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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必然趋势,旅游文创产品是文旅产业链

中重要的一环,它紧密联系着旅游市场。本文基于对桂林市龙胜县黄洛红瑶寨的旅游业现状,在文旅融合

的背景下阐述其旅游文创产品的现状,通过对黄洛红瑶寨的特色文化、自然资源的梳理以及对当前旅游

市场的实地调研,对旅游文创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以地域特征、民族文化等因素作为出发

点,从消费需求、原生文化、5G+技术的加持等多角度展开讨论,探索文旅融合视域下黄洛红瑶寨特色旅

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策略,为当地旅游文创产业提供更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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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 tourism"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to change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chai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ourism market. Based on the tourism situation of Huangluohongyao 

village, Longsheng county, Guilin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rough the comb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of Huangluohongyao village and the field research of the current tourism market, the cur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re analyzed, and taking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culture 

and other factors as the starting points, discus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umer demand, native culture, 5G + 

technology suppor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ategy of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characteristic tourism in Huangluohongyao village under the vis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o provide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s for the loc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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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我国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

并成了文化与旅游部,自此国内逐步形

成一股新的潮流——文旅融合创新。旅

游文创产品成为了旅游产业不可缺少的

重要部分,“文化+旅游”背景下的文创

产品,依托于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旅游经

济,将旅游景点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传递

给消费者,吸引消费者群体,以此而提高

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经济收入,推动文

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1 文旅融合下旅游文创产品概况 

1.1文旅融合背景下旅游文创产品

的作用。随着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旅游成为了人们放松的选择之一,而旅游

的形式也从最开始的走马观花式到现在

的以传播当地特色文化、发展历史为主的

文旅融合的旅游形式。独具特色文化的旅

游文创产品成为弘扬当地特色人文、历史

故事最直接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地文化自

信和提高旅游竞争实力的重要王牌。 

1.2旅游纪念品与旅游文创产品。旅

游文创产品是旅游纪念品在当今时代背

景下的取代品。旅游纪念品的核心内容

是针对旅行地区的纪念意义,而旅游文

创产品的核心内容是针对旅行地区所传

承特色文化的欣赏和体验。旅游文创产

品作为地方文化产物,核心任务是在满

足功能性消费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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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化需求,从用户体验、文化认同等多

个角度去激发旅客的消费欲望。 

1.3文旅融合背景下旅游文创产品的

发展现状。文创产品意味着在承载文化语

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的,但是现如今

的文创市场上除了极个别几个比较出圈

的文创品牌以外,大部分的旅游文创产品

的销量均不理想,一方面是缺少创新和与

现代生活接轨,直接套用当地现成图案的

旅游产品进行售卖的商家不在少数,未进

行地域文化中的特色元素进行提炼,其文

化背后的历史、艺术价值未能在旅游产

品中体现出来,其产品就会缺乏独特性,

直接导致了各地域旅游产品的销量较低,

而失去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自然无法与

市场上的同类产品拉开距离。 

第二方面,产品缺乏实用性和良好

的用户体验。在深受政府重视的情况下,

各地域不同功能类型的旅游产品遍地生

花,但是同功能类型的旅游产品在质量、

生命周期等方面却参差不齐,游客实际

上买到的旅游产品和卖家所宣传的有较

大差异,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对用

户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盲目进行设计与售

卖。旅游文创产品作为横跨文化和旅游

两大领域的产品品类,市场需求是出发

点,旨在满足旅游消费者对目的地文化

体验的需求,所以旅游文创产品不仅要

具备文创产品的属性,而且要发挥地域

旅游文化的承载与传播作用。 

2 桂林市龙胜县黄洛红瑶寨的

文旅资源分析 

红瑶族是瑶族的一个分支,最初也

是因为战乱,部分的瑶人迁徙至龙胜当

地；红瑶族人民崇敬天地万物,经过多年

的历史沉淀,逐渐就形成了现在独具特

色的红瑶文化；其中长发文化获得了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名,获“天下第一

长发村”之称；以红色为主的民族服饰

于2014年就列入了国家第四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项目。黄洛红瑶寨的旅游优

势资源基本来源于民族文化和特色风俗,

这就形成了黄洛以长发、歌舞和民俗表

演作为其主打品牌的旅游现状。 

2.1长发文化。秀丽的长发是红瑶民

族成年女性的身份标志,她们以头发多、

黑和长为美。一生有三种不同社会角色的

发式,从18岁成年举行“穿裙换头”的成

年礼,穿上花衣花裙之后开始蓄长发,换

“叠观”头,用绣有瑶王印的方形头巾把

头发全部包起来,只在额头前面露出头巾

正中的瑶王印；在结婚之后才把头型改为

盘绕头顶的乌龙头,不包头,以平、粗、圆

为佳；等到她们有小孩之后便在额头中间

盘出一个大大的椎髻,其余就盘在头上,

叫作“凤凰头”形成红瑶嫂的标志。 

2.2精神文化。红瑶族的宗教信仰主

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瑶族历

史以来便有对盘瓠文化的崇拜,如图1所

示。盘瓠的原型即为龙犬,是一只带有龙

尾巴的狗。红瑶的敬狗传统在其服饰文

化中有所体现,红瑶女子花衣上都绣有

狗的图案如图2。每到重大的节日,都会

进行抬金狗送祝福的传统习俗。红瑶族

人民很敬重老虎,红瑶族的妇女服饰背

后都绣有两个方形的“虎爪”纹样,如图

3所示,是红瑶服饰必不可少的图腾。红瑶

服饰上还有着许多动植物图纹和几何纹

样(如图4),这些神秘又富有韵味的图形

纹样形象地体现了红瑶民族的生活印记,

也代表着富含创意与审美的红瑶文化。 

 

