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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目前国内城市吉祥物形象直线的传播方式以及造型设计雷同，缺乏个性化表达等问题,
创新城市吉祥物设计，推动城市经济文化产业向前发展。方法 深入发掘城市内涵，并且将城市地域特

征与历史文化相结合，让吉祥物成为一个城市的代表。在造型设计上注重赋予吉祥物灵魂，注重五官的

传神与内心状态的传达，利用三维表现方法，借助 VR 技术，在吉祥物与观众之间搭建网上交流平台，

多角度多层次地将直线的吉祥物形象传播形式转变成互动循环传播模式。通过这一创新理念设计出的吉

祥物既具备鲜明的个性特征，又能传达城市文化精神内涵。结论 只有创新吉祥物造型设计与设计传播

方式，才能使吉祥物具备独特的吸引力，更好地被大众接受，从侧面有效地传播城市文化理念，推动城

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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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ot Innovative Design Based on Urban Image Communication 

JING Rong1, PANG B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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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novate the design of urban masco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dustr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the straight line communication of mascot image and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shape design as well as the lack of individualized expressi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ity was explored deeply, 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were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to make the mascot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ity. In modelling design, the soul of mascot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five senses and the inner state were em-
phasized. By three-dimensional expression method and VR technology, an onlin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was built be-
tween mascots and audiences to transform the straight-line mascot image communication form into an interactive and 
circular communication mod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levels. Through this innovative concept, the mascot de-
signed had not only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could convey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urban cul-
ture. Only by innovating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and shape design of mascot design can mascot have its unique at-
traction, be better accepted by the public, effectively disseminate the concept of urban culture from one sid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enhance the city’s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KEY WORDS: city image; mascot; innovation; VR 

现代城市形象建立推广多依靠海报宣传、标志

推 广 等 渠道， 而 城 市吉祥 物 的 设计还 没 有 得到重

视。城市吉祥物设计对城市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

动作用，尤其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商品的推广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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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大众来讲，知道一个城市

最先可能是通过了解这个城市的吉祥物开始的。吉

祥物设计是城市形象推广的载体，城市吉祥物设计

的过程又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复杂过程，包括视

觉传达设计、动画、美学、心理学和民俗学等。对

于吉祥物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几个学科的知识，将其

有益元素提取运用到吉祥物设计中，为吉祥物的设

计提供有利的理论基础 [1]，促进吉祥物设计的理念

创新。  

1  跨学科融合助推吉祥物创新设计发展 

1.1  国内城市吉祥物设计与传播学中线性传播理论

的关系 

国内部分城市为了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都设

计了自己城市的吉祥物，这些吉祥物设计多采用拟人

化的手法表现动物植物等形象。植物类的吉祥物有以

洛阳市市花牡丹花为原型的“牡丹仙子”，以金华市

城市特产和市花为原型的城市吉祥物“金金”、“华

华”。动物类吉祥物设计主要有衢州城市吉祥物“快

乐小鹿”，北京市的“兔爷”。这些吉祥物设计都是简

单直接地将城市特产、市花转变成拟人化形象，将这

些形象直接传达给观众。对于观众是否接受这些形象

以及这些吉祥物形象是否能够对城市文化起到推广

作用缺乏后续关注[2]。 
传播学中的线性传播理论表现出的显著特点为

单方向的，直线性的传播，对于传播的效果关注度不

高，缺乏有效的互动与反馈机制。国内吉祥物设计多

采用传播学中的直线传播形式，因此吉祥物设计传播

范围和效果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另外吉祥物设计

的造型单一，各个城市吉祥物设计有较大的雷同，对

城市文化内涵关注度不够，对城市形象推广还没有起

到应有的作用。 

1.2  城市吉祥物设计与循环和互动模式传播的关系 

传播学中的循环和互动传播模式，相对于直线

传播模式，增加了反馈环节与反馈渠道，另外反馈

结果对传播的过程起到调节的作用。日本成功的城

市吉祥物设计“熊本熊”正是采用了传播学中的循

环互动模式传播。“熊本熊”的设计不单是一只平面

的卡通形象，它还有立体卡通人偶造型，并且有自

己的职业，习惯，爱好等。设计师还给“熊本熊”

