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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下广西苗族文创设计嬗变与创新的研究
王泽文    刘  凯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省柳州市  545000）

1、国内旅游文创产品现状及案例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 带来得是消费结构也逐步上
升，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以“精神文化”为主导的消
费逐步代替了“物质消费”，这样的转变，极大刺激了我国文
创产品的发展。2010 至 2018 年间，国内旅游相关行业产值由
11052 亿增涨至 38737 亿，涨值三倍，呈逐年稳步上升的态势。
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深度的融合特征也渐渐显现，就
旅游行业为例，地方文化的传播和当地旅游有着相辅相成的关
系，如果旅游的灵魂是地域文化，那么文创产品则是旅游的重
要载体。

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人们不仅对旅游本身质量的追求明
显上升，在对旅游后的情感寄托及地方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要
求，就广西苗族现有的文创产品分析。不仅要满足人们对旅游
文创产品的基本需要，更应将重点放在文创产品的背后，挖掘
故事、蕴涵。从发展的潜力和风向来帮助我们去发展探索文创
产品旅游文创产品在旅游这个行为的整个过程中的潜力地位，
并以此来推动后疫情时代广西苗族文化在经济、文化中的发展。

地方特色文化要想持续保持繁荣，就需要不断深挖思想、
观点和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领域。地域文创产品的研究是研究
民族精神的重要环节之一。笔者这里分析了两个成功的两个案
例，第一个文创案例来之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另一个则来之北
京故宫博物院。

2013 年 7 月，台故宫博物院发售了名为“朕知道了”的胶
带。立即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疯传讨论，不仅仅是台湾游客的喜
爱，连大陆粉丝都疯狂够买。买了这种胶带的人很多是用来收
藏的，也有用于笔记本、笔上，甚至是一些私人物品，因此显
得对这种东西的情有独钟。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这条胶带可
以如此火爆，原因在于：①材料优势，胶带是我们常用的一种
工具，因此就有了实用的性能。②价格优势 , 因为足够的便宜 ,
能够购买使用上这款产品的人群的覆盖面足够的大。③寓意优
势，”朕知道了”的原意在文化势能上足够高、足够响。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下子也变得 " 萌 " 了起来，一改之前 "
高峻冷 " 形象。脑洞大开，推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年轻消费者
喜爱的文创产品。如“黄袍加身 T 桖”“朝珠耳机”“朕就是
这样的汉子扇”等趣味的产品。试想一下，皇上戴着“朝珠耳机”
申请奏折，也不失趣味之意。这种传统和现代相碰撞，既有趣，
也彰显了个性。   

这两个案例显示出了两个博物院在文创产品在本质的内容
上不但包含了浑厚的文化底蕴 , 更是在创新上力求进步 , 不仅
注重了产品的实用性 , 还兼顾了娱乐性和创新性。更显示出了
产品的“历史性”。这样的改变是文创产品与现代文化融为一
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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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后疫情时代的今天，由 NCP 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效应，连锁影响着整个社会。长时间的“宅”生活，加剧了人们寻求释放

压力的突破口。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旅游行业在疫情后得到了“井喷”式的增涨。而在旅游产业当中，纪念品则是这其中附

加值比重较高的产品之一。广西，作为全国少数名族居住人口最多的省份，在旅游文化产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就笔者调

研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中苗族相比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旅游文化产品而言，难以脱颖而出。就这一现状，本文给出了笔者自己

的研究与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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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西苗族文化及现有文创分析

对游客来说，踏在异乡的土地上时，他们能够接受到不同
的文化洗礼。而文化需求的普遍表现，也给文化创造带来了经
济价值。因此，将文创产品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符号的传播载体，
对于文化的促进具有积极意义。广西苗族有着悠长的历史文化，
在长期积累和沉淀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容较丰富、多姿的人文
资源。

