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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
手工艺类非遗旅
游文创产品开发
研究
肖瑱    刘芨杉    秦怀宇

摘要：非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

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本文基于文旅融合的背景，对非遗的保护与发展现状做

了细致的梳理，分析了现存的问题与不足。对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传承与保护方

式进行探索，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经验，思考在保留非遗核心技艺的基础上，

如何运用创新手段推动非遗的传播，并创造经济效益，同时结合非遗教育，培

养具备设计能力、商业思维的新一代非遗传承人。运用跨界思维使传统手工艺

非遗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提升旅游文创产品的质量，提出科学的可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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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旅融合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和旅游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总书记强调，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是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1] 我国旅游资源丰富，但因受经济条件的影响，过去丰

富的旅游资源未得到合理开发利用。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观光

为主的旅游模式已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而文化、休闲、体验旅游成为主要的

发展方向。

据调查统计，在旅游活动中，有 56.8% 的受访者最关注“文化概念”，

其次为“创新创意”（54.9%）[2]（图 1）。

由此可见，文化资源是旅游发展的核心资源，对旅游经济有突出贡献。无

锡拈花湾是禅意文化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地处无锡灵山佛教圣地，从建筑风格、

观光、购物、演艺、体验活动等各方面都体现出浓厚的禅意文化，同时将江南

地区特有的吴文化与佛文化充分结合，为游客提供了特色文化概念的美好感受，

其旅游收入为当地经济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打破原有旅游产业的边界和形态，是提升旅游

品质，打造国内国际有重要影响的文旅融合品牌的必然之路。

旅游与非遗互利共赢，一方面，非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旅游

创造文化价值，建立品牌效应；另一方面，旅游为保护、传播非遗文化做出重

要贡献。本文旨在探索旅游 + 手工艺非遗模式下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模式。

二、手工艺类非遗发展现状

（一）手工艺类非遗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等，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拥有人类非遗数量最多的国家。手工艺类非遗将无形的生产

劳动技艺应用到有形的载体上，手工艺非遗与人们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有密

切联系，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手工艺不同于纯艺术，是源于日常生

活之所需，如明式家具，在制作技艺上充分考虑到家具的结构、文人思想等因素，

桌椅腿、桌椅面之间用“枨子”等结构牢牢固定，由于文人参与了明式家具制

作，因此在设计上处处体现精致、巧妙的特征。宜兴紫砂因其具有“注茶月宿，

暑而不馊”的特性，泡茶口感佳。紫砂壶冷热急变性能好，在民间广泛使用。

早期紫砂器主要是在民间日用器皿中出现。

随着非遗保护的推进，传统手工艺非遗项目逐渐受到重视，但手工工艺复

杂，成本高昂；或因与现代生活脱节、缺乏新意，难以形成量产。

（二）国内外非遗保护与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针对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从申报、立法到博物馆教育等途径

提供比较完善的保护措施。同时，非遗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学校的教育。越来越

多的高校与职业教育参与非遗保护，并将非遗创新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形成自

己独特的办学优势。以江苏大学为例，该校开展丰富的非遗教学实践活动，将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请进课堂，开设了非遗文化项目的相关课程并将教学实践中

的设计成果转化为旅游文创产品，实现从设计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化。[3]

以协同、创新为工作理念的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与上海美术学院共

同承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招募全国各区域

非遗传承人、全球艺术家、设计师，以工作坊等形式进行项目孵化，完成从非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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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手工艺品到艺术品、产品的转化，以此打造与城

市文化、城市格调相符的手工艺 IP。[4] 非遗传承

人通过学习，掌握系统设计思维、品牌营销理念，

树立文化自信，有利于非遗的传播与发展。

博物馆和展馆是进行非遗教育、科普宣传、文

化研究的场所。博物馆除了常规的静态展外，也进

行了数字化展示的补充。故宫博物院 “端门数字馆” 

中实现了整体古典建筑完全用作数字化展示的开创

性尝试。展出了包括数字书法——兰亭序、数字绘

画——写生珍禽图、数字长卷——韩熙载夜宴图等

多项非遗数字化项目。[5] 

南京博物院非遗馆除了提供图片、实物、影像

展览外，还注重用户体验。江苏非遗之“走进非遗”