加入了一系列与观众互动的环节，例如其中一个互

动活动是帮“熊本熊”寻找腮红的活动。让民众去

商场，公园以及著名城市景点寻找熊本丢失的腮红。

在寻找腮红的过程中，可以提高民众对“熊本熊”

的关注度，另外它还有自己的邮箱网站，可以根据

民众反馈的留言及时调整“熊本熊”形象的系列传

播活动宣传思路。 

2  吉祥物设计对于城市形象推广的价值 

2.1  展现城市文化与特征 

吉祥物作为城市的形象代言人，是城市与民众沟

通的桥梁。一个城市的旅游宣传，旅游纪念品销售都

和城市吉祥物设计密不可分。一个好的吉祥物，可以

引领观众走进一座城市，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以及当

地的风土人情[3]。好的吉祥物设计能够激发观众了解

这座城市的欲望，进而来到当地，亲身感受这个城市。 
城市吉祥物身上所蕴含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情

怀，而且还包含着这座城市的态度。一个城市大度包

容，兼收并蓄的理念情怀在其吉祥物设计上都能恰当

地体现出来。吉祥物设计通常以动物植物为原型，通

过夸张变形的处理方法，利用拟人化的手段，塑造出

生动可爱，符合大众审美的角色。吉祥物有趣可爱的

形象对于大众来说更易于接受，更容易让人去走近它

的内心世界并了解它背后所蕴含的城市历史文化与

精神内涵。 

2.2  将城市形象转化为视觉化语言 

城市吉祥物是一座城市的标志，能将城市特征转

化成独特的视觉语言。通过这一过程的转化，对于大

众来讲，更容易接受。城市吉祥物以高度概括的视觉

语言传递着城市的文化与个性。记住一个城市可能需

要记住整个城市的风貌，包括当地风土人情，地标建

筑，植物花卉等，而记住一个城市的吉祥物，可能只

需要几秒钟时间。城市吉祥物的设计是浓缩了城市

特征的产物，它承载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与城市的精

神理念，其生动可爱易记的形象符合城市对外宣传

的需要[4]。相对于抽象的城市宣传标志与海报等平面

设计来讲，吉祥物设计还适合开发周边产品，给城市

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以吉祥物为原型设计制作

一系列毛绒玩具。 

3  城市吉祥物设计方式 

3.1  吉祥物设计定位 

吉祥物往往都是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息息

相关，吉祥物的造型多是寄托了人们对吉祥美满生活

的追求，表达美好的愿望与祈祷。当然吉祥物除了表

达美好愿望的作用之外，还能够起到保佑平安，驱邪

的效果。例如中国神话传说中“龙”的形象，是英勇

尊贵权利的象征，是动物界的神灵的化身。佩戴龙的

吊坠，象征人的生活顺风顺水，一派祥和。将龙和凤

组合在一起作为吉祥物，也是寓意龙凤呈祥。2014
巴西世界杯吉祥物“福来哥”原型采用了犰狳的形象，

见图 1。犰狳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缩成一团，外形和

足球非常相似，因此巴西人民用犰狳的形象来作为足

球世界杯的吉祥物，一方面形象地传达了足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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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 巴西世界杯吉祥物福来哥 
Fig.1  Mascot Fulago of 2014  

Brazil World Cup 

 

图 2  平阳市吉祥物“阳阳”
Fig.2  Yangyang, the mascot 

of Pingyang city 

 

