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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和合”造物思想的文化旅游产品创新设计研究

郭佳敏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探讨如何将传统造物思想融入文化旅游产品设计中，实现文化创新，解决因传统文化旅游产品与当代人生活严重脱节而

导致的手工艺生存空间愈加窘迫且濒临失传的困境。通过对传统“和合”思想进行梳理，结合当前文化旅游创意产品设计过程

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对其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直面用户需求，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和案例，将文化创意、传统造物思想与传统

民俗旅游产品相融合，对文化旅游产品设计的策略与方法进行创新，并举例论证。设计的进化必须基于对历史的尊重，设计的

创新也必须有深厚的文化作根基。以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和合”文化作为创新依据，为文化旅游产品创新设计提

供有价值的思考与见解，探寻让传统造物与时俱进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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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sign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Based on the Idea
of“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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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Boustead College,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ideas in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realiz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solve the dilemma that the living space of handicraf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and is on

the verge of being lost due to the serious dis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and contemporary people’s

lives. The traditional idea of“harmony”is sorted out to analyze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tourism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view of user need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ases are searched to integrate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traditional creative ideas and traditional folk tourism products to innovate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 design, and carry out illustration with examples. The evolution of design must be

based on respect for history, and the innovation of design must be based on deep culture. Based on the“harmony”culture,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ork provides valuable thinking and opinions on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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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

性，指出文化文明是迈向美好未来的重要力量之一，要使

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协调[1]。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传统思想，已经深植

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断被赋予时代新义。旅游

文创产品是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是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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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当今，市面上的文化旅游产品

设计并不少见，但一些产品因与人们的生活脱钩，导致

滞销及发展空间小的局面。以传统造物为契机，基于

“和合”传统造物思想，对“和合”传统造物思想进行梳

理，从中提取新的元素，再分析我国文化旅游产品设计

开发的现状与问题，提取有价值的元素来进行文化产

品创新设计与策略分析，为当下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

提供更多的创意点和文化语境，最终创造出既能契合

当代社会审美，又能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产品，赋予传

统文创产品新的生命力和价值。使旅游产品成为具有

传承文化价值、推动区域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载体，实

现文化创新。

一、和合文化

（一）“和合”文化思想的内涵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在历代传承的积淀和发展中被赋予了时代新义。作为

传统文化思想，它在当今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何

为“和合”？就词义本身来讲，“和”最早被用来描述乐

音的和谐；“合”字原义是吻合，最早出现于金文[2]。“和

合”文化作为一种完整的体现形式，具有包容性。它追

求和而不同，强调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还

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性和包容性，可以共通却不

尽相同。其本质是：和而不同，尊重万事万物之间的个

体差异性；多元共生，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对不同文化取

长补短，使其共生共荣，和合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思想[3]。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和合”思想也是自

古以来人们一直追求的关于人与社会、自然等元素之

间和谐的理想状态。学者张立文定义“和合”是人与社

会环境、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在融合过程中优

胜略汰，选取较为优秀的元素成分重新组合，成为新的

形式和生命[5]。

（二）“和合”文化的时代价值

“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华

文明史，凝聚着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和精神追求，并用

其独有的智慧推动着我国文明进步和走向复兴。习近

平总书记对“和合”文化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进行了新

的诠释，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背景相结合，提出了适合

当前国情发展的独特的“和合”观，对传统“和合”思想

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概括。“和合”文化中所蕴含的和合

之美、和而不同等观念都有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

在文旅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需要在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前提下，找寻当地文化特色与现代审美和功

能的平衡点设计。“和合”理念多用来处理人与人、人与

自然环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其置于今天的多元

化时代背景中，利用天人合一、和合之美的理念重视民

族文化与时代审美的融合，可以设计出具有自己品牌

文化的产品。其次，“和合”文化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节

约资源。这与绿色设计、可持续理念非常相似，通过此

理念可以帮助引导民众保护生态环境。它强调和而不

同，尊重个体差异，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并且不同的事

物之间可以共通，但不提倡“共同”。如今市面上的大

多数产品都是在抄袭网红产品，没有自己的文化品牌

和思想，单纯地模仿外形和工艺。在文旅产品设计的

过程中，对“和合”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提取部分理

念和文化元素融入文旅产品创新设计中。利用产品为

载体，既可以传播优秀的民俗文化，亦可以推动市面现

有产品的不断创新，构建属于自己的品牌文化，从而保

护及传承优秀文化，增强文化影响力[6]。这对最终实现

文旅产品的创新发展和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三）“和合”文化融入产品创新设计的必然性

优秀的文化需要优秀的文化创意产品作为载体才

能得到更好的宣传。“和合”文化是历史沉淀的产物，也

代表着独特的审美观和艺术观，正是这样的“和合”文

化能为现阶段的文创产品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发展方向。以“和合”的协调之美去观察事物，留意事

