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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游市场文创设计研究 
——以奈良典型文创产品为例 

王祉颖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辽宁大连） 

摘要：文创产业中的旅游市场，文创产品设计的设计是一个新兴的热门市场。与其他产品设计不同的是，旅游文创品的两个核
心设计是当地的文化历史与市场需求。因此，研究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创意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艺术设
计气息浓厚且历史久远的国家，其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更是独树一帜，奈良县是很好的案例之一。奈良是一座日本文化名城和国际旅
游城市，是日本众多旅游名胜城市中历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拥有 8 处世界遗产和奈良古都。本文以日本奈良旅游市场文创产品
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我国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方向，为我国旅游文创设计产业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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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在设计时不仅需要迎合市场需求，也应以当地文化历

史为基本底蕴，同时兼顾制造手法和销售渠道。不同类型的文创产

品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文创产品作为旅游市场的一种产品，再创

作上更注重本地的文化历史和市场需要[1]。本文以日本奈良的旅游

市场文化创意产品：奈良国立博物馆文创纪念品和奈良公园文创 IP 

为案例进行设计分析，对国内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改进之处进行

探讨，为我国旅游文创设计产业提供可借鉴的建议和方法。 

1 日本文化及设计风格溯源 
1.1 奈良文旅产业发展概述 

奈良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大量的古庙与文化

古迹，素有“社寺之都”的美誉，是日本人民心目中的“精神故乡”。

它是日本古代文明的发源地，著名的景点有平城京遗址、皇陵、东

大寺、唐昭提寺、兴福寺、药师寺、大安寺、春日大社、奈良公园

等公元 8 世纪，奈良通过西海岸 40 公里的大阪与海上丝绸之路连

接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汇点。漂洋过海的唐朝佛

教和道教文化以及城市建筑设计深入骨髓地塑造了奈良佛教文化，

一度被誉为“小唐朝”。作为日本文明发祥地与历史文化古都，奈

良拥有众多历史遗迹与文物国宝，占比全国国宝与重要文化财产

17%。这为奈良的旅游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到了日本平安时代，京都的首都以及整个国家的文化、经

济重心都在向东移动，奈良的地理位置逐渐失去了优势。没有了产

业的支持，奈良就像是一个落寞的小镇，不复当年盛景。尽管城市

化速度较慢，造成奈良地区的经济发展较慢，但也因此使得奈良古

城得以保留大量的传统建筑，为奈良县的历史与文化旅游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在城市纷纷推行现代化的情况下，奈良逆其道，把

奈良逐步建设成为日本人的家乡并推崇保留自己的“原始”特色。 

1.2 日本文创设计风格分析 

一方面，日本各类文创产品大都蕴含着禅宗、诗学的倾向。文

创品的设计较为简洁、古色古意，大多使用饱和度较低的配色，取

材于自然且与现代人造材质形成鲜明对比。禅文化文创产品一般具

有较为圆润且弧度舒适的外形，与追求极简的北欧设计风格不相类

似，它在设计中追求对自然和朴素的贴合度，因此其外形有返璞归

真之意境。 

另一方面，日本在卡通、动漫设计创作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其特征是使用表情符号及特定背景的表现方式，以准确的切入点来

传递理念与情感。由于日本卡通形象、动漫人物风靡全球、老少皆

宜的特性，在日本文创产品设计中经常以卡通 IP 形象作为城市宣

传代言人。以上特点皆为日本文创设计的重要因素。 

在对日本文创设计的研究过程中，大致可以理解日本其设计灵

感与设计风格。本文着重介绍了奈良国家博物馆和奈良公园的文化

创意产品，其中奈良国家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是从日本各个时代

的艺术品中汲取灵感的，奈良公园则是以旅游景点的“小鹿”作为

IP，进行创意宣传。在这两个奈良镇最为特别的旅游地中细致观察

研究，能够发现日本文创产品大多与文化紧密结合，在宏观上呈现

出朴实与精致，创新与继承的特点[2]。 

2 奈良文创产品案例分析 
2.1 奈良国立博物馆文创 

日本的博物馆文创产业十分发达。日本人通常都喜爱去博物馆

和美术馆，许多人还一直保留着使用手帕、手写明信片的习惯，对

一些小物件如文具的喜爱，也为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提供了有利的

环境。最为普遍的是日本的“图录”、明信片、冰箱贴、文件夹等。

这些也是最受欢迎的文创产品。由于展览内容基本不能拍照，参观

者对于难得一睹真容的文物和书法美术作品流连忘返，这些产品便

正中参观者的下怀。 

比如奈良国立博物馆举行的纪念展，印着的明信片、别针、书

签、文件夹成为抢手商品，冰箱贴甚至已经售罄缺货。2021 年 10 月

举行的正仓院展中所展出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因其极为精致且富

有禅意的形态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奈良国博文创商店便顺势推

出“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纹样的化妆包、美妆镜、项链、手帕等系

列文创产品，既采用了文物同款纹样与配色，其文创商品的类型也

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其复古且新颖的特点使得游客纷纷解囊[3]。 

 
图 11                   图 2 

 
图 3 

2.2 奈良公园文创 IP——奈良鹿人物形象“鹿麻吕” 

鹿一直是奈良的代名词。在日语中，奈良便是鹿的意思。现在，

很多年轻人去奈良这个比京都还古的古都，除了象征性地看几个寺

庙，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却成了"调戏鹿"，更精确地说，是"被鹿调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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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在奈良得到了极好的保护，在神鹿公园 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生活着 1000 多只鹿，他们在草地和森林间自由往来，完全处于野

