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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温州旅游纪念品设计研究 

---以南戏为例 

胡朝朝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对温州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旅游纪念

品的设计之中，总结出“立足特色文化、满足市场需求、形成品牌识别”的设计策略，并以温州南戏旅游纪念品为

例进行研究分析，以期对其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设计创新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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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作为浙南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兼具自然山水资源和瓯越文化禀赋，商贸繁荣，具有较强的旅游吸引力。旅游纪

念品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它一方面塑造和展示旅游地形象,另一方面也传播和发扬地域特色文化。而目前，温州市场上的纪念

品千篇一律，缺乏美感，品类单一，更不具备地域文化内涵 o 这不仅制约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发展，也制约温州城市形象的塑造

和提升。 

1.温州旅游纪念品现状 

笔者对温州地区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展开调研，发现温州旅游纪念品面临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1旅游纪念品以地区土特产为主，缺乏深层文化底蕴 

目前温州市面上较为知名和畅销的旅游纪念品均为包装精美、具有一定品牌认可度的土特产，如藤桥熏鸡、初旭鸭舌、香

海烤虾、永高鱼饼、强能鱼丸、乌牛早茶、三杯香茶等。而除去上述土特产，温州很难找到具有一定艺术性和文化性的旅游纪

念品。温州瓯越文化源远流长,其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有待挖掘并融入到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 

1.2旅游纪念品机械化复制，千篇一律，缺乏地域特色 

温州的旅游风景区销售的旅游纪念品，多为本地和义乌批量生产的廉价小商品，如木珠手串、贝壳工艺品、塑料玩具、钥

匙扣等。这些商品做工粗糙,造型雷同，缺乏创意，并不具备地域特色，未能体现当地的风土人情。 

1.3旅游纪念品缺乏设计感和观赏性 

旅游纪念品不仅是实用商品，还需要具有纪念意义和审美价值。而目前市面上的旅游纪念品款式陈旧，缺乏设计感，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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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旅游纪念品的造型图案应更多的展现旅游地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名胜古迹，同时紧跟时代潮流，

具有独特性、时尚性和美观性。 

2.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旅游纪念品的意义 

2.1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温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数千年瓯越文明的积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全市现有人类非遗项目 4

项、国家级 34项、省级 145项、市级 747项，内容涵盖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艺术、手工技艺、传统

医药、民俗等类目，品种繁多，极富地方特色。 

近年来，温州学者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鲍铭莹探索文化产业化背景下，温州米塑的

保护和传承,指出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停留在为了保护而保护的层面，而是要进行行之有效的开发，要结合温州

的民俗文化对产品的功能和外观进行再设计，创立品牌，走产业化道路。王春红在对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

化的思考中提出，在保持所生产产品的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结合时代需求，设计具有时代感的创意产品。潘晓琼将温州非遗中

的瓯塑、黄杨木雕、细纹刻纸、苍南夹缎等几项手工技艺运用到眼镜产品的装饰中,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产业的融合。由此可见，

对非遗产品进行结合本土文化、符合时代审美的再设计，并将之推向市场，是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在这一

背景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城市旅游纪念品无疑为非遗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2.2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旅游纪念品的意义 

2.2.1赋予旅游纪念品文化意蕴,提升城市品味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使旅游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逋过旅游纪念品得到展示，使旅游纪念品更

具地域特色,提升旅游纪念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满足市场的需求的同时也提升城市品味和城市形象。 

2.2.2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发展度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再设计为旅游纪念品，使更多的受众认识和了解非遗,提升对非遗的关注度和认知度；同时，对旅游纪念

品的消费,将助推非遗产品走向市场，刺激非遗不断创新，迸发出新的活力，更好更快地发展。 

3.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旅游纪念品的策略 

3.1立足特色文化 

这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的核心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独特性等特征使旅游纪念品有了灵

魂，使其不同于普通产品。只有立足本土的特色文化,才能创造出与众不同、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3.2满足市场需求 

这是设计的基本原则。只有满足市场的需求，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能算是成功的设计。要满足市场需求，要做到四个

