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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下的京津冀校园文化衍生品设计研究

王亦敏，范冰璇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摘要：探析如何让京津冀地区独特的校园文化衍生品得到创新性发展，让文创产品更容易达到共情的目的，并传递不同的校园

文化价值，围绕校园文化衍生品进行创新性设计。基于对京津冀地区不同校园文化背景的调研，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分析校园

文化产品的现状与发展，以及有代表性的校园文化品牌。以清华大学文创产品为例，设计出具有创新性的校园文化产品，将文

化元素与产品设计相结合。运用校园特色建筑、色彩、文化背景，发挥其原创性、传播性、文化性等优势，传播学校的理念及文

化，扩大校园文化传播途径。在文旅融合背景下，设计出独特的校园文化衍生产品，传承文化内涵与理念，并提高校园文化认

同感与归属感，成为京津冀地区发展校园文化的趋势，从而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地区；校园文化；衍生品；文创产品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0）05-0039-06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0.05.006

Desig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ampus Cultural Derivatives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WANG Yimin, FAN Bingxu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how to make the unique campus cultural derivative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ge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make it easier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mpathy, and convey the

value of different campus cultures,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around campus cultural derivativ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ifferent campus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ampus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iconic campus cultural brand are analyz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aking

Tsinghua University’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s an example, innovative campus cultural products are designed by combining

cultural elements with product design. Campus characteristic architecture, color,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re applied to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riginality, dissemination, and culture, convey the school  s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nd expand the ways of

disseminating campu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unique campus culture derivatives are designed to

inherit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ncepts, and enhance campus cultural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us becoming a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cultur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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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人们在满

足现有生活的同时怀念校园生活，对校园文化衍生品

产生一定需求。校园文化衍生品作为在校生和毕业生

的精神寄托[1]，成为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不仅将校园

文化的精神传递给社会各层，而且将文化情怀寄托在

产品之中，用文创产品表达出独特的校园情感，满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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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情感寄托。随着社会新媒体的快

速发展，传播校园文化的途径不断增加，文化衍生品的

创新性发展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能够极大地提

高高校在社会人群中的地位，建立高校文化品牌。运

用校园文创产品自身实用性、唯一性、传播性的优势，

传承校园文化内涵[2]，吸引旅游群体，从而增加当地文

化产业消费，促进文旅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文旅产业发展与高校文创产品的分析

（一）京津冀地区文旅产业发展背景及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下大趋势。近几年来，京津

