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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和果子文化的传播与旅游结合”为主题，探讨和果子如何从传统节庆与宗教仪式食品演化为

具有旅游吸引力的文化商品，分析其在当代日本各地旅游中的传播方式与文化内涵，并结合包装设计、跨文化传

播、体验型旅游等角度，指出当下存在的“符号化”问题与未来发展策略。研究显示，和果子具有深厚的美学、民

族性和地域性，通过商品化、体验化及媒介传播的路径，其文化传播力正在扩展，但同时也面临文化失真和地方

融合力不足的挑战。本文提出了“文化×旅游×教育”联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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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ashi culture and travel—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eremonial food to tourism commo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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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of Wagashi, traditional Japanese 
sweets, from ceremonial food to tourism-related cultural products. It analyzes the method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cluding local branding, seasonal aesthetics, interactive workshops, and visual storytelling. The study 
also points out challenges of symbolization and loss of cultural depth during global dissemination, and proposes future 
strategies for preservation and synergy through collaboration between tourism, education, and desig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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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本的和果子不仅是一种甜点，更是日本传统文

化的载体。它承载着季节感、仪式性、艺术性与地域性，

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近年来，和果

子在旅游、文化输出与海外消费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逐渐从家庭与节庆中的仪式性食品，演化为旅游纪念

品、文化象征甚至设计灵感来源。 
本论文以“和果子文化的传播与旅游结合”为主

题，分析其在地方文化旅游中的传播路径与表现方式，

探讨如何通过商品化、体验化、视觉化与媒介化手段，

使传统和果子成为促进地方旅游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资

源。 
1 和果子的文化价值与传播形式 
1.1 和果子的起源与历史演变 

和果子起源于唐代的唐菓子，最早通过遣唐使从

中国传入日本。唐菓子原为中国宫廷与寺庙中所用的

供奉性点心，形式上多以油炸或烘烤为主，如胡麻饼、

环饼等。随着唐文化的传入，这些甜点成为日本贵族社

会宴飨中的“异国珍品”，逐渐在日本贵族与僧侣之

间普及。 
奈良与平安时期，和果子主要用于佛教寺庙的供

物和贵族的节日礼仪之中，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与仪式

感。此时的和果子工艺与造型尚偏向于仿效中国传统，

注重象征意义，如象征丰收、吉兆或四季轮替。随着佛

教仪轨在日本社会的本土化，和果子逐渐获得了地域

文化的再诠释。到了镰仓与室町时代，伴随禅宗与茶道

文化的兴起，和果子的制作更加强调自然感与“侘寂”

之美，开始融合日本自身的审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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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江户时代，城市经济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和

果子由宫廷走向市井，成为庶民日常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这一时期，和果子的种类与样式急剧丰富，各地

出现许多专门的和果子老铺，如京都的“龟屋”、金泽

的“森八”等名店延续至今。和果子不仅用于年中行

事与节庆活动，还作为季节更替、社交赠礼的重要媒介。

此外，浮世绘中频繁出现和果子的图像，也反映出其在

当时民众文化生活中的广泛渗透。 
由此可见，和果子从唐代外来文化逐步演变为日

本本土化的传统文化标志，其功能也从宗教性供品发

展为美学与人情交流并重的文化产品。 
1.2 四季感与审美的表达 
和果子以其精致的外观和丰富的季节感，展现了

日本人对自然四季变化的敏感与热爱。在制作和果子

时，匠人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选用应季的食材，并以花

草、鸟兽、自然景观等为灵感，设计出形状各异、色彩

斑斓的点心。例如，春季的“樱饼”以樱花为主题，夏

季的“水无月”象征清凉，秋季的“栗子馒头”体现

丰收，冬季的“柴之雪”则表现雪景。 
这种与自然节气呼应的设计，使和果子成为“可

食用的四季风景”，不仅满足了味觉享受，也带来了视

觉上的美感。此外，和果子的命名也富有诗意，常常引

用古典文学中的词句，增强了其文化内涵。这种将自然

美与人文情怀相结合的审美理念，使和果子超越了普

通点心的范畴，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征。 
1.3 和果子在当代的传播媒介 
在现代社会，和果子的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借助

