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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
深化与活化之路径

———以金华市兰溪市诸葛八卦村为例

薛红艳， 金才富， 朱思宇

摘　 　 要： 以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诸葛八卦村旅游景区为例， 中国古村落的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

应走出一条深化与活化的路径。 诸葛八卦村的文化旅游产品应从符号象征、 文化属性、 情感互动、
数字化建设等层面去解读与研发， 并通过建立数字化博物馆为古村落的文旅产品提供线上传播平

台。 应通过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创产业开发， 促进区域特色经济增长以及旅游业的发展。
关 键 词： 古村落； 诸葛八卦村； 文旅产品； 深化与活化；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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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工学院工业设计系讲师； 朱思宇， 浙江师范大学工学院工业设计系本科三年级学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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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的诸葛八卦村虽然

在全国的知名度比较高， 但其文旅产品开发

明显存在缺失， 目前景区销售的文旅产品仅

有诸葛扇、 孔明锁、 《诫子书》、 村落速写作

品等， 其他的一些旅游产品基本上是市场上

通见的。 这些通见的旅游产品主要为平面的，
样式也很普通， 千篇一律， 缺失诸葛八卦村

的内涵、 灵魂与精神， 没能引发人们足够的

购买欲， 亟须其市场的持续扩展及其文化内

涵传播方式的改进。 因此， 需要设计出若干

条创新思维的路径， 进行从平面向立体、 从

二维向多维、 从静态向动态、 从表层到内质、
从固化到活化等的八卦村文旅产品的拓展开

发； 将理性与感性并重， 提升古村落文旅产

品的品质———由此彰显乡土文化的魅力， 促

乡村振兴速度的加快。

一、 诸葛村文旅产品开发的

延伸与深化

　 　 依托诸葛村现有的产品， 如诸葛扇、 孔

明锁、 《诫子书》、 村落速写作品等， 将产品

开发向纵深延伸与深化。 目前诸葛扇的体积

比较大， 且样式较老， 可以将之设计成体积

小且新颖的系列衍生产品： 如小巧玲珑的扇

面内容不同的折叠式诸葛扇， 将它们组合成

套装， 再加上富有诸葛八卦村文化语义的包

装， 以突出其文化内涵。 孔明锁， 目前所销

售的都是难以读懂的， 可以将孔明锁的设计

原理与现代玩具的设计原理相融合， 以适合

现代人的趣味及接受度将其设计成简单易懂、
易用、 易玩的现代日常用品和玩具， 并使购

买方在玩耍及使用的过程中能够体悟孔明锁

的设计原理， 起到开发智力的作用。 目前市

场上的 《诫子书》 基本上以竹简、 卷轴等古

老样式呈现， 与当代家具、 办公氛围很难匹

配， 所以可以在装帧上下功夫， 根据客户的

喜好， 融合其书房、 办公环境进行个性化定

制； 同时， 亦可做成随身便携阅读的卷轴，
这样， 既可以勾起消费者购买的欲望， 也能

简易、 广泛地传播 《诫子书》 的文化内涵。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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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速写作品， 目前创作群体力量单薄， 其