冀整体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数稳步上升，京津两地

处于领先地位，河北地区保持较高增长态势紧随其

后。由于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较快，所以旅游需求

不断增加。京津冀地区从地理位置、历史意义、文化资

源等因素上都各具特色，拥有各自的优势：北京作为国

家首都，拥有国粹京剧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作

为我国港口城市，由于历史因素形成了现有中西融合

的特色风貌；河北有多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保

护单位，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京津冀三地的传统

文旅资源丰富，发展潜力无限。虽然与京津冀现有的

传统旅游产业相比，高校文化旅游的发展滞后，但是高

校拥有良好的文化优势，其优势能够与三地的地域文

化资源相结合，创新发展成文旅结合的高校市场产业。

（二）校园文化衍生品目标群体定位

校园文化衍生品的第一目标用户是在校大学生群

体，他们身处于学校环境之下，对本校有着共通的了解

认知，能够与文化衍生品达到共鸣，第一目标群体也是

校园文创的第一受众，在文化产品设计初期，在校大学

生将是调研的主要目标人群。第二目标用户是学校毕

业生和对校园有着向往的青年群体，相对于在校学生，

他们能够与校园建筑、文化、色彩等元素达到共情能

力。前者对学校有着足够的自我体会和怀念情感，后

者拥有对校园的无限憧憬，这些因素足够让他们对校

园文创产生购买欲望。第三目标用户是旅游群体。京

津冀文旅产业快速发展环境下，线下旅游人群会实地

游览不同的校园，挑选纪念品。线上则通过新媒体等

传播方式，增加及扩宽购买渠道。相对于前两大目标

人群，第三目标群体购买欲相对较弱。因此，在校或毕

业的大学生及青年群体是文创产品主要消费群体[3]，

也是校园文创发展的主要目标用户。

二、京津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校园文化品牌分析

（一）京津冀校园文化衍生品分析

每个学校都有与其他学校不同建筑风格、代表元

素、色彩，这是发展校园文化衍生品的优势所在。找寻

与众不同的核心元素进行精炼，创新设计代表校园文

化内涵的形象，并且赋予其不同的校园文化价值，是文

创产品设计的首要目标。

以清华大学文创产品为例，由于2020年新生推迟

入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对录取通知书进行了重新设

计，见图1。

重新设计的通知书采用清华校色紫色为主色调，

外框附紫色织物，具有典雅的人文气息。通知书内侧

提取校河、荷花、荷塘（见图2）等清华大学独有的元素

与清华标志性建筑清华学堂（见图 3）、大礼堂、体育

馆、校门的外观元素融合，增强产品的故事性。同时，

对通知书内侧进行了再设计（见图 4），整体以紫色调

为主，展现了清华深厚的人文底蕴、活力，以及唯一性

与艺术性。通知书一经发出就获得了媒体的关注，不

仅展现了清华研究生院的设计能力，而且提高了清华

大学的知名度，广受好评。另外，清华大学开创了属于

本校的官方文创品牌——水木有礼，并且增加了线上

小程序购买这一渠道，其销售模式从以往人们在线下

图1 清华大学2020年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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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用品商店购买，逐渐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这

一做法增加了文创产品收入，提高了产品的经济价值，

也扩大了市场[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通知书上则设计了镂空剪纸

飞机，融入了专属于北航特色元素。信封上，搭载着梦

想的飞机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状，体现了空间感和趣

味创意性。录取通知书作为学校“赠送”给入学新生

的第一件礼物，有着深远的意义。新生在收到通知书时

会产生仪式感和崇敬感，在入校前提前感知高校的校

园文化能够加深学校的精神、理念在学生心中的印象。

以天津大学为例，“天大礼包”是2020年天津大学

录取通知书礼盒，见图5。礼盒中包括录取通知书、水

墨画风格的天大校园书签、“锦鲤大大”插画版卡套，以

及天大校园文化的手绘地图。

天津大学借助本校百年学府的历史文化资源、建

筑元素和地理优势，将其价值赋予通知书之中，并传递

给这届新生。位于中国天津，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

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其通知书从学校建筑

元素设计封面，将学生日常场景情感化联系[4]，易与消

费者产生共情。将学校特有的历史文化元素与学校扶

危、克难的历史背景相结合，使消费者更有认同感和荣

誉感。

南开大学更是随通知书一同寄出两颗莲花种子，

一颗种于故乡，不改初心；一颗带来南开，见证成长（见

图 6）。通取通知书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动态效果被

抽出，互动感极强。封面烫金数字寓意“金榜题名”具

有收藏价值和纪念意义。此外，青莲色是南开的校色，

并且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与南开大学“刚毅坚

卓，心正品端”的育人理念不谋而合。

燕山大学作为河北省的重点大学，其通知书运用

特别的火漆封缄设计，内含百年校庆标志，寓意心心相

印，希望传承燕大“求实创新”的校园精神。

在产品功能特性设计层面，通知书本身在产品实

用性的方面较弱，所以设计要考虑到在产品使用过程

中，找到环境与产品之间的联系，产品在使用时就会产

生满足感。产品把本身的校园情感和价值传递给使用

者，进而让使用者接受文化内涵感受产品带来的仪式

感。在产品传播特性设计层面，通知书进行情境营造，

将众多校园元素相融合，体现文化价值与内涵[5]。当

图2 清华荷塘 图3 清华学堂

图4 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内侧

图5 天津大学2020年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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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收到通知书时，感知情感，并对学校文化品牌与

文化价值产生认可。这种有标识性的文创产品，能够

让人们快速认同学校文化，从而奠定建立校园文化品

牌的基础[6]。

此次京津冀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设计，运用了其

特有的校园建筑、色彩、文化环境等因素，让通知书从

一件简单的产品变为代表高校风格的文创产品，从而

满足了目标人群的个性化需求。三地分别将其特有的

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校园建筑风格及色彩等优势加以

运用，设计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衍生品。目前来

说，虽然京津冀的重点大学对此十分重视，但其余高校

文创发展创新力相对薄弱，产品文化性与传播性结合

不足。三地相比而言，京津地区的高校文化资源、特色

建筑方面的创新性较高，而河北高校的文创发展势头

相对较弱，没有得到充分的引导，还有待加强、创新和

宣传。应以京津两地的代表性学校为标杆，提升文创

产品创新力与竞争力，整合资源，建立校园文化品牌，

将学校知名度扩大到社会各阶层，进一步吸引旅游人

群。北京和天津两地应发挥带领作用，运用校园文化

资源促使京津冀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焕发活力，使文旅

产业进一步协同发展。

（二）校园文化与产品设计的关系

京津冀校园文化发展模式下的设计应当遵循以人

为本的原则，从学生群体出发，了解目标用户群体的需

求。进行产品设计时，应该从文化出发，找到特有的文

化背景、关键词、载体品类，从而体现校园文化，展现人

文精神与内涵。在产品设计表达校园文化的同时，将

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赋予实际生活以美学体验，

推动校园文化传播。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校园文化衍生品最直接的价值是回忆大学时光，