图 3  2016 法国欧洲杯吉祥物超级维克多 
Fig.3  Mascot Super Victor of 2016  

French European Cup 
 

这一国际赛事，另一方面让大家了解了犰狳这一自然

界濒危物种，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濒危珍

稀物种。 

3.2  吉祥物造型设计 

城市吉祥物设计通常以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建

筑景点，城市特产，市花市树等为原型，塑造出符合

大众审美并且有较高辨识度的角色形象。目前城市形

象宣传多集中在标志、海报等平面表现形式上，城市

吉祥物形象设计较少。吉祥物设计相对于平面表现形

式来讲，更富有人情味，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与记住。

在吉祥物的设计上可以将地方文化特色元素直接运

用在造型的选材上[5]。例如济南城市吉祥物设计就选

取了济南市花荷花为原型，设计了吉祥物“和和”，

另外济南著名的景点趵突泉也被直接运用到城市吉

祥物“泉泉”的设计中。 

3.3  吉祥物色彩设计 

吉祥物的色彩设计采用寓意式的表现方式，浙江

省温州市平阳县在城市吉祥物设计中使用了蓝色，金

色和翠绿三种颜色，分别代表蓝色的东海，金色的南

鹿沙滩和青翠的南雁荡山。三种颜色交相辉映，给观

众展现了陆地，山川和大海的磅礴景象。展现了一幅

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的祥和家园图景，吸引全国各地

的旅游爱好者前往平阳参观游览。平阳市吉祥物“阳

阳”见图 2。 

4  创新城市吉祥物设计理念 

4.1  赋予城市吉祥物生命 

4.1.1  借助 VR/AR 技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吉祥物设计已经开始从

二维平面走向三维立体的表现形式。这里的三维立体

主要指的是利用材质表现角色的服装质感[6]。虚拟现

实技术的出现，让角色与人的互动交流成为可能。在

过去吉祥物与人的互动更多的是由真人角色扮演来

实现，例如法国欧洲杯吉祥物“超级维克多”，见图 3。

又比如熊本县的吉祥物“熊本熊”，都是由真人穿上

皮套来实现与观众的互动。“熊本熊”的体型与现实

中的熊大小相似，以熊本县的主色调黑色作为全身皮

毛颜色，脸部采用了红色的腮红设计，红色象征了熊

本县“火之国”的称号，不仅告诉观众这里的火山地

貌，并且也代表了熊本县众多的美味食物。而 VR/AR
技术的应用与人机交互程序的开发，使现今出现的城

市吉祥物不仅在现实中可以与人交流对话，并且可以

在网络媒体上与观众实时互动，同时还具备唱歌跳舞

主持节目等才艺。借助 VR 技术开发的虚拟现实吉祥

物形象，让观众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时戴上 VR 眼镜

时即可观看到吉祥物在比赛现场与观众互动的真实

场景，给人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让观众不去现场，也

能感受到现场的热烈气氛。 

4.1.2  给吉祥物设计习惯动作与口头禅 

目前大量的城市吉祥物设计很难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都是推出之后很快被大众遗忘，究其原因主要

是由于角色缺乏独特的个性与内涵[7]。角色的习惯动

作最能体现出他的性格特点以及内心的情感，给角色

设计一套独一无二的习惯动作成了揭示角色心理活

动以及个性的体现。对于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完成的吉

祥物设计，由于具备了听说和交流互动的功能，所以

口头禅这一细节设计也是充分体现角色内心情感的

重要途径。 

4.2  赋予城市吉祥物灵魂 

城市吉祥物在具备了生命特征之后，需要注入灵

魂，灵魂是角色成功的关键。 

4.2.1  五官表情设计 

现代吉祥物设计往往存在千篇一律的现象，五官

表情设计比较僵化，五官形式也大致相同，多数采用

拟人化的表现形式，即无论什么形态的生物都长着人

类的四肢躯干，有着跟人一样的眼睛鼻子和嘴。对于

吉祥物设计着重表现的应该是其内在神韵，这种神韵

的传达依靠的应该是去除模式化的设计后，保留下来

的能够表达内在精神状态的简约线条。并且在五官造

型设计上需要突破常规模式，创造新的表现形式。例

如多数吉祥物都长着两只眼睛，假如角色设计只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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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吉祥物“艾洛克” 
Fig.4  Mascot Elock of 2012 London Olympic 

 

图 5  2016 年法国欧洲杯吉祥物超级维克多 
Fig.5  Mascot Super Victor of 2016 French European Cup 

 
一只眼睛，在特定情况下，就更能突出角色本身与人

类的区别，更能吸引观众注意。例如伦敦奥运会吉祥

物“艾洛克”，见图 4。日本卡通吉祥物设计，都是

突破了传统的拟人化五官结构模式，如日本三丽鸥公

司推出的卡通人物 Kitty 猫只有两个眼睛和一只鼻

子，没有嘴巴。就是这样一种全新的设计方式，成功

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流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没有