作品及装裱样式单一贫乏。 其实， 完全可以

和省内外名家、 画廊、 美术馆合作， 将艺术

家在古村落写生创作的作品， 如油画、 国

画、 版画等在村子里的美术馆内展示和销

售， 并组织到省内外的画廊、 美术馆去展

示、 销售； 与此同时， 可以选取最经典的、
最具八卦村文化内涵的作品， 设计出众多衍

生产品， 如： 仿制画品、 挂盘、 丝巾、 鼠标

垫、 游戏拼图、 文艺包、 首饰、 餐具等， 这

样， 客户的选择就丰富多样了， 也由此带动

了诸葛文化的推广。 乡村自身拥有的资源相

对有限， 如何让现有的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将自身资源优势与市

场、 游客消费需求有效对接， 实现从粗放型

大众旅游向精致化小众旅游的转变， 简言之

就是精确定位。①

售卖以上产品， 随意分散销售， 效果不

会太好， 最好打造成系列品牌产品， 乡村的

自然景观、 特色建筑、 文化资源、 特色饮食、
民俗节日等内容及题材都可以打造成地方名

片， 以此提升地方知名度。② 如以上产品可

以组合成系列产品， 比如打造诸葛系列品

牌， 以其品牌连锁店的模式来销售， 这对于

诸葛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无疑是一条良好的路

径。 与此同时， 还可以拓展其他文旅产品，
如： 八卦村重要景点钟池、 丞相祠堂、 大公

堂、 大经堂、 雍睦堂等的衍生产品， 以这些

景点为元素做成各种文创产品， 如灯具、 拼

图、 乐高， 让人们在玩耍的过程中能够了解

它们的构造原理及文化属性。 以孔明灯来

说， 亦可进行再创造做成系列文旅产品， 在

特殊的日子， 让游客集体放飞孔明灯， 以调

动游客的购买欲， 并在参与的过程中了解这

一文化事项。 最终形成诸多品牌化、 系列

化、 市场化、 标志化的产品。 除此以外， 亦

可加大对其周边产品或服务的研发、 制作和

销售， 产品内容可围绕 “吃、 住 、 行、 游、
购、 娱 ” 等方面进行整体设计， 让传统的

文化遗产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③

二、 诸葛村文旅产品开发的全面活化

文旅产品仅仅以平面的方式进行销售是

远远不够的， 要想把这些文旅产品的内涵最

大化、 最生动地展现并传播开来， 还必须运

用灵动好玩的 “活化方式” 将它们全面地、
系统地展现出来。 这项研发工作， 要与民俗

展演、 数字化设计等结合起来。 如： 关于诸

葛扇， 可以邀请乡贤装扮成诸葛亮在销售地

点与游客进行互动、 解答问题， 让游客与

“诸葛亮” 面对面地交流， 从而亲切有趣地接

触、 了解这一古代名人。 关于孔明锁， 可以

在销售点的电子屏幕上播放孔明锁的由来、
结构、 算法、 用途， 其结构可以用 “爆炸图”
的方式来展示； 亦可建盖与游客互动的木工

坊让游客沉浸在其中， 参与孔明锁的玩耍与

其创意产品生产活动。 关于 《诫子书》， 既可

以依托数字化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亦可以

让书法家坐镇专卖店临场书写， 游客在参观

的过程中， 既容易领悟 《诫子书》 的内涵，
又可感悟中华书法艺术之精髓。 关于村落速

写作品， 可以在村落中建设 “国际艺术家驻

地写生基地”， 并于每年的重要节庆时节邀请

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友写生， 以营造艺术创作

的浓厚氛围。 八卦村最具特色的莫过于钟池，
国人对于八卦图天生有着好奇与迷恋， 可以

在钟池的八卦图旁放置一个触摸屏， 让游客

可以通过屏幕了解八卦图的功能、 寓意， 并

进行占卜等活动。 而孔明灯， 则是最容易制

造氛围的道具之一， 村民不仅可以售卖各式

孔明灯， 亦可带动游客参与到放飞孔明灯的

活动中去， 并在活动中解说孔明灯的由来、
原理、 功能、 演变等民俗寓意。 八卦村的中

药， 是村民代代相传的生存之根之一， 可以

在村中创建一个中药博物馆， 展示这些中药

的制造全过程， 游客亦可参与其中， 感受我

国中药之精深文化。 农耕馆等其他场馆， 亦

可如法炮制一些互动活动， 增加游客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了解与感性认知。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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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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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天佑： 《乡村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以台湾南投 “妖怪村” 为例》， 《设计》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乔天佑： 《乡村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以台湾南投 “妖怪村” 为例》， 《设计》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杨冬梅： 《文旅融合视域下德州董子文化旅游产品创新研究》， 《黑龙江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三、 诸葛村文旅产品有效

传播的路径与思路

　 　 （一） 研发线下系列文旅产品

１． 重点打造诸葛孔明文化

八卦村的文旅产品设计不宜太宽泛， 要

紧紧围绕 “诸葛孔明” 文化， 深度挖掘其精

神内涵， 突出亮点， 将其打造成特色化、 系

列化、 品牌化、 国际化的文旅产品。
２． 以包装凸显八卦村文化特色

除了上述文旅产品外， 八卦村有许多土

特产， 如腊肉、 腊肠、 各种医药等， 倘若没

有统一的、 标志化的承载八卦村独特文化语

义的包装， 就无法良好地传播与销售它们。
反之， 如果在此方面下功夫， 传播与销售的

力度就能够得到大大的加强。
３． 举办特色文化创客集市

八卦村可以在二十四个节气及重大节庆

日与周末举办文化集市， 集市形象统一设计，
让村民将手头的文旅产品拿出来分享销售，
通过集市活动， 凝聚村民、 汇聚游客、 活跃

氛围， 以传达、 活化文旅产品中承载的八卦

村之诸葛孔明精神。
（二） 建设线上数字化博物馆

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型学术面貌， 借助智

能技术提升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广度、 精度和速

度及其可持续性的深化与活化， 进一步提升文

化遗产数字资源保护、 传承、 发展的智慧化水

平， 不断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理论和数字人文

研究范式创新， 成为文化遗产界和数字人文研

究领域共同关心的前沿话题。 适时将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置于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进行研究