传承高校精神理念，因此，对具有标识性的建筑、文化、

生活环境等主题进行元素提取与设计，将元素特征与

产品载体相融合，才能更好地传播校园文化。

三、创新京津冀校园文化衍生品

（一）打造独特的校园文化 IP

伴随着校园文化衍生品的逐步发展，也出现了产

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文创产品由于设计载体范围的

局限，创新性较弱，容易造成相关系列产品同质化现象

严重的问题，部分产品甚至直接使用直接贴图的方式
[7]，没有考虑产品本身实用性与文化是否能融合，直接

生搬硬套。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首先要找到代表

校园的形象色彩，简单具有活力，能够展现校园青春才

能长久发展。从寻找学校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元素出

发，经过提炼设计出系列化、个性化、生活化的文化衍

生品。通过不断创新设计校园文化衍生产品，让现有

校园文化 IP与消费者达到共鸣，且具有自己的唯一性

要素。

（二）发挥校园文化元素唯一性优势

文化衍生品顾名思义是从文化底蕴和内涵中引申

而来，此类产品兼具实用性和文化性。由于高校地理

位置和校园文化各有不同，决定了校园文化衍生品有

着唯一性的优势。对校园文化衍生品进行创新，首先

要对学校文化主题知识进行详细解读，了解学校特有

图6 南开大学2020年录取通知书

图7 文化衍生品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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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背景，基于产品调研对文创产品的目标人群定

位，分析青年人群的消费特点，明确当下时代用户的精

神追求与需求。利用每个学校拥有的特有元素，如不

同建筑风格、校园标志、主题文化等，找到校园生活故

事感与情景点，搭建属于学校的唯一的元素库。找到

合适的产品载体后，将文化元素与之相结合，输出一系

列文化衍生品，实现价值的传递。通过多种渠道售出，

收集消费者的使用评价，并根据其反馈进行再设计，文

化衍生品设计流程见图7。

京津冀地区有着包括地域文化、地方方言、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内的丰富资源，校园文化唯一性优势可以

将校园和地方相结合，比如天津方言中有“哏儿”“介似

嘛”等趣味方言；北京有京剧、景泰蓝掐丝珐琅工艺、荣

宝斋等；河北有沧州武术、大厂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等。

京津冀自身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和手工工艺技

术，可根据其地域性优势发挥地方校园文化特色，创新

设计出系列文化衍生品[8]。

（三）文化衍生品创新设计方法

文化衍生品的创新设计从校园标志性元素、文化

元素、校园情境进行导入设计。找到元素与载体共同

联系之处，进行载体造型设计和载体使用方式设计。

显性元素有花、色彩、手工艺、具象、绘画、浮雕等；隐形

元素有地位、权利、品位、美好、希望、繁荣等。通过对

校园文化主题元素进行总结归纳，找出显性与隐性关

键词[9]，并且考虑文化符号和元素的实际应用，输出系

列文化衍生品。

文化衍生品又分为扩展设计、传播内容设计、使用

场景设计三个方面进行。其中，扩展设计包括产品纹

样、产品细节、产品部件；传播内容设计包括文案、图

片、视频；使用场景设计分为两种体验方式，即直接和

间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产品设计，能够更好地

传递校园的品牌价值和文化价值。

（四）发展文旅融合下的校园文化产业

文化传媒与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无疑给京津冀

地区校园文化衍生品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会。文旅产

业带来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消费人群的增加，从而极

大地提高了校园文化衍生品创新的积极性。京津冀地

区有着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和国家级旅游地区。随着

慕名而来的旅游人数增加，消费者群体也在不断扩

大。文化衍生品带来的经济附加值能够支持产品得到

源源不断的创新发展动力。校园文创产品得到了外界

媒体宣传，进而吸引了游客来学校进行实地参观。这

在增强学校学生校园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带动了文旅

产业的发展。整合京津冀地区非遗文化资源[10]，使其

与校园文化资源相融合，才能设计出具有地域文化特

色的高校文化衍生品。

京津冀地区文旅产业应该扩大宣传范围，发挥校

园文化 IP的主题效应，让校园文化品牌得到推广。这

样一方面提高了学校知名度，吸引不同人群来学校消

费，帮学校宣传，另一方面，增加了经济效益，最终促进

了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四、结语

校园文化具有唯一性、传播性、历史性特征，是发

展文化衍生品的核心竞争力。文化衍生品能与使用者

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文旅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通过校园文化品牌的价值传递吸引人们进行消费，增

加产品经济附加值。同时，消费人群的增加也促进文

旅融合的发展。创新设计文化衍生品，从学校的建筑

风格、色彩、文化理念出发，整合京津冀地域和当地校

园的特有资源，打造独特的文化 IP，突出学校文化的唯

一性特质，实现对文化价值的传递。推广校园文化建

设，扩充其传播渠道，打造有标识性的校园文化品牌，

是文化衍生品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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