系列，内设非遗手工体验小课堂，既有青少年喜爱

的灯彩、面塑、皮影等课程，也有面向成年人的刺绣、

香包等课程。公众可以亲手参与制作某环节，加深

对非遗的了解与兴趣。

但从整体上看，多数区域的非遗产业化发展仍

处于探索、培育的起步阶段。尤其是非遗旅游文创

产品开发尚存有庸俗化、同质化、过度商业化等诸

多问题。

主要问题有：1、盈利收益较不稳定，技艺后

继乏人；2、非遗产品创新不足，不符合当代审美、

难以融入当代生活语境；3、手工艺非遗多为手作

小批量制作，价格昂贵，且生产周期长、制作复杂，

盈利模式单一；4、缺乏品牌和知识产权意识，非

遗 IP 版权运营及其周边衍生品开发创新动力不足。

在国外，英国政府一方面重视文化艺术教育的

多元化，包括对儿童文化艺术的培养、充分利用博

物馆与美术馆，加强民众参与、积极提高民众对非

遗的了解和兴趣；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

制，包括培养师资、培养传承人，并为文化教育工

作者发放资质证书、设计专业奖项与资助机会等措

施。其中，立法规划、政策支持和民间参与是最具

借鉴意义的三个途径。

日本政府、民间对非遗文化高度重视。日本是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无形文化财产”和将非遗传承

人称为“人间国宝”的国家，并立法培养传承人。[6]

（三）非遗与旅游文创产品

手工艺非遗是在人们制作器物等行为活动中的

技能、技艺或生活经验中产生的，这些技能、技艺

是无形的，通常在家族或师徒之间传承，传承难度

较大。需要借助有形载体来表现其功能和价值。

非遗是文创产品的源，但文创产品不同于传统

手工艺非遗，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引入新的设计理

念，保留非遗核心技艺，与当代材料、技术融合，

提取其图案、色彩的文化属性，通过再设计达到满

足实用性与美学的目的，满足当代生活所需。

博物馆是城市的名片，宣传非遗的窗口。文化

创意拉近了参观者与博物馆的距离，也为博物馆创

造了经济效益。

缂丝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非遗的代表

性项目。苏州博物馆开发的沈周玉兰缂丝系列产品，

通过与“明四家”沈周画作的结合，应用在钱包、

背包等日用品上，其定位为高端、商务。实现了缂

丝从艺术品向日用品的转变（图 2）。

旅游文创产品不仅有利于提高地方经济产业的

发展，还通过建立文创品牌来推广城市文化，宣传

旅游。宜兴丁蜀镇以紫砂、陶瓷产业闻名，作为宜

兴的城市名片，紫砂、陶瓷工艺品及文创产品远销

海内外，宜兴举办多届高质量的国内、国际的紫砂、

陶瓷学术会议和展览，为地方经济带来了巨大收益。

三、手工艺类非遗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

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文

化”，设计既要保留手工艺的温度，又要符合当代

生活方式，同时也要达到产品量产标准，控制好品

质与成本等因素。文创产品的设计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用户为中心，满足用户需求

从古至今，人们都是在需求中造物。本质都是

满足人们当时的生产与生活所需。古代用烛火照明，

因此出现了长信宫灯，用来减少燃烧产生的烟雾。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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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用电力照明，不用考虑烛火燃烧排放的问题，

但又有更多新的问题出现，如：节能环保、生活美

学等等。因此创新都是建立在生活体验、物质条件、

经济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在旅游活动中，消费者

是旅游文创产品的需求方，自用的产品较注重价格、

质量、实用性、纪念意义等方面。送礼的产品更加

注重包装效果、便携性等因素。

以竹编为例，作为一种高产、廉价的材料，从

古至今劳动人民制作了大量的竹编器具，从蒸笼、

竹篮、茶具到灯具、竹席，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然

而在高度工业化的今天，竹编产品发展形成了三种

局面，一种是作为手工艺术品展览或被博物馆收藏；

另一种是廉价的生活用品如竹席、竹筐等；此外，

还有一部分由手工艺人和设计师共同参与设计生产

的如竹家具、灯具等日用品，与我们的生活高度结

合，具有可持续性和创新性，充分发掘用户需求，

结合定位人群的生活方式、审美标准、消费水平等

要素，在遵循竹材的天然特性前提下，找到设计的

新思路，让竹编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

值（图 3）。

《嘉人 marie claire》非遗竹编艺术展中展出的

座椅、服装、屏风等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作品都是

以竹为灵感，将竹与金属、织物等材料融合，保留

了传统工艺的同时加入了现代技术，表现出竹编的

艺术性、时尚感。（图 4）

（二）使用叙事性设计手法，创造文化体验

文创产品是对非遗文化的解读与传播。运用叙

事性设计手法，提升文创产品趣味性与文化价值。

通过设计语言符号的构成形态来叙述“故事”。[7]

