高，属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2）文创产品具有双重的质量标准，即物化的表达形式质量与内容质量。

（3）文创产品属于人类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需求弹性较大。

（4）文创产品具有强融合性，具体表现为较强的渗透性和辐射力。

2、外桐坞村文创产品发展现状

外桐坞村对当地现有的传统文化资源、自然资源、艺术资源加以整合并合理利用，开发了数条具有本地特色的创意旅游线

路，依托这些旅游线路，结合其风格特色，推出了种类丰富的文创产品。

2.1艺术旅游

外桐坞村以“艺术村落”作为宣传主题，打造了众多的艺术旅游项目。在 130 公顷的村落中，原中国美院副院长、现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刘健，中国美院副院长王赞以及黄俊、袁进华、沈烈毅等一大批中国美院的名家都在这里设立了油画、国

画、雕塑、陶瓷、摄影等艺术工作室。当地的陶土均取材于景德镇，在艺术家手中制作出来的瓷器充分的体现了景德镇陶瓷的

特色：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2015 年开办的泥巴王子陶艺馆，游客不仅可以购买艺术家手制的瓷器，参观陶艺展

览，还可以亲自参与体验艺术创作的过程。

2.2孝亲游

亲子游是外桐坞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大多数的旅游项目都与亲子游相结合打造为适合全家出游的旅游产品。2016 年，外桐

坞村通过与杭州西子国际旅行社的合作，正式启动了“孝亲游”旅游项目。孝亲游提倡的是传统礼仪奉行和民族文化洗礼，把

休闲旅游生活与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精髓有机融合在一起。外桐坞村举办“孝亲游”活动，内容主要包括观瞻二十四孝悌文化

长廊、沐浴孝悌文化礼仪、奉亲尽孝敬茶礼仪、全家齐心制作水饺、孝亲养生文化饮宴等。为了让游客深刻的融入传统文化美

德的学习，还提供汉服的租赁与出售；同时多名书法大家在这里创办书法讲堂，在教授书法知识的同时留下很多书法作品，作

为激励学生认真研习书法弘扬书法文化的奖励。书法讲堂主要的活动地点在仇家祠堂改造成的文化礼堂，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了

“孝文化”基地。

2.3红色旅游

朱德元帅曾四次到外桐坞村考察和调研，为纪念元帅的关怀，村里建了元帅井、朱德纪念室、兰苑、元帅广场、元帅茶园、

元帅亭，作为龙井茶的产地，还发掘了具有特色的“元帅茶”。外桐坞村深度挖掘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开辟了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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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市场。

2.4茶文化旅游

外桐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茶业经济为支柱的村落，现在地处龙坞镇龙井茶原产地保护区内，既拥有优美的茶园风光，茶

叶的品种和质量也属上乘。所以外桐坞村有优良的茶文化旅游资源。随着外桐坞村风情小镇的建设，茶文化逐渐成为创意产业

和乡村旅游的桥梁。当地茶农也在改变观念，从茶文化、茶艺术，不断引导茶旅游体验的深入。目前，外桐坞村以茶文化为主

题打造的活动有茶乡亲自体验游、西湖龙井炒茶王大赛等。同时在每年腊月打年糕的时节，外桐坞还特别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

茶糕点等产品。

3、外桐坞村文创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

3.1泛地域化

外桐坞村所推出的某些文创产品并不能体现出该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缺乏与周边地区的差异化。以其推出的瓷器为例，

虽然制作瓷器的陶土均取材于景德镇，且有艺术大师手工制作，有其独特的魅力，但是这些特色与优点并不是本地独有的，经

由景德镇出产的陶土制作而成的瓷器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能够得到，而且其他地方的瓷器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像这样的文创

产品就是典型的泛地域化。许多游客在购买了当地的瓷器之后发现在周边其他区域也能够发现同类型的产品，不免会让游客的

兴致受到打击。因此景区在文创产品设计时，应该深入挖掘其地域文化特色，竭力避免文创产品的泛地域化。

3.2文创产品类型较单一

外桐坞村在文创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对于本地文化特色挖掘不够深入，开发文创产品的过程结合的特色元素比较单薄，推出

的产品大多是体验传统文化技艺以及茶类茶品，消费者在体验的过程中缺乏足够丰富的选择，未免会感到单调和乏味，当一个

景区的文创产品缺乏足够的趣味性和独特性，不能够满足游客的旅游期望与旅游体验，对于游客的吸引力必然会下降。所以景

区在进行其地域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时应当注重产品的多样性，保证游客在旅行途中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体验，提高其旅游