嘴巴就看不出喜怒哀乐，让观众认为它永远是开心

的，另外从一个侧面来看，没有嘴巴就不能说话，代

表日本人少说话多做事的特质，也就是代表不需要顾

客提出问题，商家会主动全面地把出现的所有问题都

提前用实际行动解决好。 

4.2.2  姿势设计 

吉祥物的姿态是无声的语言，是内心情感的外部

体现，受情绪、感觉等支配[8]。在吉祥物的内心特征

表达上，除了表情和动作语言之外，身体的姿势设计

也是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例如 2016 法国欧洲足球

锦标赛吉祥物超级维克多，见图 5。在这张海报中给

角色设计了一个双膝跪地，庆祝胜利的姿势，体现角

色对胜利的向往；另外为了体现角色热爱足球运动的

精神，还设计了角色踢球的动作。德国柏林熊的设计

采用了一个双手举到头顶，张开怀抱，拥抱全世界的

形象，给人以温暖亲切的感觉，体现出的是一种对社

会包容与理解，平等与博爱的情怀。熊的勇敢和对和

平的向往体现在其张开双手拥抱一切的宽广的怀抱

中，双手举过头顶的姿态表明其接受一切，包容一切

的精神。柏林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把对和平生活的

渴望注入柏林熊举起的双手和张开怀抱中。这一姿态

设计采用了写实的描写方法，生动传神，恰如其分地

表达了柏林城勇敢开放的情怀和包容的态度。 

5  创新城市吉祥物推广方式 

5.1  开发以城市吉祥物为主体的游戏 

城市吉祥物形象设计出来之后，可以将其作为主

角开发游戏产品，在推广游戏的同时，将角色形象更

广泛地推广给大众。过去的吉祥物设计更多地采用动

画短片的形式进行传播推广，但动画短片关注度低，

不如游戏覆盖面广。例如连连看这类游戏，无论是老

年人、青年人或是婴幼儿都能很快上手并熟悉，受众

人群比较广泛。游戏设计要做到简单易学并且娱乐性

强，老年人和儿童就都能轻松掌握。在游戏设计的时

候可以将吉祥物的形象放在其中，例如连连看游戏中

的小动物就可以换成吉祥物的形象。在游戏过程中需

要记住小动物的样子才能找到相同的小动物，因此在

玩的过程中就记住了城市吉祥物的形象，在潜移默化

中起到了城市吉祥物形象进行推广的作用。 

5.2  给吉祥物设计故事情节 

微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工作与生活交流的一个

重要手段，因此微信朋友圈的推广作用不容忽视。给

吉祥物注册微信号，由团队幕后运营，由专人每天负

责文案撰写以及照片、短视频拍摄，把这些资料编成

有意思的故事发到朋友圈进行推广。另外还可以打造

以城市吉祥物为主题的公众平台，在现实生活中设计

系列活动，吸引大众参与，起到推广吉祥物形象的作

用[9]。公众的留言可以作为活动的反馈，从中找出系

列活动存在的问题，及时调节后续活动。通过与公众

的互动不断完善对吉祥物形象的认同感。 

6  结语 

国内城市吉祥物设计还刚刚兴起，城市吉祥物对

历史文化与城市内涵传播的价值还没有得到重视起

来，吉祥物的设计上缺乏创新精神。吉祥物造型设计

形象雷同，服装设计守旧，姿态千篇一律，五官不能

体现吉祥物的个性特征以及所代表城市的内涵与底

蕴，更不能充分体现整座城市的历史传承与对未来创

新发展的展望。在传播模式上应改变直线传播形式，

借鉴循环和互动传播模式，引进反馈机制，并且利用

反馈机制调节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造型设计上

应注重外在特征的传神与内在精神的体现，注重吉祥

物灵魂的塑造，打造出容易被大众接受并且过目不

忘，能深入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鲜明城市形象代表。

综上，在城市的吉祥物设计上要注重精神内涵的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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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引入传播学的前沿理论，创新城市吉祥物的传播

方式，让大众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一座城市。由此可以

带动当地旅游文化以及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从而推动

城市经济发展[10]。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能够代表中

国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特征的吉祥物，借此将中国城

市宣传推广到世界的舞台上，让世界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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