方面。一是具有美观性，被外观漂亮的产品吸引消费者的本能，美观与否是赢得消费者的首要前提。二是具有实用性,消费者钟

爱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成功的旅游纪念品往往兼具实用功能和地域特色。三是具有时代性，社会不断进步发展，每个时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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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欲望需求,设计只有紧跟时代潮流才能为市场所认可。四是具有情感性，赋予产品动人的故事、拟人的形象、

令人向往的概念从而与消费者建立情感沟通,打动消费者。 

3.3形成品牌识别 

旅游纪念品作为文化的载体、城市形象的名片，要具有一定的认可度、知名度，就需要具备识别性、系列性,从而形成品牌

效应。要做到识别性和系列性，就需要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将某一特定作为设计源点，发散拓展出一系列具有统一视觉

特征的产品。 

4.温州南戏主题旅游纪念品设计实践 

南戏起源于北宋时期，产生于温州一代，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为厚实的中国戏曲奠定了基础，被称为百

戏之祖。2007 年南戏被列入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戏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其文化和精神

内涵值得今人去仔细体悟品味。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南戏失去’昔日的传唱度和关注度，成为冷门的戏曲形式之一，渐渐为

大多数人所陌生。在这一背景下，将南戏视觉元素融入温州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从而使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南戏，不失为一次传承

非遗文化的有益尝试。 

4.1温州南戏文化特色分析 

南戏博大精深，欲进行设计创新，需先分析其文化特色,通过对南戏经典剧目、角色人物、衣着饰品、乐器道具、手势动作

等方面的梳理，提炼其特色性的文化符号。如表 1所示，这些南戏的文化特点,都可以作为开发南戏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源点，通

过视觉上的凝练设计转化为文化符号,创作出具有南戏特色的系列产品。 

表 1 南戏文化特色梳理 

南戏特点 具体内容 

经典剧目 代表剧目有《张协状元》、《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琵琶记》等。 

角色人物 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外、贴，以生、旦为主。 

衣着饰品 头饰、冠帽、戏服、脸谱等 

乐器道具 伴奏乐器有鼓、笛、拍板等;道具极为简单，有马鞭、折扇、凳子等 

南戏的一大特点是虚化布景与道具，布景和道具都极为简单， 

动作手势 主要通过演员的动作和语言来呈现时空和场景,如行舟走马等动作，通过摇桨、挥舞马鞭等来表现。 

4.2南戏主题旅游纪念品设计实践 

本套南戏主题旅游纪念品,在品牌 logo的设计上，融入了南戏的视觉元素,将南戏中的脸谱和头冠抽象化为“南”字中间的

笔画，巧妙灵动,具有文化韵味（如图 1 所示）。作品将南戏的主要角色生、旦、净、末、丑，以及服饰、道具、乐器、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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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要素设计成时尚明快的插画图案，应用在海报、扑克牌、年历、笔记本、明信片、杯子、手袋、礼盒、勋章、手机壳等一

系列产品中（如图 2所示）。 

  

在整套作品中，南戏扑克牌是最大的亮点。54 张扑克牌有不同的南戏视觉元素构成，这些视觉元素经过精心分类和排布,

展现南戏特点的各个方面。例如扑克里的大小王分别为旦角和生角图案；分别为静角、末角和丑角；四张分别为南戏的四种道

具；四种“2”分别为南戏的四款服饰图案等。扑克牌的插画下方配有小字解释插画的含义,使用者在玩牌中便能学到南戏知识。

南戏扑克牌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文化性和艺术性,是具有较高价值的旅游纪念品。 

 

南戏年历、明信片、笔记本、礼盒等周边产品沿用了南戏扑克牌里的视觉元素，通过不同形式呈现南戏的魅力，使整套作

品更具系列感,给消费者更丰富的选择（如图 4和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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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中，有助于旅游纪念品文化性、艺术性的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地域特色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有益且必要的探索。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纪念品设计，不是对非遗视觉元素简单的复制、拼凑，而

是要深刻领会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梳理其中的文化符号，依据市场需求来进行一系列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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