苗族的传统服装纹样以动物图腾为主，包括鸟类、龙等动
物图腾。传说苗族是始祖为“蝴蝶妈妈”，因此蝴蝶纹在苗族
的传统服装中随处都能看到。其中以红绿色相搭配为主，用以
表示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赞歌。苗族刺绣图案多为植物和动物 ,
各种图案符号反映了苗族“万物有灵”信仰崇拜的文化心理。
传统的苗族刺绣图案是苗族人根据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创造出来的文化符号 , 苗族的分布与历史上的多次迁徙密
切相关。苗族人把迁徙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民族历史绣在服饰
上。因而 , 苗族的服饰又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浅显了解苗族的传统文化和其他成功案例后，我们要反思
明确我们的问题：如何让更多的人去愿意去了解广西苗族文创
产品乃至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如何实现广西苗族文化在后疫情
时代的文创洪流中脱颖而出？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思索出了一
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个性：就广西苗族现有文创产品来看，很难看出产品的个
性，和其他文化产品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区别，色彩、造型、材料、
工艺等，都趋于大众化，缺少苗族自身的个性，本质上没有或
少有差异。真正能够体现出苗族个性的文创产品要么少，要么
贵。这就导致消费者在可挑选的范围相对较少，难以激发消费
欲望。

特色：游客为什么选择来此地游玩，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
景点，这个地区特色的魅力所在。广西苗族现有的文创产品难
以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这过程中缺少了名族特色，
没有把苗族本地的特色很好的展现出来。比如游客买回去了以
后很难分辨出哪个是苗族的产品。不能准确地分辨出苗族独有
特色。因此，深度挖缺提取当地的文化元素，提炼构造出地方
独特的艺术元素，再结合文创产品设计来表达出魅力特色的艺
术符号，这样才能深受游客的喜爱。

创新：除出以上两点外，产品在设计阶段要敢于跳脱出传
统思想的束缚，需将现代需求落实到创新和传统文化之中，向
是上面笔者分析的成功案例一样，做符合现代人们所需要的、
亲民的文创产品，只有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得到消费者的
认可和喜爱。

3、改善措施及产品示意

想要有更高的市场认可度及地方特色，那么就需要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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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过程中，增强特色上创新，毕竟独特在一个成功的文创
产品中相当重要，也只有独具匠心才能够吸引到游客。从产品
设计的色彩、造型、主题、材料、工艺等方面入手，结合苗族
独有的历史或故事等形象进行设计。制作成有寓意的例如手机
壳、颈枕、口罩等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产品。此外，创新时，还
可将苗族具有特殊含义的图案纹样重新设计后印制到具有实用
价值的物品当中，从而有效地提高文创产品的内涵和深意。

除了特色创新外，产品的互动性上也需要创新，产品追根
到底还是一个物品，想要做好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前，更应该建
立起人与人的互动。这就需要将文化融入产品及当地的施设当
中，让游客参与其中，从而建立良好的人与人、人与物的交互
关系，来提升游客对产品的新鲜感和满足感。例如：邀请游客
一起进行刺绣、剪纸或者蜡染的体验活动，或者在迎接游客时
饮酒对歌。只有提高产品的“互动性”才能使游客对产品本身
产生兴趣。

除了做到上述两点外，还需要进行形式的创新，例如：把
当代青年喜爱的动画文化、游戏文化等现代新兴产业文化有效
地融入到产品的硬件、软件开发和设计之中，这样可以有效地
迎合青年旅游者的要求。不仅可以使苗族文创产品有广阔的展
示平台，还可以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简而言之，产品从立项、
开发、设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尽可能的将本地传统文化和人
文内涵融入进产品之中，从而更深一步的拔高文创产品在现代
社会中的实际效果。

笔者就以上提到的改善措施，设计了两件文创产品（见图
1），一件为文创口罩，颜色上选取了苗族蜡染的靛蓝色，加
上了枫叶纹做四周点缀，中间添加上苗族特有的刺绣图案。文
创本身既贴合后疫情时代的口罩文化，同时枫叶纹象征鸿运，
有着预祝前程的含义，也代表了美好的祝福。第二件文创为手
机壳，提取苗族纹样中的鱼纹和鸟纹，打散重构运用到手机壳
上，原本这幅图是运用在地毯上，寓意着主人从外地回来是祛
除掉身上的“坏东西”，而运用到手机壳上之后，同样寓意了
恶不近身之意。既兼顾了苗族传统纹样的美感，也包含了文化

内涵在里面。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生活产品的完美结合。

           

图 1 特色“蜡染”口罩、 特色手机壳（来源：笔者设计）

4、结语

综上说，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也预示着旅游文创产品的
市场潜力。而 置身后疫情时代的我们，处于“精神文化”代替
“物质消费”的今天，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广西苗族文创产品
所要面临的机会和他所面对的挑战是成正比的，只有效的将当
地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在一起考虑，对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提
现和重组再设计，打破常规而后找出一条崭新的表现新式。这
样的特色文旅及特色文创产品融合，才会有效的满足并服务于
这个后疫情时代得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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