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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领头羊，武汉城市

圈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日趋显现。而鄂少I'1作为

武汉“1+8”城市圈中的核心城市，在省委、

省政府关于建设旅游经济大省政策的指引

下，逐步拓宽旅游产业开发层面，建立起了

一套旅游及旅游产品产业开发的制度，并正

在日趋完善。为配合省重点旅游项目“梁子

湖湖北三国主题影视文化园”的建设，立足

于本地域优势传统文化来开发旅游工艺产

品，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研究云南等旅游

经济大省的统计资料发现，旅游商品产值在

旅游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据70％以上，这充

分说明了旅游产品的重要性，也表明湖北省

旅游商品开发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本文拟结

合鄂州旅游产业具体情况，对鄂州铜镜的纹

二、t-II'士lq铜镜纹饰的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鄂州古铜镜资源如此丰富，立足于这一

资源的开发工作如火如茶。早在2007年，鄂

州市旅游局根据“旅游活市”战略，向社会

推出了“关于加快旅游商品开发方案(征求

意见稿)”，将古铜镜旅游商品开发列为主要

内容之一。随后成立了鄂州市旅游商品研究

开发中心，依托鄂州市博物馆古铜镜研究

所，加大力度开发和生产古铜镜复制品和仿

制品。鄂州市博物馆主持开展的古铜镜复原

复制研究和开发，工艺和技术全国有名。他

们成功掌握了这一失传千余年的制造工艺，

制造的青铜镜无论从化学成分到外观造型，

都同古代铜镜一模一样。另外，该所还运用

高科技手段研制青铜镜，这种镜背面有仿古

没能使鄂州铜镜传统纹饰符号满足新时代的

需求。铜镜上面的纹饰所负荷的本地域和民

族性文化信息已日渐消亡，许多开发人员存

在着仅仅将古铜镜工艺品作为商品进行生

产、销售的片面认识，因而亟待提高认识，更

新观念。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缺乏一支深刻领悟鄂州铜镜纹饰内涵的开发

和设计队伍应是重要原因。

三、关于鄂州铜镜纹饰设计和开发的思考

鄂州铜镜及其纹饰的开发定位，除了具

有作为旅游纪念的功能外，还应具有传播本

区域文化内涵的功能。因此，以鄂州铜镜纹

饰为主题开发出的产品，应当兼具文化使者

与商品的双重功能。结合多年的设计实践，

在调查和研究基础上，笔者提出鄂州铜镜纹

饰开发作初步思考，以图在文化遗产资源开

发上抛砖引玉。

一、鄂州铜镜及其纹饰简况

作为历史文化古城的鄂州，先后发现、

发掘各个历史时期的古铜镜500多面，其

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制作工艺之精巧、跨

越年代之久远，在全国十分罕见，是名副

其实的“古铜镜之乡”。鄂州铜镜不仅数量

惊人，而且镜面纹饰题材内容丰富、构图

新颖、造型美观。既有栩栩如生的龙虎麒

麟、翩翩起舞的朱雀凤凰，也有活灵活现

的句芒翼人、飘逸超凡的王公王母，这些

纹饰充满着神话色彩。另外，内涵深厚的

历史人物、婀娜多姿的花卉草木使鄂州铜

镜纹饰题材更加丰盈。这些宝贵的文化艺

术遗产资源，为发展鄂州旅游产品提供了

必要的基础，是发展旅游产品必不可少的

丰富资源宝库。

凸雕图案，正面平滑且光洁照人，虽看似无!

奇，但将镜面对着阳光，隐刻于其间的图案}

就清晰地反射出来，因而具有极高的收藏价；

值，成为对外交流的馈赠佳品。这些以复制

为主开发的铜镜，以汉、三国、唐等时期的

精品镜为范本，有20多个品种，行销国内外。

产品成为省政府定点生产的礼品。

这些开发的鄂州铜镜作为旅游商品，虽．

然拥有了一定的市场，但相较偌大的旅游商

品市场需求，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制约其：

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一点是，鄂州铜{

镜纹饰的设计和开发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l

现为：一味全面仿制或复制，只注意了古铜i

镜的制作工艺和铸造技术，忽视了铜镜纹饰{

的文化内涵发掘。开发生产的仿古青铜透光j

镜虽在纹饰内容上进行了革新，分别在镜内}

镌制上毛泽东、邓小平、西哈努克、萨马兰l

奇等伟人或名人的肖像，但只是初步尝试，}

!饰解构与重组的设计思路，以供参考。

“解构”这一概念最先产生于哲学，在哲

；学和文学领域，大多指对文本作多重意义上

；的分析和读解。在现代设计范畴中，解构实

j质上是对原有结构的破坏和分解。设计创意

：中的解构，并不是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的胡

|舌L拼凑，而是具有高度重视内在结构因素和

l总体概念的特点。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我们

试图观察或认识某个事物的时候，并不是由

一个局部到另一个局部的线性发展，而是整

i体上把握事物的基本特征，而事物本身也并

不是单独抽离出来的，而是和所存在的环境

l和模式融为一体的。它的内部以及它和周围

；的事物之间都有一个正确的或约定俗成的结

；构关系。这个结构关系会在我们的记忆中持

续地保留下来，形成特定的心理模式。而解

构就是要把这种逻辑上的正常结构和心理模

式打破，和新的事物发生意想之外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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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解构重组之一

