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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服装是人类文明发展产物当中的一种有型符号，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社会背景，也

是地理特征与风土人情的综合表现，旅游景区的服装设

计即相关人员的工作服或配饰设计，对于游客而言就是

认识景区的一道窗口，可以从服饰当中形成对景区的初

步印象，引发观赏期待，现在的景区服饰除了地域性元

素之外，还增添了许多时尚元素。

一、旅游景区服装设计的定位

当前国内很多旅游景区已经开始注重品牌化建设，

致力于打造更完美的服务形象增加知名度，可是对于景

区工作人员的服饰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传统文

化元素的过度使用，使其市场性与流行指数偏低，缺乏

时代感，这样的服装设计难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要

想保证品牌效应，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赏，那么就要

明确景区的服装设计定位应当遵循地域性与时尚性。

景区工作人员的服装有着一定的“标识性”作用，

而服装也是一个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综合表现，因此在

服装设计的过程中要带有地域性特点；而时尚性是为了

满足现代人们的审美取向，只有同时满足了地域性与时

尚性的特点，反映出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和优秀的时尚

品位价值，才能真正让游客产生一种新鲜的满足之感。

二、旅游景区服装设计中应有的特色表现

1. 地域性

旅游景区的服饰设计主要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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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景区服装的主要功能就是让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

与认同感，这样可以有效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并且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员工的工作表现，从而更好地投入到

工作当中，自我约束。不但如此，景区服装在设计中与

其他行业服装有很大的差异，市场上多数企业设计的工

作服基本都是制服形式。

例如，银行制服、酒店制服等，整体风格以简洁和

庄严为主，不过景区服装不但需要包含职业杜庄的各种

设计元素，更重要的是，可以体现出景区的地域性特点。

因为它是游客了解景区的重要窗口，能够反映出该景区

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特征，而且有着鲜明特点的服饰可以

有效装点员工形象，使景区在行业竞争当中取得优势，

从而增强景的吸引力 [1]。不过当前的景区服饰在设计上

有些缺乏特色，抑或是特色过头，不能体现景区的地方

特色，也就失去了其代表性，不过针对这样的问题，可

以从这两点入手解决。

因为不同的景区都带有一定的人文和地理特色，所

以在景区服装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起地区带有的

特色符号和元素，并将它们融入到服饰当中，在保证实

用的前提下，着重发挥出景区特色，设计过程中尤其要

注意的是造型和细节设计、面料和辅料的使用、色彩及

配饰的搭配这三个方面，其中最能够表现景区地域性的

元素当属装饰和色彩了，并且它能够将地域之间的差异

很好的凸显出来。例如，西藏景区在进行服饰设计当中，

装饰图案都是使用了莲花与金轮，而色彩的使用通常手

势白色或是金黄色，再辅以银饰进行点缀，便成功地将

西藏神秘的特点表达出来；而云南景区的服饰设计中可

以将不同少数民族带有特色的刺绣手法融入其中，将民

族风情展现出来，从而为景区增添更多的吸引力。

2. 时尚性

地域性对于景区服饰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光有地域

性还是不够的，因为时代在不断发展，现代人的审美也

与过去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服饰设计中还要结合当

代市场需求，融入时尚性的特点，这样才能满足当代人

旅游景区服装设计的地域性与时尚性探讨

周　亚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湛江　524000

摘　要：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而旅游景区多为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是历史的见证，因此

具有对于形象和历史文化信息传播的作用。旅游景区服装作为景区文化的窗口应当充分体现景区地域文化特色。本

文将通过阐述旅游景区服装设计的地域性和时尚型的特色表现，探究旅游景区服装设计地域化和时尚化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旅游景区；服装设计；地域性；时尚性