多种媒介手段，扩大其影响力。 
首先，礼品包装与品牌形象的强化，使和果子成为

具有纪念意义的伴手礼。各地的和果子店铺通过独特

的包装设计，融入地方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辨识度和

吸引力。 
其次，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和果子的传播提供了新

的平台。Instagram、抖音等平台上，精美的和果子图片

吸引了大量关注，成为“打卡”热点，尤其受到年轻人

和外国游客的喜爱。 
此外，和果子体验教室、工作坊等形式的旅游融合

活动也日益流行。游客可以亲手制作和果子，了解其背

后的文化内涵，增强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这种

“和果子×食育×外客体验”的模式，正在东京、京都

等地蔚为风尚。 
通过这些多元化的传播媒介，和果子不仅在国内

保持其传统魅力，也在国际上展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 

1.4 和果子的象征意义 
和果子不仅是一种食品，更是日本文化的象征，承

载着丰富的审美和哲学意义。 
首先，和果子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的“物哀”之美，

即对短暂和无常的感伤与欣赏。例如，春季的樱花造型

和果子象征着生命的短暂与美丽，唤起人们对自然和

人生的感慨。 
其次，和果子的简约设计反映了“中庸”与“和

谐”的理念，追求自然与人之间的平衡。 其低油低脂、

易干易化的特性，适应了日本湿润的气候和茶文化的

需求，体现了“湿润审美”的特点。 
此外，和果子的命名和外形设计常常与日本文学、

美术乃至哲学思想相互交融，如以诗歌、花鸟风月为灵

感，展现了日本文化中对自然和艺术的深刻理解。 
总之，和果子作为日本文化的缩影，通过其独特的

审美和象征意义，传达了日本人对自然、生活和艺术的

深刻感悟。 
2 和果子与旅游产业的结合现状 
2.1 地方旅游中的和果子角色 
在日本的地方旅游中，和果子不仅作为传统甜点，

更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和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京都为例，众多百年老铺如“鹤屋吉信”、“老

松”等，不仅提供精致的和果子，还开设体验课程，让

游客亲手制作和果子，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寓意。这

些店铺常位于历史街区，如祇园、东山等地，游客在游

览古街的同时，参与和果子制作，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金泽市则通过“加贺百万石文化”推广和果子文

化，设有“和果子地图”，引导游客探索各具特色的和

果子店铺，并参与上生菓子制作体验。 此外，金泽的

近江町市场也成为游客品尝和果子的热门地点，市场

内的和果子店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

需求。 
在松江市，和果子与茶道文化紧密结合，游客可在

茶室中品尝和果子，体验茶道仪式，感受“和敬清寂”

的精神。 松江还设有“和果子之路”，串联起多家和

果子店铺，形成独特的旅游线路。 
东北地区如山形、秋田等地，也通过“和果子地

图”、“季节限定路线”等方式，吸引游客探索当地的

和果子文化。 例如，山形市的“和果子巡礼”活动，

结合当地的节庆和自然景观，推出限定款和果子，提升

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2.2 和果子体验型旅游 
近年来，体验型旅游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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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制作体验也在各地兴起，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 
在东京，许多和果子店铺开设了面向外国游客的

制作课程，如“鹤屋吉信”东京店提供的和果子制作

体验，游客在职人的指导下，使用传统器具，亲手制作

和果子，深入了解其文化背景。 此外，游客还可身着

和服，参与茶道仪式，品尝自制的和果子，体验日本传

统文化的精髓。 
镰仓、奈良等地也推出了类似的体验项目，结合当

地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打造独特的旅游体验。例如，

镰仓的“和果子与花道体验”，游客在古民宅中学习

和果子制作和花道艺术，感受日本传统美学的魅力。 
旅行社也推出了“和果子×花道×旅拍”一体的短

期深度游，游客在专业摄影师的指导下，身着和服，参

与和果子制作和花道体验，留下美好的回忆。 
2.3 和果子的旅游商品化形式 
和果子在旅游商品化方面，展现出多样化的形式，

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包装设计：和果子的包装设计注重地域特色和文

化符号的融合。例如，秋田的和果子包装采用当地的传

统图案和色彩，突出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包装形式多

样，如手提设计、小包装组合等，方便游客携带和赠送。 
主题纪念：和果子常与当地节庆、角色、景点等结

合，推出限定款产品。例如，富士山造型的和果子、祭

典限定的和果子等，吸引游客购买作为纪念品。 
文创衍生：和果子的图形或理念被融入服装、饰品、

包装设计等，成为地方文创产品的重要源泉。例如，和

果子造型的钥匙扣、手机壳等，受到游客的喜爱。 
此外，和果子还与其他产业进行跨界合作，如与旅

馆、车站、博物馆等合作，开发限量和果子、联名款礼

盒，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文化内涵。 
2.4 海外传播与文化再创作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果子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日