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实现优秀传统

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深化” “创造性

活化”， 成为激发区域文化自觉、 增强区域文

化自信与区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建设诸葛村数字博物馆， 形成本地区

“非遗” 文化的智慧博物馆新业态， 采用多媒

体技术、 信息网络技术及数字显示技术提升

公众的观展体验度， 进行智慧展厅、 沉浸式

体验场所的建设和展示， 进行智慧发展、 展

厅管理、 展厅资源的科学配置、 展览信息的

数字化协同管理、 策展工作的可视化的展示，

进行展览内容的精准推送， 打造线上虚拟展

厅， 推出更多的云看展项目。
建设数字博物馆的关键技术主要为： 基

于大数据的挖掘、 模型文件、 数据标准规范、
数据描述语言、 多媒体数字管理、 内容采编

检索管理 “非遗” 文化的内容搜集与整理、
“非遗” 大数据资源的获取与合理利用； 基于

文件系统提供底层的存储支持， 数据库系统

的设计对内提供大数据管理、 索引和查询技

术的开发， 对外提供高效的数据查询等功能，
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大数据的价值实现模型；
实现数字化保护网上数字版权保护， 利用

ＨＤＲ 技术进行表面色彩纹理信息采集和复原

的技术方法， 得到完整的数字化模型， 进行

对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数字内容建设和对

文物的感知； 基于信息隐藏的数字水印技术

对数字媒体的版权保护手段； 基于 ＡＲ 技术的

“非遗” 文化的移动设备 ＡＰＰ 的开发与使用，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 三维图形图像技术、 计算

机网络技术、 立体显示系统、 互动娱乐技术、
特种视效技术将现实存在的实体博物馆的三维

立体方式完整呈现于网络博物馆； ４Ｄ 环形影

像打造， 采用互动触摸装置， 与影像、 模型相

连， 向特殊人群提供服务的数字体验区、 建设

一个开放式的博物馆数字化系统； 利用 ＨＴ⁃
ＭＬ５ ＋ ＣＳＳ３ ＋ ＷｗｂＧＬ ＋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 ＪＳＰ 技术，
系统采用场景集中展示与单个展品详细展示相

结合的方式， 以充分体现实物作品展示的特

点， 又能方便实现信息的搜索发现与关联， 建

设一个开放式的博物馆数字化系统。
依托上述的数字技术对文旅产品的开发进

行深化、 活化与传播， 打造诸葛村虚拟民俗数

字博物馆， 将其分为若干个展厅， 如： 文创博

物馆、 建筑博物馆、 器物博物馆、 美术博物

馆、 中药博物馆等， 并在其中嵌入沉浸式云旅

游、 网络游戏， 让 “非遗” 文化超越有限的时

空进行趣味性、 延展性的广泛传播。 开发以沉

浸式体验为核心的折叠式云旅游， 将全方位和

多感官的高交互性的体验模式引入线上云旅游

整体设计。 在旅游供给侧改革的大力推动和

不断深化下， 一批参与感强、 文化味浓的旅

游新业态纷纷崛起， 沉浸式旅游体验逐渐进

入了大众旅游市场。① 通过线上虚拟平台，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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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体验到沉浸式体验， 领略八卦村的文化

习俗、 风土人情、 景观特产等。
诸葛三维虚拟文创博物馆要有十分考究

的设计风格， 要充分挖掘其虚拟的优势， 在

展示效果与浏览方式上与实体博物馆区别开

来。 虚拟博物馆与实体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在

于其没有场地面积和展示条件的限制， 因而

可以拥有更大更宽更广的设计空间。 诸葛三

维虚拟文创博物馆的设计应有特定的诸葛品

牌设计风格， 以吸引诸多观众长时间驻足观

看。 其设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展厅的设计

以及界面设计， 两者在风格上应统一。 展厅

的设计包括： 空间布局、 模型构造、 装饰设

计以及整体风格定位等。 诸葛虚拟文创博物

馆应突出展厅的风格特征， 从文化特征、 类

型特征、 造型特征、 时代特征等方面着手，
设计适合于展厅的框架布局以及细节构造， 提

炼适合于展厅装饰的纹理， 强化展厅的风格特

征。 展厅的设计还应该包括烘托氛围的灯光设

计。 不同的灯光布局能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

感受， 使观众沉浸到虚拟展厅的特定气氛中。
目前国内的三维虚拟博物馆大多照搬了实体博

物馆的设计， 在气氛的渲染上略显不足。 做好

虚拟博物馆的美术设计， 通过画面来吸引观

众， 使观众获得良好的浏览体验。① 关于界面

设计， 更要在色彩、 语义、 形态、 语音等方面

下功夫， 凸显其生动、 鲜活的主题与内容。

结　 语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诸葛八卦村村落文

旅产品开发建设应秉承 “回归本土” “动脑

设计” “用心经营” 的精神理念， 凸显以人

文历史、 趣味设计、 情感互动为内涵的文创

品牌， 在线下依托以诸葛扇、 孔明锁、 诫子

书、 孔明灯等为核心的文创产品， 在线上建

设数字化文创博物馆， 挖掘营造自身文化、
研究文创产品传播的策略、 强化区域文化符

号， 逐步创造衍生出完整的产业链， 建立起

区域文化生态系统， 促成区域文化传播和经

济的发展， 让乡土文化在当代重现光彩， 让

乡村重现生机与活力。

（责任编辑　 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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