或将其置入新的环境之中。

解构为符号的重组带来了便利条件，可i

以根据创意概念的需要，先将事物进行符号l

意义的分解，使之成为再造的素材。待设计{

重组之后，一方面，部分要素可以唤起我们-

心中对原有事物所持有的特定结构模式；另

一方面，又用一种新的规则去打破这种模}

式。两种不同的认知关系碰撞在一起，重组}

之后所产生的崭新含义和出人意料的表现形i

式会产生令人惊奇的创意能量，占据观众的j

注意力。所以，符号的解构和重组成为现代：

设计创意表现的有力手法，它打破了既有事

物的陈旧印象和再现性的思维形态，可以赋

予熟悉的事物一个全新的含义，并揭示出其

多方面的意义，为设计创意提供了强有力的；

表现途径。

另外，在设计过程中，各类符号跨界限!

的解构与重组尤其重要。我们在了解和掌握

了若干视觉符号之间的重组关系之后，可以

把创意的线索延伸到所有创意表现符号之间。

共同的重组关系之中去。换言之，我们可以，

将鄂州铜镜原有的经典符号进行解构与重；

组，赋予新时代的特质，应用于开发的新铜

镜镜面。也可以把鄂州铜镜纹饰和其他传统j

符号重组，创造出的新图形可以广泛应用于

其他旅游商品。

基于以上思路，笔者提出如下开发原7

则：

1．以鄂州铜镜为载体，依托鄂州市博物

馆古铜镜研究所的铸造工艺和技术优势，发

挥鄂州职业大学等高校在纹饰和图形设计方÷

面的特长，不断丰富鄂州铜镜旅游商品品：

类，完善旅游工艺品开发结构。

在具体设计和开发过程中，仍然以铜镜

图2解构重组之二

为载体，传承本地域文化，赋予铜镜时代新

意，创导新民俗。比如，自古以来鄂州地区

的人们就喜爱铜镜，不但日常生活中使用，

而且在婚嫁等重大喜庆时节也离不开。出土

的鄂州铜镜中有一枚夫妻相守画纹带神兽

镜，其外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两边铸有16字

铭文：“口口众亲周也口口七夫妻相守H月

亲”。此镜铭表明，早在三国时期，铜镜就成

为夫妻爱情的信物。至今在农村婚嫁时，新

娘的嫁妆中少不了两枚古铜镜，新娘将铜镜

挂在衣服内的胸前和背后，或将铜镜挂置在

箱旅被褥两侧，如果家里没有古铜镜，就用

圆形玻璃镜代替，用以保吉祥。I这种民俗不

仅仅鄂州地区独有，还辐射到了河南的信

阳、南阳等地区。可见，有如此深厚的民风

民俗基础，不断丰富的鄂州铜镜产品具有很

大的市场前景。镜面不仅可以镌制伟人或名

人肖像，也可以订制普通民众肖像或群众喜

闻乐见的其他纹饰符号。 ．

2．以三国吴王故都和吴楚文化为主体，

将鄂州铜镜纹饰符号与本地的相关人文元素

重组融合，为旅游商品设计与生产注入本土

的文化特质，提高鄂州旅游商品文化内涵与

文化层位。

众所周知，保存和健全本土的手工艺图

案样式特色是发展旅游工艺品的关键所在。

因此，挖掘认识已有的鄂州传统旅游产品，

如已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鄂州

雕花剪纸等，针对其花样特点，融入鄂州铜

镜纹饰符号，加以改进和发展。解构与重组

铜镜纹饰，创新图形，应用于其他载体之旅

游工艺品和商品，才可能建立和健全旅游工

艺品产业，才能赢得市场。近年来，笔者做

过一些尝试，取得很好效果，并已应用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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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如图1是装饰画插图，图2是鄂州职业大

学图书馆浮雕局部。又如，多佳服饰是知名

的鄂州现代品牌，如何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

源与这一现代文明融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

的相关重组的研究课题。

此外，拓宽视野，立足本土，培训设计

人才，以全新设计与制作创造鄂州旅游产品

新的商业理念。对从业人员进行工艺品制

作、销售及民族历史文化等诸方面知识的培

训，提高从业人员设计与制作的技能。只有

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领域中的问题，才可以

为民族旅游工艺品产业的开发与发展提供坚

实的基础。

总之，在中部崛起战略背景下对文化遗

产资源的开发，要解放思想，注重优势传统

文化艺术的传承，同时，更应与时俱进，在

文化成就经济、文化造就旅游产品的商业理

念指导下，解构与重组文化遗产资源，融合

现代文明成果，倡导旅游产品的民族化、艺

术化和现代化。这无疑会对民族旅游产品市

场的开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提供可以

长期发展的丰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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