 

 

 

2.3绚丽丰富的服饰文化。“红瑶”

的名称来源于其上衣多为色彩艳丽的桃

红色、大红色,再配以红绿相间的百褶

裙、黑色绑腿以及藏青色、红线边的方

圆头巾。红瑶女性的服饰大都是手工制

作,体现出一个古老民族服饰的精湛技

艺、文化内涵和审美品位。红瑶服饰上

衣的工艺手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绣

衣(也叫花衣),如图5,绣衣主要以藏青

色棉布作底,用各色(主要是红色)丝线

精心刺绣；第二种是通红的织衣,织衣主

要是以白线为经,红线为纬,是用古老的

手工织机编织、缝制而成的。其花裙,

是用蜡染的传统工艺制作。 

2.4其他资源。黄洛瑶寨位于著名的

龙脊梯田景区内,是通往平安寨梯田的必

经之路,其气候条件优越,雨水充沛,盛产

罗汉果和百香果。正是这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的气候条件,一年四季都很适合旅游,

故开发旅游文创产品也是个优势所在。 

3 黄洛红瑶寨旅游文创产品开

发的实施路径与策略 

通过对黄洛红瑶寨的调研和采样可

以发现,当地的旅游文创产品的进货来

源与国内同类型的景区产品大径相似。就

比如桂林象鼻山的旅游文创产品与桂林

阳朔的旅游文创产品极为相似,同质化

严重,市场上也缺少当地原生的、独特的

旅游文创产品。而文旅合作的发展趋势

以及当前的市场需求也为我们提供了新

的设计要求,应该在保持和挖掘地域文

化、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在创意转化

的过程中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一个

系统的过程,要求我们需要从不同的途

径和角度进行思考与尝试。 

3.1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从旅游

消费群体的整体层面来说,旅游文创产

品的购买者是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受众,

其中多数的女性消费者愿意付出更多的

金钱去购买。旅游文创产品在本质上也

是一种商品,其文化传播能力是建立在

一定销售数量的前提下的,故我们在设

计过程中应将消费需求作为主要导向,

做好市场调研,通过消费者与设计者之

间的有效沟通,最终开发出有温度的特

色产品。例如故宫博物馆针对女性消费

者开发了故宫彩妆、故宫香氛、故宫首

饰等生活用品,这些产品一经推出便迅

速成为年轻消费者追捧的对象。随着文旅

融合大背景下游客多元化、个性化要求

日益提高,如何通过旅游文创产品来满

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旅游文创

从业者研究的重点。 

图1 盘瓠皇     图 2 红瑶服饰上的盘瓠纹样 

图3 红瑶服饰上的“虎爪”纹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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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以本土原生文化为核心内容。文

化与旅游的融合,强调以文化为核心、以

旅游为载体,文旅融合的深入发展将有利

于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进一步推动和带动

文化要素的转化。以无锡灵山拈花湾旅游

文创为例,该景区主打东方美学和佛教艺

术结合的休闲旅游模式,其文创产品的开

发紧密围绕这一核心,注重禅意文化和生

活美学理念的培育,以增加产品内涵和附

加值,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提炼,

形成了清晰的品牌定位,其文创产品已经

成为景区亮眼的特色名片,为文旅融合的

创新发展提供了拓展的深度和广度。 

3.3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旅游

文创产品中现代技术的加持,是设计方

法和营销推广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拓展领

域。随着5G技术的快速更迭,以及中青年

人群对高科技元素的普遍认同,设计者

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让旅游文创产品

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存在。例如北京故宫

博物院借助前沿科技开发了故宫APP(皇

帝的一天、紫禁城祥瑞)、故宫输入法(胤

禛美人图、海错图等))等大获好评的数

字化文创。通过线上发布的数字信息,

能够让游客对景区及其文创产品有初步

的认识,进而通过线下的游览体验产生

更加真实的感受。当前在很多优秀文创

产品的设计开发和营销推广中已经有效

地融入了现代信息技术,但在桂林旅游

文创产品中还非常少见,市场潜力巨大。 

4 总结 

在当前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消费

者对于旅游文创产品的认识不再局限于

同质化的复制品,而是开始关注独特的

文化内涵、新颖的创意形式以及优质的

材料、工艺等因素,更加重视产品的体验

度、实用性和文化价值。将极具地方特

色的红瑶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的生产工

艺、日常生活用品相结合,基于市场需求

与红瑶传统服饰文化特色进行旅游文创

产品开发,可以使得极具红瑶民族特色

的旅游产品更具文化功能与实用功能,

在“使用”这些红瑶旅游产品的过程中,

在无意识状态下起到对红瑶传统文化的

传承作用,这有助于推广红瑶传统文化,

促进经济的发展。面对黄洛红瑶寨乃至

全国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我们应当积

极探索符合地域特征和市场需求的旅游

文创产品开发策略,有效驱动当地旅游

文创产品的研发,力争实现文旅融合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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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红瑶服饰纹样及其寓意 

图 5 红瑶女性服饰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