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303 

美育视觉下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设计  
姜琦珺 

（甘肃政法大学艺术学院  730070） 

摘要：传统文化文旅产品设计基于美育视觉，满足市场需求的传统文化文旅产品是美育的终极目标。美育视觉下，促使甘肃传

统文化文旅产品发展迎来全新契机，为了将甘肃传统文化特色与美育视觉背景充分结合，甘肃充分把握这一良机，设计出以美育为

载体，满足市场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有效促进甘肃传统文化与旅游文化事业创新，将文创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出广受喜闻乐

见的文旅产品，全面改善甘肃旅游文化事业运作及发展模式。有鉴于此，文章基于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研究背景，探讨甘肃传

统文化文旅产品设计与美育视觉背景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明确美育视觉下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设计应当遵循的规律，就美育视觉

下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设计路径进行相应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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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

文化，是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让全社会了解传统

文化，借以认识民族的根基、认识文化的意义，自据地关心传统文

化，是文化产业的本质所在。自先秦时期起，甘肃地区便具有丰富

的传统文化，甘肃传统文化是地域智慧的结晶，是优秀文化的代表，

其传承需要与时代接轨，并融入现代生活，但是，在当今经济社会

环境中，甘肃传统文化的传承困难重重，大量工艺或艺术形式因为

难以承继而濒临失传【1】。因此，文旅产品成为一种良好的媒介，能

够将甘肃传统文化与产品设计进行结合，通过寻找两者的共同特

征，让传统文化鲜活起来，通过文旅产品丰富甘肃旅游文化产品内

涵。 

一、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设计背景 

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开发，对传统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展能够产

生重要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地域性民俗文化风情旅游的主攻

方向之一。回望甘肃，甘肃历史跨越八千余年，是中华民族和华夏

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医药学的发祥地之一，被神州大

地誉为“河岳根源、羲轩桑梓”相传，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女

娲和黄帝均诞生在甘肃。在甘肃泾川，现有七项国内外罕见的西王

母文化遗产，泾川“西王母信俗”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周人崛起于庆阳，秦人肇基于天水、陇南，汉武帝在收复河

西走廊后打通“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在大唐撑起长安城半数繁华【2】。

看今朝，甘肃地区人口 2490.02 万人（2021 年常住人口），已经成为

多民族省份，而东乡族、裕固族和保安族为甘肃独有民族，丰富的

民间文化艺术是甘肃各族人民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多民族文

化共同组成了甘肃传统文化，其与汉族精英文化和书写文化分流并

处，共同构成了甘肃地域性文化的万千气象，集百家大成于一身，

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根据国家级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甘肃省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甘肃地区的传统文化主要涉及到民间文

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杂技与竞技、民

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种类型，丰富的传统

文化为文旅产品的开发和设计提供了较为广泛的思路和灵感，为打

造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品牌夯实坚定的文化基础。 

二、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设计与美育视觉背景相结合的

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甘肃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几千年来，甘肃地区各民族一直在这块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上

繁衍生息，他们缔造了与厚重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非物质

文化，传统文化可谓是多姿多彩，瑰丽独特，例如，敦煌莫高窟、

万里长城嘉峪关和麦积山石窟等是甘肃星罗棋布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花儿、环县道情皮影戏、土族格萨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秦腔、陇剧、高山戏、庆阳香包

绣制、夜光杯雕、太昊伏羲祭典等 83 项传统文化被列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崆峒派武术、民勤骆驼客等 493 项传统

文化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但是，伴随时代变迁，

经济社会大量涌现新事物，众多传统文化因缺少鲜活力量的融入，

大量工艺或艺术形式因为难以承继而濒临失传，因此，基于美育视

觉下设计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成为本文研究重点【3】。在设计甘肃

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过程中，要以承继和发扬甘肃传统文化为基

本，设计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符合现代生活所需、具有现代艺术

价值、深受年青一代喜闻乐见的文旅产品，在此过程中，美育视觉

为甘肃传统文化发展提供更高整合度的平台，文旅产品设计可以充

分糅合甘肃传统配色、图案、文理、人物、事件，继而呈现出具有

地域性特征的优秀文旅产品。 

（二）有利于甘肃地区旅游文化产品的宣导与推介 

旅游文化产品从文化旅游资源、服务消费业态产品和特色消费

商品等角度，整体体现出甘肃对外开放的身姿和厚植于心的人文气

息。作为甘肃的品牌特色，旅游文化产品能够带来特殊的记忆点，

一个好的文旅产品同样如此，其能够在突出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

在文旅产品的精神文化内涵和科技含量中赋予大量设计精力，研发

出具有更高品质、更多数量、更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文旅产品，促使

这些文旅产品达到在历史性、时代性、思想性、观赏性、科学性、

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等方面的完美结合，促使更多的人民群众

将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甘肃文旅产品带回家。因此，甘肃传统文化

文旅产品设计与美育视觉背景相结合，有利于甘肃地区旅游文化产

品的宣导与推介，旅游文化产品能够充分展示甘肃地区的风土人

情，促使更多人萌生去甘肃旅游的心理预期和市场需求。 

（三）有利于甘肃地区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与研究 

甘肃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与研究具备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资

源，目前，一部分已经得到有效利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但是，当前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开发和研究仍然处于探索

阶段，在文旅产品设计和研究中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对甘肃旅游

产业发展产生较大程度上的阻碍。大部分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类别

较为单一、吸引力不足，产品缺乏特色、创意不足，产品宣传力度

不足、知名度较低，专业人才匮乏、普遍素质不高。基于美育视觉，

通过美育与传统文化融合进行文旅产品设计，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甘

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开发与研究，依靠美育视觉对产品设计、开发、

宣导、销售和服务进行全盘优化【4】。 

三、美育视觉下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设计应当遵循的规

律 

（一）关注文旅产品的地域性特征 

文旅产品假如在设计上缺乏对地域性文化的解读，将会造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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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趋同，缺乏创新点，设计出的文旅产品将会丧失辨识度，并