物，感受事物。围绕人的需求，社会整体审美趋向发展

及文化快消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呈现出各类新现

象。在设计过程中对不同的设计元素进行融合创新，

既追求产品的多样性，又满足大众的需求，提高产品的

包容性，实现人、产品、环境三者的共生共创，体现中国

和合思想中的“和爱、和处、和谐”[7]。对设计文创产品

而言，“和合”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设计元素，将“和

合”文化引入文创设计尤为重要。

二、文创旅游产品

（一）文创旅游产品概述

文创旅游产品区别于一般的旅游纪念品，它以地

域性人文和历史文化为支撑，通过一定的设计和形式

创新，来满足人们对非物质文化与实体之间的需求。

游客通过购买此类产品可以加深对旅游地文化的印

象。文创旅游产品是一种文化需求，也是传播旅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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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的媒介和工具，包含衣食住行娱等各个方面。

设计师通过合理、新颖的旅游产品设计，以视觉要素和

体验要素为主，设计出有吸引力的优质产品，从而加深

游客对当地文化的情感认识，推动当地建立良好的城

市文化形象。与此同时，文旅产品在不断创新的基础

上也要回归文化的本质，做到与历史、传统文化的融

合，从千篇一律的产品向“有故事的智者”转型，对所在

区域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并将其融入独特的文化底

蕴和设计创新。

（二）文创旅游产品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近几年，随着故宫文创的走红，文创产品遍地开

花，文化旅游产品市场也迎来了巨大的机遇，成为了旅

游景区产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调查分析，在

外出旅游的过程中，有 80%以上的游客会购买具有当

地特色的文旅产品；70%以上的游客会选择把文旅产

品作为礼物。然而国内很多传统文旅产品缺乏新意，

见图 1。文创旅游产品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市场上

充斥着大量“网红”产品，它们缺乏文化创意、制作工艺

低廉、“长相一致”且无实用性，无法体现当地的地域文

化和人文风情[8]。由于抄袭现象过多，好的文创旅游

产品十分匮乏，不能满足购买者的需求。

以天津为例，百年历史的文化积淀与传承构成了

天津独有的旅游特色。文化旅游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历史性机遇，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天津市节假日接待游客的人数逐年上升，从2014年至

2019年，每年同比上升大概百分之十，这为天津文化

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9]。不过天津地区文

化旅游商品的发展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市面上的文旅

产品大多有机械化、制造成本低廉、质量不过关等特

点，极少有展现当地文化底蕴的文旅产品，能够体现

“津味儿”文化的特色产品更是少见，不能完全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因此造成了当前天津文化旅游产品市场

的发展前景并不太理想的困扰局面。好的文创旅游产

品需要挖掘当地的地域历史和文化底蕴，增加创新性

和人性化，让文创旅游产更接地气，不能陷入“自我性

创意”。“和合”文化元素恰好可以帮助文创旅游产品提

供有价值的帮助和新的创新路径。

三、文化旅游产品创新设计理念

设计的进化必须尊重历史，其创新也应有深厚的

文化作基础。“和合”文化中蕴含的审美价值、以和为美

及衍生的和合设计等是文旅产品创新设计中需要考虑

的创新设计元素，在帮助市面现有文创旅游产品走出

同质化、粗制化窘境的同时，可促进其不断发展，亦可

推动地域民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一）“和而不同”的内容创新

和合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10]。文创旅游产品是以传承的文化内容为依据，以

旅游产品为载体，提取传统文化元素与文创产品相结

合，推陈出新。在内容设计创新时，设计师需要充分考

虑到传统文化与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形式美的

法则，把握好形与意的关系[11]。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

的文创设计就是将故宫传统新造，使其不仅保持了传

统文化的本色，而且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故宫文创设

计产品见图2。设计师利用故宫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文图1 传统文旅纪念产品

图2 故宫文创设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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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属性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打破了人们对故宫原有的

审美和看法，设计开发出极具文化趣味的文创产品，既

复古又实用，不仅保留了故宫本身的文化情感，而且赋

予产品创新感、趣味性，从而吸引了一大批追赶潮流的

年轻游客群体购买故宫文创设计。另外，设计师还开

设了微信公众号和淘宝店，利用文化+互联网的模式

洞悉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习惯。

现有的文创旅游产品大多具有形式单一、不便携、

实用性较差等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

旅产品的品质越来越关注，例如在选择纪念品时，消费

者会在意其性价比，除了美观性是否还具备其他实用

性能。设计时要以目标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和为

美、以人为本，找寻大众痛点，设计符合当代审美需求

的产品。山西平遥古城的推光漆器作为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我国漆文化的代表之一，每一个漆器盒都蕴