叙事设计的核心是讲故事，通过故事唤起用户

的情绪，建立与产品的信任与好感。在我们的生活

中有大量故事题材，包括共同的生活经历与历史典

故，而会讲故事的产品就是唤起了人们的“似曾相

识”或者“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旅游目的地有好故事，吸引人们驻足；旅游文

创产品有好故事，吸引用户购买。

故事主题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以产品

为导向的文化性叙事和以使用者为导向的功能性叙

事 [8]。

文化性叙事在设定主题时，要找出包括非遗相

关的历史人物、事件、话题等；还包括从民俗中引

发的联想、情绪感受等。以文学创作为媒介，将非

遗与产品的信息通过特定的情节设计演绎出来。提

炼故事情节，结合当下热点，老故事讲出新的话题。

Philippe Starck 设计的酷似外星人的榨汁器，因其

独特的外形和材质，成了具备话题性的社交功能产

品，向用户传递着情感和故事，其情感价值显然大

于实用价值。南京的“秦淮礼物”系列产品题材来

源于中国科举博物馆的科举主题，其中“金榜题名

状元郎”IP 公仔，表达加油与祝福之意，引发用户

的美好体验。

台湾一家经营农产品的品牌“掌声谷粒”，其

品牌定位为精致、高端农产品，包括大米、酒、茶、

蜂蜜等食品。根据不同场合和用途，分为“喜事好

事要送礼”“喝茶采作”等若干主题。通过建立用

户熟悉的场景和故事提升产品的亲切感。在其包装

设计中，通过农作场景、产品使用等场景的运用，

叙事性的设计手法，民俗、节日的元素及色彩表现，

传达出浓厚的乡土味，与品牌定位高度一致。其蜂

蜜产品的包装设计中花瓣造型运用剪纸艺术，向用

户传递产品信息（图 5）。

结合非遗文化就要联系非遗产生的时代背景、

故事等。如秦淮灯会中人们通过点灯、赏灯表达了

祈求国泰民安的愿望。秦淮灯会的主角—秦淮灯彩

寓意丰富，承载着人们的祈福心愿。因此在进行照

明设计时，可以设立与秦淮灯会背景相关的联系，

秦淮灯会中的仪式性行为可以转换为照明产品中的

照明方式创新，灯彩的造型与图案可以经过再设计

为灯具创造新的内容和价值。

功能性叙事中，建立在对用户操作方式和使用

习惯的基础上，通过产品的外观直接或间接提示使

用方式和功能，符合用户预期。如深泽直人为无印

图 4

Design Study | 艺术设计研究 |



034

良品设计的 CD 播放器，拉动拉绳启动开关，音乐

如同微风般从播放器中播出。把用户带入情境，提

高使用的愉悦感。

（三）科技助力，实现当代表达

科技永远是创新的不竭动力。非遗中的手工技

艺在保护方式中，应结合当代科技手段，发掘出更

多创意。设计要时刻关注科技动态，为产品注入活

力。并借社会热点为设计题材，拉近和年轻用户的

距离。目前数字化在非遗保护与传播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非遗数字化展示是以非遗作为展示内容 , 以

数字化技术作为展示手段 , 通过各类数字媒体平台

实现非遗的数字化呈现 [5]。

在数字化背景下，手机 APP、视频、游戏等形

式加快了非遗文化传播。《榫卯》是一款介绍非遗

的手机 APP，以采用三维动效的方式介绍关于榫卯

的制作工艺、木材知识、应用领域等。用户可点击

查看每款榫卯结构，并可切换角度、拆解等操作，

同时有古典背景音乐，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

数字化的普及，信息可以更有效的传递给用

户。2018 年抖音联合了七家博物馆联合发布了《第

一届文物戏精大会》，拉近了年轻用户和博物馆的

距离。

故宫出品的《皇帝的一天》APP，以娱乐的方

式向当代儿童展示古代皇帝的生活、学习与社交，

此外，产品中还结合了解密、收集等熟悉好玩的游

戏元素，需要用户完成任务才能进入下一个生活场

景。有利于传播历史人文知识，培养儿童良好生活、

学习习惯，寓教于乐。

此外，3D 打印因制作周期短、制造工艺限制

小等优势满足了人们对文创产品设计的多元化、个

性化的需求，实现了小规模定制化生产。央视《相

聚中国节·端午》节目中佛山狮头传承人欧琦辉展示

了自己设计的“狮来运转”摆件，这是根据国家非

遗佛山狮头设计的 3D 打印磁悬浮摆件。受磁悬浮

的作用，狮头不停地转动，饱含祈福寓意（图 6）。

四、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背

景下，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和设计创新的价值越来

越受到重视，因其对提升城市形象，打造文化品牌，

发挥着重要作用。手工艺非遗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与

审美价值，文创产品为手工艺非遗提供了载体，有

利于非遗文化保护及传播。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建

立在用户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叙事性设计手法，加

上科技助力，实现当代表达。同时设计还需要充分

考虑产品的实用、便携、美观和价格等因素。为避

免旅游文创产品同质化，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并合理、

有效地融入文创产品中将是今后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探索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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