107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3期

的审美需要。服装设计 3 大元素当中的款式和辅料是展

现时尚性的最佳工具，不过在款式的选择上要注重其实

用性 [2]。

例如，担任导游工作的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服饰要带

有一定差异，不过要保证面料与图案色彩等方面的协调

统一，因为导游工作往往是在户外进行，而且需要带领

游客穿梭于山水之间，所以在服装设计中要考虑到他们

的工作性质与工作环境，整体服装不但要简洁，还要大

气，下装以裤装为主，这样更加方便行动，小细节上则

可以在领口位置和袖口位置增添刺绣和盘扣等带有特色

的装饰，而面料的选取需要保证期透气性与耐磨耐水性；

而行政人员通常在室内工作，他们的服装设计除了要与

导游的服装协调统一，还可以适当将款式设计得更加国际

化，从而与市面上那些千篇一律的工作服形成鲜明对比，

通过现代服饰语言与表现手法完成款式与造型中的创意设

计，在保证地域性的基础上，展现整体风格的韵味 [3]。

不过部分景区在服装设计过程中为了省事，只是将

少数民族的日常服饰用来作为景区服饰，不但裙摆粗糙，

配饰也零星地散落在一边，很像舞台表演的的服装，不

但脱离了让员工穿工作服的初衷，而且也不满足现代时

尚的要求，归根结底是过于追求地域性特点导致的后果。

事实上，表现景区服装的地域性只需要画龙点睛就可以，

所以这个“度”是服装设计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在

款式与面料以及色彩当中，设计师只需要采用一个元素

当作拓展的对象即可。

例如，在山东蓬莱景区有两种服饰，一种是导游服

饰，一种是行政人员的服饰，因为工作性质和条件不同，

所以款式设计也有差异，前者的服装是西服套装，方便

户外的行动，后者则是经过改良后的旗袍，面料采用的

是带有祥云图样的真丝材质，能够给游客带来一种身处

蓬莱仙境之感，色彩的使用则是暗红色，能够深刻的展

现出当时文化的内涵，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配饰，白色

打底绣有祥云的真丝丝巾，灵巧而时尚，与整体服饰的

搭配相得益彰。

三、旅游景区服装设计地域化和时尚化的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现代设计符号结合地域性特点进行景区

服装的设计，可以使景区服饰更加符合国际发展潮流，

从而促进我国旅游经济在国际上的发展，将带有地域特

色的设计元素融入于景区服装的造型与结构等方面非常

必要，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不能毫无章法地全部利用，而

是将其中的一个元素当作主要应用对象。例如，雷琼世

界地质公园湛江湖光岩风景区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湛江八景之首，被联合国地质专家称为研究地球与地质

科学的“天然年鉴”。园区是一个以玛珥火山地质地貌

为主体，兼有海岸地貌、构造地质地貌等多种地质遗迹，

自然生态良好，人文景观丰富的公园，同时也是省自然

教育基地。园区的活动以徒步、教育实践为主。景区接

待指引工作人员的服装可以以休闲运动服饰为主，既能

够适合露天工作场合又能够凸显热情活力。服装材质以

纯棉及速干材质为主，服装的色彩以玛珥湖及灵感，采

用蓝白渐变，红色点缀。徽章及细节图案采用玛尔宝宝、

火山宝宝造型，拉进景区工作人员与游客的距离，提高

服务质量。

第二，发挥传播效应，景区服饰在某种程度上来看

就是地区和景点的名片，能够发挥一定的传播效应。湛

江雷州西湖景区户外工作人员服装设计整体上可以借鉴

岭南汉族上衣下裤及上裙下裤的服饰造型，小立领对襟

及斜襟造型，凸显岭南传统服饰文化，合体宽松直筒裤

适合亚热带气候，采用棉麻等天然面料，吸汗透气且质

朴耐用。服装的点睛之处在于色彩和图案的设计，色彩

以大海的静谧灰蓝、为主，采用植物吊染的方式形成色

彩渐变图案。领口、袖口刺绣使用景区建筑装饰图案。

帽子采用湛江传统的蒲织手工艺制作，质地轻盈，遮暑

挡雨。服装整体造型不但能够凸显雷州半岛的地域特点，

同时又能够将时尚环保特色发挥出来。

第三，促进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景区服饰的地域

化和时尚化结合之后，可以实现将地域现代文化融入到

服装设计中，通过那些带有现代气息的图案设计更是能

够让游客全面了解旅游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比如在金沙

湾等现代度旅游景区的服装设计中可以融入椰林、海军

元素、现代城市地标等视觉元素，使现代人深切地感受

到那种奋发向上的力量，让景区服饰成为无声的语言，

为人们展现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此，景区服饰不

但可以发挥教育作用，而且有利于地区旅游文化朝着健

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景区服装的设计中，地域性与时尚性都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地域性能够使景区服饰将地区特

色充分的展示到游客面前，帮助他们对景区文化形成初步

的认识，而时尚性更是现代发展背景下迎合市场需求的必

要元素，因此二者缺一不可，在进行景区服装设计的过程

中，不但要保留其地域特色，还要运用时尚的眼光将二者

巧妙融合起来，促进旅游事业和旅游文化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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