含着平遥晋商文化的底蕴和当地手工艺人的审美意

蕴，但由于功能单一，游客在选择购买时欲望不强。当

地手工艺人通过审美与功能相结合的创新方法，以和

为美，使产品在富有美感的同时，具备多功能性，满足

大众审美、实用的双需求，从而吸引更多人购买，使平

遥漆器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

天津当地“泥人张”彩塑作品栩栩如生，凝聚了天

津当地的吉祥文化。它是最能代表津城文化的景区文

创旅游产品之一。然而由于其功能受限，导致购买者

相对较少。如今，第六代“泥人张”传承人在继承的基

础上不断吸收融合各方营养，在材料的选择上大胆创

新，融入时代性，赋予了作品独有的生命力，并使其从

案头陈设走向城市空间，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泥

人张”作品见图3。在文旅产品创新过程中，设计师要

充分了解用户需求，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底蕴

及现有产品的痛点，吸收“和合”文化中的“和爱、和处、

和谐”等造物思想，以和为美，在改变产品现状的同时，

更好地传承和传播当地文化[12-13]。

（二）“天人合一”的品牌文化创新

不同地域的文化各不相同，文创旅游产品的设计

开发需要结合当地文化元素，现在国内大多数的文创

旅游产品都大同小异，往往在一个景区就可以看到全

国各个景区的产品，其原有的传承、保护当地历史文化

的价值逐渐消失，单纯地变成了小商品形式。“和合”造

物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强调人、环境与产品之间的相互

融合。利用这一理念找寻契合点，融合文化与产品，在

创新过程中，设计师需要立足于目标用户需求，充分了

解当地文化和市场需求，建设地域文化的特色品牌，帮

助所在地提升其文化影响力，解决当地传统文化难以

继承、手工艺发展空间小的问题[14]。

在国内有很多成功的文创旅游品牌案例值得借

鉴，如故宫文创品牌。北京故宫受到中国台北故宫文

创的启发，寻找年轻群体喜爱的设计，研发了具有自己

风格的产品。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的产品接地气、有

创意，由于此类产品体现了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科技、

传统与创新的融合碰撞，所以很快变得异常火爆，形成

了自己的品牌文化。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眼中故宫博

物馆的性质，让故宫文化活了起来，使越来越多人对故

宫文化感兴趣，从而间接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承。同样

的案例还有敦煌文创，见图 4。敦煌最近几年也一直

在研发属于自己的文创品牌，创新现有的文旅产品，设

计团队融合了敦煌文化的核心思想与现代电子产品，

利用科技对传统之美进行了创新。以笔者所在城

市——天津为例，将一些天津特有的传统文化产品品

牌与信息化设计创新相结合，提取传统图案纹样和津

味儿元素，创新原有的品牌形象，提升文创旅游产品的

趣味性和意义。消费者通过购买产品，在满足自身需

求的基础上也了解了天津文化，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

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推动了地区旅游文化的发

展，提升了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三）“和合之美”的模式创新

和合之美作为和合文化的最高境界，引导人、环境

与产品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将传统“和合”造物

思想融合到文创旅游产品设计中，选择可持续材料、新

型材料替代传统材料，避免资源浪费等情况发生。利

用“互联网+文化”的新型模式将文创旅游产品与网络

融合在一起，引导消费者通过公众号文章、网购等方式
图3 “泥人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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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产品，帮助企业更快更准确地利用大数据来了解

消费者现有的需求，做到产品的精准投放，避免市面产

品过溢，降低企业实体店的成本，更好地提升产品品

质。例如2019年的“故宫猫”文创产品设计，见图5，设

计方依据大数据分析，通过历年来的游客量、游客购买

文创种类和数量等分析出游客的喜好，通过系列绘本、

猫偶盲盒、AR立体书等形式传播故宫传统文化，为不

同的受众群体及不同年龄层的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15]。

通过对猫咪造型抽象化元素提炼，将其传统文化活态

化，使故宫文创不仅有新鲜的传统符号，而且有新的认

知和形象体系，也使故宫文化更具生命力和传承力。

四、结语

文创旅游产品作为地方文化的浓缩和体现，已成

为当前我国实现“文化复兴”的重要阵地[16]。以文化作

为根基创新设计的产品，区别于市面上千篇一律的商

品，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且难以被替代和模仿。本文

以传统“和合”造物文化为基础，提取其和而不同、以和

为美、天人合一及和合之美的元素融入传统文旅产品，

通过创新驱动为核心进行设计研究，以期能对现有文

化旅游产品设计的创新提供有价值的思考与见解，探

寻一个明确、行之有效的使传统造物与时俱进的路径，

最终实现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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