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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大运河”符号的视觉性研究
张瑞卓袁王 通袁郝小梅

（沧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河北 沧州 061000）
摘 要：河北大运河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既是燕赵文化的载体，又对文化起到了联结和群化的功能。提炼“大运河”文化符号，与

河北旅游经济文创产品相结合，建立特色旅游文创品牌，以视觉化的手法宣传和推广河北大运河文化，能够传承和发展宝贵历史遗产，同

时也能够带动河北省旅游经济的发展和提升。

关键词：大运河符号；河北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DOI】10.12231/j.issn.1000-8772.2020.32.308

“长城是凝固的历史，京杭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在 2500余年
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大运河作为水运交通主干道，始终肩负着运输

与联通的重任，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繁荣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将“大运河”符号与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相结合，打造具有

知名度的运河品牌，能够给河北省旅游业带来更多的效益和流量，

也是让运河文化真正融入到现代人民生活中的重要途径。

1 河北大运河的文化功能
河北大运河作为文化载体，对运河沿岸的文化起到了聚集、融

合和催生的作用，展现的是依水而居的劳动人民的精神内涵。大运

河是南北漕运的重要通道，是沿岸人民的生存生活保障，长期辛劳

的漕运生活形成了燕赵文化中的不畏艰难、奋勇进取的侠义精神；

随着漕运的发展，南北通商也愈加频繁，形成了诚实守信、重利不忘

义的冀商文化；大运河沿岸人民在常年与水患做斗争的过程中，积

累起丰富的灌溉防洪经验，形成了开拓创新、科学缜密的水利科技

文化。

河北大运河的文化联结功能，既体现在空间上，又体现在时间

上。运河将水路交通枢纽互相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中心地

带。运河文化随着运河自身历史变迁发展，也在不断联结历史，沟通

古今。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

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

河北大运河的还具有很强的文化群化功能。大运河开凿于东汉

末年，绵延 530公里，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五个城市，
连通海河和黄河两大水系。大运河的流动变化，既带来了文化交融，

也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地域文化。运河文化流经不同区域，与当地

地域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2 河北大运河视觉符号的构建方法
2.1 选取维度，精准切入
文化的传播应通过对受众群体的共识维度进行准确切入，选取

高认知度的文化符号进行编码，形成一套统一的编码与解码规则。

在此规则下，将文化信息进行符号编码，再通过媒介进行传播，受众

接收后能够顺利解码信息，从而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高速传播。大

运河是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文化母体，包含着地理、历史、人文、艺

术、民俗等多方面自然与社会内容。回顾历史，运河文化的输出多集

中于表现天、地、祯祥、神仙故事等，表现了旧社会人们对于自然力

量的敬畏和对安稳生活的追求。时代发展至今，河北经济文化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新时代图案的母题也应与时俱进。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化自

信”、“文化复兴”和“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可将运河主题与时

代需求结合起来，与本土地域文化结合起来，与百姓共同关注的热

点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文化母题。

2.2 元素提取，视觉转换
视觉语言是由视觉基本元素和设计原则两部分构成的一套具

有传达意义的规范或符号系统。视觉语言基本元素包括点、线、面、

体、色彩、肌理、文字、空间等等，而设计原则指的是将视觉基本元素

排布组合的规律形式和方法，如重复、对比、对称、均衡、节奏、韵律、

统一等等。视觉符号具有文化传播功能，它是人类对事物认识的媒

介，作为信息的载体，是实现信息存储和记忆的工具，又是表达思想

感情的物质手段。大运河流经河北境内，沿岸地理风貌、历史文化、

传说故事、民俗习惯、民间艺术都可作为元素提炼的依据。将大运河

文化元素进行提炼处理，成为以形状、色彩和组织形式为表征的视

觉符号，象征性则是其符号传播的主要特征。大运河文化视觉符号

的提炼和转化，要注意把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尺度，过分强调视觉

表现的抽象化和功能化，则会忽视掉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内涵；而过

分强调视觉表现的装饰性和具象化，则会无法拉近传统与现代之间

的艺术思维。

2.3 设计转化，输出价值
旅游文创产品是宣传景区品牌形象，提升景区档次，丰富旅游

体验的重要途径，旅游文创产品的核心就是设计，设计能够对文化

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将创意人的智慧转换为产品的高附加价值，

进而能够有效的将视觉符号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进行市场输出。大运

河文化的设计转化要以消费者情感和行为体验为出发点，结合当代

流行审美观，通过色彩、造型、材质等设计手段进行市场推广，让“大

运河”符号与受众产生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不应只体现在迎合

市场消费上，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能够融汇古今、沟通雅俗，更好的

宣传河北大运河文化。

3 野大运河冶旅游文创产品的发展途径
3.1 依托政策，打造品牌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9年 2月印发了《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提到：“要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

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

文化，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品牌是消费者对产品及产品系

列的认知程度，同时也消费者对某个企业的产品、服务、企业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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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评价和认知。打造独特而醒目的河北大运河文化品牌，对于大

运河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大运河历经 1700多
年而沉淀下来的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有足够的背景故事可挖，这

些都能够在品牌传播后期转化成为很高的话题势能和消费势能，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河北大运河文化品牌的建立，能够提高

知名度，有效推动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建设。

3.2 根植文化，差异定位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提到：“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

的、最难以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域在历史长河中累积起来的精神活

动及其产物，其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是能够被传承

和传播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动产。文化因其产生的族

群和背景不同，因而表现出来具有差异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

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河北大运河拥有独特的

地域资源，沿岸催生出了具有典型燕赵文化特征的民间艺术形式，

是文创品牌开发的资源库。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要根植当地文化，总

结当地百姓需求导向，避免千篇一律的产品开发，将文创产品与旅

游区域特色相融合，丰富景区体验。

4 结束语
旅游文创产品植根于文化，繁盛于创意，长久于经营。河北大运

河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了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以无限的灵

感与素材，带动和提升了河北旅游市场的持续发展。同时，旅游文创

产品独特的宣传模式，也会拉近大运河文化与普通人民之间的距

离，提升大运河文化的亲切感，对宣传与发展运河文化，有着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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