生状态。西元 710 年，武瓮槌命（藤原氏的守护者）乘坐白鹿来到

今天位于奈良的春日大社。自那时起，奈良的鹿群就已经在奈良公

园里生活，由此它们被民众称作是上帝的信使。“萌宠”奈良鹿也

是“国家自然纪念遗产”。 

奈良县针对奈良鹿这个旅游亮点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衍生纪念

品，如特色角细工、奈良鹿胸针、项链等等。不过，和国内很多旅

游景点的文创产品质量不过关、价格虚高的情况相比，奈良人却继

承了日本人传统中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看重，很少有游客抱怨商品

太贵或者质量恶劣。 

鹿麻吕君的设计牢牢抓住了奈良小鹿“鹿仙贝狂热爱好者”的

特点，把奈良小鹿的“吃货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鹿麻吕

眉间的两点眉样式与日本传统古剧腔中麻吕的两点眉样式一致，使

鹿麻吕在吃货属性上增加了一些古典的色彩。出道后的鹿麻吕便不

断的活跃在各种展会和活动上，为奈良市招揽了不少游客。由于它

不可抵挡的受欢迎程度，很多以鹿麻吕为主题的周边产品也应运而

生。由于海外很难购买鹿麻吕的周边产品，不远万里跑去见一见鹿

麻吕的海外游客也亦不在少数。不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曾经因

为“长得太丑”而被嫌弃的迁都君，随着网络“吐槽文化”的大爆

炸，意外走红了。而现在，鹿麻吕与迁都君的强强联合，更是让奈

良的人气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图 4 

3 我国旅游文创现状与建议 
3.1 我国旅游市场文创产品设计现状 

由于旅游文化创意产品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从事旅游文化

创意设计的人员面临的市场需求比较复杂，而且很难了解到受众群

体实际情况，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无形之间增加了设计工作

的难度。此外，目前的文创市场中不乏抄袭现象，各地部分文创作

品大同小异、款式雷同、缺乏新意，通常是爆款一出便群起效仿，

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然而此类做法的负面影响也比比皆是，其一

是产生对同类设计产品的审美疲劳，进而降低游客购买欲望，其二

是恶化设计产业风气，原创设计由于成本更高、受众面更窄而得不

到公平的量化生产，从而使原创市场更加低迷。其三是缺乏本地专

业设计团队开展集成式设计，疏于对当地文化的深入挖掘，难以体

现当地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在此情形下，旅游文创品牌的创建和宣

传日趋艰难，品牌效应也无法达到理想程度，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

文化、制作手法、销售渠道等方面入手，汲取日本奈良旅游文化创

意的长处，深入研究适合当地旅游市场的文创设计，以振兴文化创

意产业，提升旅游周边产业的经济效益。 

3.2 文创产品设计本土化 

旅游市场中文创产品的设计，不仅仅要满足旅游者对文创产品

的偏好和需求，还要兼顾当地的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特点。从上文

列举的两处日本景区文创设计中不难发现两者共通处：首先，日本

旅游文创产品意蕴偏向禅宗古典文化，这是准确把握了本地文化重

点与游客的兴趣点所在，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两方兼顾。我国设计

师可以汲取这一观点，找到本地文化适宜的切入点并进行创新设

计，弘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其次，在日本文创设计过程中，

设计师将禅意的古朴意境放在首位，去除繁琐选其纯粹，是形式为

内容服务的正确体现。在此方面，中国的文创设计相对不足，部分

产品在设计中没有考虑到其文化背景特点，一味追求形式上的亮

眼，通常是“换汤不换药”，直接套用正在流行的文创风格，从而

使得文创产品不具备真正的文化意义，反而成为了纯粹的商业品。

因此，中国旅游文传产品的设计应尽量回归文化本质，探索商业效

益与文化价值的平衡点[4]。 

3.3 借助新媒体开拓市场 

5G 时代的来临使得传统的纸质媒体、旅行社广告宣传、游客

的口头传播等方式得以突破，利用与新媒体的融合来开发旅游市场

成为一条火热的发展道路。在此方面，日本率先借助文创品牌 IP 介

入全球社交媒体，取得了不俗的成效，根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7 

年，仅中国大陆的赴日游客就高达 735.6 万，总消费 16946 亿日元，

人均 1.4 万人民币，如果算上港台地区，中国游客大约承担了日本

旅游市场 50%的份额。而奈良县非常有远见，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日本奈良市观光协会早于 2012 年注册了官方微博。从开通微博之

日起，奈良市观光协会以热门 IP 鹿麻吕为官方推荐人，周期性发

布奈良美景或奈良县正在开展的文旅特色活动，以此吸引中国游客

并形成一定的粉丝效应。 

结语 
日本奈良县在孤独中坚持传统文化，并摸索出一条适合当地旅

游文化创意的发展道路：拒绝俗套、发展原创，以贴近游客的视角，

而从设计符合大众需求的产品；抓准景区热点、精准打造 IP，并结

合新媒体全面推广。日本奈良的文化创意产业，多年来仍是一个可

供参考的典范，而日本奈良的崛起亦是一段值得细细推敲的历史。

奈良旅游文化创意设计的成功之处在于一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

独特的文化和现代的联动造就了奈良的独特魅力。中日文化因同受

佛道教文化之风影响，其文化内核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也是中日

两国文创设计有较大借鉴意义的原因。但在这一过程中，须切记本

文所提出的建议所指为借鉴日本文创设计的成功之道，而不是盲目

模仿日式风格。 

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其地域文化内涵

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奈良县”作为一个成功的地方

旅游文化创意设计典范，可以为今后我国各县市区乡的文化旅游开

发提供可行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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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图 1、2、3 为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为正仓院展展品“螺

钿五弦紫檀琵琶”设计的纪念文创商品 

2 奈良公园文创 IP“鹿麻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