本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 
在欧美、东亚等地区，和果子以其独特的造型和文

化内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例如，巴黎、纽约、

台北等地的“日式甜点屋”纷纷采用手工制作与现场

体验的方式推广和果子文化。 
在中国市场，和果子的传播结合了电商与社交平

台的双重路径。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淘宝、京东等电

商平台接触并购买和果子类产品，同时也通过小红书、

抖音等社交平台了解其文化背景与美学特征。在小红

书上，许多用户分享“赏味+拍照”的和果子体验帖文，

从选购、开箱到茶席搭配，强调其“可食用艺术”属性。 

抖音视频中则流行以“二十四节气和果子”或“汉服

搭配和菓子”为主题的短视频，以视觉和文化意境双

重打动观众。 
此外，中国一些甜品品牌也在本地化和果子风格

的基础上，融合中式原料与节令文化，形成“类和果子”

产品，受到年轻一代的喜爱。例如，将桂花、豆乳、荔

枝、玫瑰等中式元素融入和果子造型设计，使其既具视

觉吸引力，又贴近中国消费者的口味认知。这种“日式

风格+中式口味”的创作趋势，促进了和果子文化在中

国语境下的再诠释与持续扩散。 
然而，和果子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也面临文化失真

和地方融合力不足的挑战。部分本土化和果子出现了

“再设计”与“文化拼贴”的现象，如何维持和果子

的文化纯度成为新课题。为了保持和果子的文化纯度

和本真精神，需要在传播过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解释

和传承，避免将其简化为“日本风”或“可爱”的视

觉符号。 
3 和果子文化传播与旅游融合的挑战与对策 
3.1 挑战一：文化的“符号化”与“空洞化”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传播的背景下，和果子作为日

本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逐渐走向世界。然而，在其传

播过程中，常常被简化为“日本风”“可爱”等视觉

符号，导致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内核被忽视。例如，

许多海外市场仅销售樱花形状的和果子，而缺乏对其

四季更替概念的理解和呈现；包装设计中也常常舍弃

文化解释，转而追求视觉上的吸引力。 
这种“符号化”倾向不仅削弱了和果子的文化内

涵，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同质化竞争的风险。消费

者在购买和果子时，更多关注其外观和“日式”标签，

而非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和审美理念。这种现象在社交

媒体上尤为明显，许多用户分享和果子的照片，但很少

涉及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在和果子的传播中加强

文化解释和教育。例如，在包装设计中加入多语言的文

化说明，介绍和果子的历史、制作工艺和文化寓意；在

销售渠道中，提供相关的文化体验活动，如和果子制作

课程、茶道体验等，增强消费者对和果子文化的理解和

认同。 
3.2 挑战二：地方品牌与观光资源整合不足 
尽管日本各地拥有丰富的和果子资源和制作技艺，

但在旅游推广中，地方品牌与观光资源的整合仍显不

足。许多地方虽有高品质的和果子店铺，但由于缺乏统

一的包装策略、语言支持和跨产业合作，难以在旅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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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展现其价值。 
例如，某些地方的和果子店铺在包装设计上缺乏

地域特色，无法突出当地的文化符号；在旅游宣传中，

和果子作为地方特产的地位不明确，难以吸引游客的

关注。此外，地方政府与民间工房之间的信息断裂、宣

传不一致、缺乏外语支持等问题，也削弱了整体传播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地方品牌与观光资

源的整合。首先，地方政府应制定统一的和果子品牌推

广策略，突出地域特色，提升品牌形象；其次，鼓励和

果子店铺与旅游机构合作，开发和果子主题的旅游路

线和体验活动；此外，提供多语言的宣传材料和导览服

务，提升外国游客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3.3 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挑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促进和果子