不能充分代表甘肃地方文化特色。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盛行个性化与

创意性，通过现代设计能够充分表现地域性文化特征，唤醒地域性

民族自信心，促使地域性风土人情焕发活性，提升地域知名度，促

进地方性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予以传承和保护。因此，在美育视

觉下进行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设计可以针对甘肃传统文化进行

文化地域性文化特征提取，创造出能够代表甘肃地域性特征的文旅

产品。 

（二）关注文旅产品的精神性特质 

在文旅产品的设计上不仅需要关注文旅产品的外在形态，同时

要兼顾到传统文化的内在表述，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提取，进行设计

应用，力求设计的生动和形象，继而正确的解读和利用设计方案，

创造出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弘扬产生

促进。甘肃传统文化最大的特性在于其所具备的深厚文化底蕴，只

有在文旅产品设计过程中，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核，才能避免在文旅

产品设计上过度设计、过度包装。 

（三）关注文旅产品的实用性内涵 

 
图 1 “池昼哥”彩绘木面具 

进行文旅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应再实用性上进行深加工，促使

文旅产品能够以新奇且有趣的丰富内涵、强烈且突出的实用性质博

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在射击中，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观察，

提取文化元素中的色彩、文理、造型等，通过具象化表征处理，设

计出具有甘肃地域性特征的优秀文旅产品【5】。例如，陇南白马藏族

文旅产品设计中，充分挖掘“池哥昼”传统中的面具进行产品资源

设计，如图 1 所示，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有效促进传统文化承继，

一个手工打造的“池哥昼”彩绘木面具，在文旅产品价值上能够获

得 800 元人民币，文旅产品开发较为成功。因此，在甘肃传统文化

文旅产品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借鉴这种方法。 

（四）关注文旅产品的创新性手段 

创新性手段是推进文旅产品不断焕发活性的内核所在，在经济

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文旅产品的创新性设计手段已经成为产品获

得竞争优势的重中之重。为了避免审美过度和文旅产品间产生同质

化问题，在进行文旅产品设计过程中，需要持续性秉持创新角度赋

予文旅产品原创属性，通过寻求不同种类的方式，从不同视角进行

传统文化赋能，增加文旅产品文化附加值。因此，在文旅产品设计

过程中，产品定位要紧跟人民群众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对文旅产

品进行文化记忆点加持，促使文旅产品具备收藏价值。 

四、美育视觉下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设计路径 

（一）全产业链布局，打造甘肃特色文旅产品新生态 

伴随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文旅产品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地域性经济发展，因此，打造甘肃特色文旅产品新

生态十分必要。在此过程中，需要在如下方面予以关注，首先，美

育视觉下，将具有审美特色的花儿、环县道情皮影戏、土族格萨尔

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元素作为甘肃地区传统文化文旅

产品的设计元素，优化产品体验；其次，美育视觉下，将甘肃旅游

文化特色与文旅产品设计进行融合，充分利用敦煌莫高窟、万里长

城嘉峪关和麦积山石窟等文物志文化遗产打造别具一格的文旅产

品。有鉴于此，才有可能在美育视觉下设计出具有甘肃传统文化特

色的文旅产品，打造出独具甘肃特色的文旅品牌，进而实现全产业

链布局，打造甘肃特色文旅产品新生态【6】。 

（二）尊重传统文化，赋予甘肃特色文旅产品新体系 

在美育视觉下，甘肃文旅产品将全面覆盖地方全部文旅资源，

通过广泛取材，进行文旅产品设计，旨在让甘肃传统文化走出去，

提升甘肃传统文化知名度。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发挥出自身的市场

主导作用，鼓励多个行业进行文旅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在研究过程

中，提供充分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文旅产品这一载体，将传统文

化与商品深度进行结合，让千年文化得以延续。与其同时，相关部

门要充分理解审美视觉的内涵，对文旅产品的可开发类型进行多方

价值考量，既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又要在文旅产品上

体现出传统文化价值，从而在进行文旅产品设计指导的同时，避免

自身对产品开发造成过度干扰，确保群众致富增收。 

（三）针对审美需求，建构甘肃传统文化文旅产品新平台 

审美视觉为文旅产品开发提供更加专业的渠道，在产品设计过

程中需要用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力去涤荡灵魂，提升设计修养，

进而更好地指导产品实践，也可以说，审美视觉为甘肃传统文化文

旅产品设计开发提供一个新的渠道，因此，建构一个新平台十分必

要【7】。在实际建构过程中，为了突出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特色优势，

可以进行民俗类型产品、参与性类型产品、表演活动类型产品、旅

游购物类型产品的全线开发，通过培养专业人才保护传统文化资

源，通过开拓文化市场深耕宣传和促销工作，通过开展地域性合作

优化文旅产品经营管理机制。 

结束语 

美育视觉下，传统文化文旅产品的设计需要接受多方面因素的

支持，以此准确把握文旅产品设计开发的大好契机。因此，甘肃传

统文化文旅产品设计应当关注文旅产品的地域性特征、文旅产品的

精神性特质、文旅产品的实用性内涵文旅产品的创新性手段，通过

全产业链布局，打造甘肃特色文旅产品新生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

同时赋予甘肃特色文旅产品新体系，结合审美需求，建构甘肃传统

文化文旅产品新平台，为人民群众开发出更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文旅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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