过程中的参与度，融入当地的文化氛围中，在旅游过程中得到自己想要的。

3.3产品缺乏创新的时代价值

外桐坞村在进行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的过程中比较多的使用了传统文化元素，虽然继承与弘扬了传统文化的美德，但是不同

的时代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会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外桐坞村开发的旅游文创产品专注于怀旧元素，缺乏足够的时代性，不能够

满足部分游客的需求，所以，对于地域文化所衍生出的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来说应当注重时代性，顺着时代的发展深入开

发，针对市场进行调查后对较过时的产品进行调整和修改，不断的推陈出新。

4、文创产品开发要点分析

4.1将文化与科技相结合，提高产品价值

文化与科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变革的有力杠杆。科技已渗

透到文创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与各个环节，成为开发文创产品的重要支撑和引擎，在开发文创产品时，应

特别注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日益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重要形式，以《阿凡达》3d 电影风靡全球为例，

在科技的包装下，文化的以不可想象的力量与速度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科技的发展不断给人们带来新的冲击与震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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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融合科技，能提高文创产品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使得文创产品更具文化体验与附加值，从而提升了文创产品

在市场上的号召力，能够给旅游地创造更多的财富。

4.2注重打造特色文创产品，以创建品牌为目标

品牌作为一种标识，蕴涵着巨大的市场潜能，文化品牌更是文化的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双重凝聚。文创产品品牌的建立，

是用来标识某个旅游目的地的产品与服务的，受到法律的保护。从顾客的角度来看，文创产品品牌是一种特殊符号，将旅游地

信息与文创产品信息联系起来一同存储在顾客的头脑中，成为游客识别旅游地与其特色产品的一张名片，从而使文创产品在与

其他产品竞争时在市场上取得足够的优势。

4.3立足当地文化资源，对文创产品加以策划包装

文化创意产业是具有高融合性的新兴产业，是一个以创意为核心，一、二、三产业相互交融的新兴产业。在文创产品开发

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品牌策划与包装，诠释产品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做好产品的宣传与推广工作，整合当地的生态环境资源、

传统文化资源等具有当地特色的人文与自然资源，生产高附加值的文创产品，有利于当地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人文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当地的旅游行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

4.4加强立体营销

好酒也怕巷子深，文创产品应该采用丰富多样的营销模式，做到立体营销，在游客游览和体验旅游项目的同时，通过导游、

解说人员的介绍和解说，使游客在理解和欣赏的同时刺激他们的购物欲望。在文创产品的专卖店应有符合市场规律的产品销售，

并应附带海报、宣传手册、旅游地图等类似的赠品。同时开创互联网的营销平台也是文创产品销售的重要途径，设立好专门用

来推荐文创产品的精美网页，将产品分门别类的详细介绍，网上购买文创产品不仅方便了游客的购买，减少了游客携带的不便

性，又能够吸引更广阔市场范围的游客，加强文创产品与旅游地的知名度，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在文创产品的市场营销

方面，旅游地应尽快完善立体营销模式，这样才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

4.5文创产品的开发应兼具实用价值

许多文创产品开发者片面的认为文创产品开发的重点在于发掘产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在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忽略

了文创产品作为一件产品的实用价值。许多消费者在选择文创产品时，并不一定偏好产品的艺术观赏价值，一些游客宁愿选择

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这样的文创产品在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同时也能在平时的生活中用到。一些旅游景点在旅游文创产品

实用性的开发上就做得很好，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研发的带有其旅游元素的领带、T恤等文创产品还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果。文

创产品不单单只能作为观赏的摆件，成为生活中的日用品，发挥更多实用价值也是文创产品开发的一个选择。

4.6以政府的引导扶持为着力点加快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符合政府当前的发展目标，政府提供了大量政策方面的引导和资金扶持。旅游地应该充分抓住这次机

遇，了解政府的具体的细化的政策，借助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以此为着力点充分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优质的文创产品，顺应

政府与市场的引导，加快文创产品开发的步伐，推动文创产业的发展，顺应时代的潮流。

表 1外桐坞村资源与产品开发表

资源 现有产品 可以开发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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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景观（丘陵） 无 摄影、写生

生物景观（茶） 元帅茶 对茶叶进行深度加工开发多样的茶饮品、茶食物

人文活动 年糕节茶糕、陶瓷、书法、特色服饰 雕塑、绘画等艺术产品

建筑与设施 特色民宿 对现有的茶场进行特色建设，开发采摘体验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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