文化的传播与旅游融合： 
3.3.1 构建“和果子×旅游×教育”一体化模式 
推动和果子文化馆、茶道馆、和果子教室等文化设

施的联动发展，形成集文化展示、教育体验和旅游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例如，在旅游景区设立和果子文化

体验中心，游客可以参观和果子的制作过程，参与制作

体验，了解其文化背景。 
3.3.2 强化图文说明、文化讲解、多语言导览 
在和果子的包装、宣传材料和导览服务中，加入详

细的图文说明和文化讲解，介绍和果子的历史、制作工

艺和文化寓意。同时，提供多语言的导览服务，满足不

同国家和地区游客的需求，提升其文化体验感。 
3.3.3 借力地方创生政策与区域联合推广计划 
整合地方政府、旅游机构和和果子店铺的资源，建

立“地方菓子振兴联盟”，打造统一的品牌形象和旅

客识别系统。例如，开发和果子主题的旅游路线，推出

和果子节庆活动，提升和果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3.4 鼓励“跨界联动” 
推动和果子与旅馆、车站、博物馆等旅游设施的合

作，开发限量和果子、联名款礼盒等产品，提升和果子

的附加值和文化内涵。例如，在旅馆中提供和果子欢迎

礼盒，在博物馆中设立和果子文化展览，增强游客的文

化体验。 
3.3.5 利用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如 Instagram、抖音、小红书

等，推广和果子的文化故事和制作过程，吸引年轻一代

的关注和参与。同时，开发和果子主题的数字内容，如

短视频、虚拟体验等，拓展和果子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

体。 

3.3.6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与海外的和果子店铺、文化机构和旅游组织合作，

开展和果子文化的国际推广活动，如和果子展览、制作

体验课程等，提升和果子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

借助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介绍和果子的历史和文化背

景，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文化认同感。 
通过上述对策的实施，可以有效应对和果子文化

传播与旅游融合中面临的挑战，提升和果子的文化价

值和旅游吸引力，促进其在国内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和果子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精粹，融合了视觉美

感、味觉体验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连接日本历史与

现代生活的重要桥梁。其在旅游场域中的商品化与体

验化转型，不仅拓展了受众群体，也为地方文化注入了

新的活力。在视觉上，和果子如同花鸟画般唤起四季的

感受；在味觉上，通过细腻的变化回应自然的律动；在

传播路径上，依靠图像、记忆与叙事跨越语言的屏障。 
然而，和果子在全球化传播过程中也面临着“符

号化”和“空洞化”的挑战。在海外市场，和果子常被

简化为“日本风”“可爱”的视觉符号，失去了其深

厚的文化背景与精神内核。例如，仅销售樱花形状的和

果子而无四季更替的概念，或在包装中完全舍弃文化

解释，导致其文化内涵被削弱，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展现

其独特魅力。 
为应对这些挑战，需通过跨界合作、设计创新与深

度文化讲解，使和果子在全球化传播中维持其本真精

神。首先，构建“和果子×旅游×教育”一体化模式，推

动文化馆、茶道馆、和果子教室联动发展，增强游客的

文化体验。其次，强化图文说明、文化讲解、多语言导

览，设立“和果子文化传播员”等导览职位，提升文化

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此外，借力地方创生政策与区域联

合推广计划，整合“地方菓子振兴联盟”，打造品牌共

通形象与旅客识别系统，增强地方品牌与观光资源的

整合。 
在数字媒体时代，和果子的传播也应与时俱进。通

过社交媒体平台，如 Instagram、抖音、小红书等，推

广和果子的文化故事和制作过程，吸引年轻一代的关

注和参与。同时，开发和果子主题的数字内容，如短视

频、虚拟体验等，拓展和果子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 
未来，和果子的传播不仅是食品的推广，更是美学、

民俗、语言与情感的流动。它代表的是一种静谧的生活

方式，一种对自然与节气的尊重，一种即便在忙碌中也

能慢下来的文化哲学。通过持续的文化创新与传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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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有望成为日本文化走向世界的“甜美使者”，在

全球范围内传递日本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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