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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吉祥文化符号在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中的应用方法及设计策略。方法 从吉祥文化的分

类及寓意特征入手，阐述吉祥文化在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中的设计思想；根据吉祥文化符号创意来源对

博物馆文创产品进行分类，总结出吉祥文化和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融合的意义，从形、意、境三个方面

对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与设计策略进行研究与论述。结论 吉祥文化与文化创意产品之间产

生的碰撞、交融与转化是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寻求突破的道路。在深入挖掘吉祥符号内涵寓意的基础上

巧用吉祥符号内涵寓意，以形、意、境为切入，找到传统与现代审美的结合点。设计出富有生命力和吉

祥特色的作品，丰富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深层内涵和创意表现，促进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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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uspicious Cultural Symbol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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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design strategies of auspicious cultural symbol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 Starting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eatures of implied meanings of auspicious 

cultu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sign embodiment of auspicious culture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

ums; classifie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of symbolic creativity, and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auspicious culture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and carries out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design strategies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rom three aspects of shape, 

meaning and environment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e collision, ble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aus-

picious culture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to 

seek a breakthrough. On the basis of the deep excav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auspicious symbols, the concept of auspi-

cious culture is skillfully use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esthetics is found by taking shape, mean-

ing and environ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Design works with vitality and auspicious features, enrich the deep connotation 

and creativ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and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KEY WORDS: auspicious cultural symbol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form; implied meaning 

博物馆文创产品是传播博物馆文化的物质载体，

在符合当代审美的基础上强调文化的创新与传承，既

能满足人们对美学的追求，又以博物馆文化为出发点

实现博物馆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



第 42 卷  第 10 期 刘维尚等：吉祥文化符号在博物馆文创产品中的应用研究 261 

会效益的双丰收[1]。本文以博物馆文创产品为研究对

象，探讨如何将吉祥文化符号与之相结合，让消费者

感受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文化魅力，通过探索博物馆

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新路径，由此推动该文化的传播

与发展[2]。 

1  吉祥文化符号概述 

吉祥文化历经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已深深

融入华夏子孙的心中，其传达的是人们对世间万物的

祝福和对平安幸福的祈祷。吉祥文化符号的产生最早

可追溯到商、周时期，通常以玉器、陶器、青铜器为

物质载体，例如湖南出土的四羊方尊青铜器就应用了

羊的造型。在古代“吉羊”与“吉祥”寓意相通，都

寓意着古人对养殖业兴旺的期盼[3]。吉祥纹样是吉祥

文化符号最直观的视觉表现形式，经历史的传承和洗

礼而独具艺术魅力[4]。一方面，吉祥纹样是对吉祥文

化中“形”、“意”、“神”的提炼与归纳，常使用谐音

巧用、吉祥借喻、同构组合、寄情于物等手法；另一

方面，作为吉祥文化的精髓所在，吉祥纹样成为人们

谋求安吉、避开灾难的物化象征，表现出特有的审美

情趣和对美好事物至善至美的追求。 

1.1  吉祥文化符号分类 

吉祥符号丰富多变，常用的表现方式是将某一物

体的特性、内涵进行延伸和简化。同时符号分类方式

多样，本文以符号的主题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以下 5 
 

类：（1）人物符号，如八仙、财神、月老、女娲、鲁

班等；（2）动物符号，如龙、凤、蟒蛇、麒麟、牛、

羊、虎、喜鹊、鱼等；（3）植物符号，如梅兰竹菊、

莲、佛手、牡丹、灵芝、藻纹、菱角等；（4）文字符

号，如福、禄、寿、喜、财、“卍”字等[5]；（5）混

合符号，如花好月圆、渔翁得利、犀牛望月、白鹭含

花等，见表 1。 

1.2  吉祥符号的寓意特征 

吉祥符号用于传达信息，而每个符号都有与之对

应的寓意象征，包含着人们对吉祥的向往，成为人们

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在古代，吉祥符号常运

用于建筑装饰、服装配饰青铜和陶瓷等各类器皿、文

房用品等载体中。 

从人物符号方面分析，“月老”代表的是对美好

姻缘的期盼；“麻姑”作为女寿仙，是女性长寿的象

征，“南极仙翁”则是男性长寿的象征[6]。以动物符

号来说，龙、凤、麒麟代表权贵，是古代帝王权力的

专属符号；蝙蝠谐音“福”，把蝙蝠图形进行倒立则

象征着福到，是民间一种常见的装饰纹样；鲤鱼表达

的是繁荣、富裕、喜庆的祝福之意，早在唐代时期人

们就将“鱼符”饰品用于装饰五品以上官员的腰部。

从植物符号进行分析，竹不柔不刚、潇洒自若，是正

直、君子之风的代表，竹上有节也寓意节节升高；佛

手常应用于玉石文化中，其形如拳如掌象征智慧和力

量，能为人挡去灾害；藻纹是十二章纹之一，取水草

和火焰之形，古时用于帝王冕服上表纯净之意[7]。在 

表 1  吉祥文化符号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auspicious cultural symbols 

符号类型 代表元素 代表图形 

人物符号 八仙、财神、月老、女娲、福禄寿三星、和合二仙… 

       

动物符号 龙、凤、蟒蛇、麒麟、牛、羊、虎、喜鹊、鱼… 

    

植物符号 梅兰竹菊、莲、佛手、牡丹、灵芝、藻纹、菱角… 

        

文字符号 福、禄、寿、喜、财、“卍”字… 

         

混合符号 花好月圆、渔翁得利、犀牛望月、白鹭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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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斗彩“五福捧寿”粉盒中的五福捧寿纹样 
Fig.1  The pattern of five blessings holding longevity in  

the “five blessings holding longevity” powder box 
 
文字符号方面，“卍”字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寓意吉

祥万德。在混合符号中，“五福捧寿”寓意着福寿绵

长，其图案上五只蝙蝠盘绕着蟠桃，共同托举着篆书

的“寿”字，其中“寿”字与蟠桃都象征着长寿，蝙

蝠则象征着福。整体图形呈轴对称结构，寓意丰满、

节奏鲜明，见图 1。吉祥文化符号是古人留下的宝贵

文化财富，拥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不仅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寓意和艺术感染力，而且也成为了各类历史文

物中的浓墨重彩的美学财富，为现代文创产品的设计

提供文化元素。 

2  博物馆文创产品概述 

博物馆的第一功能是展览文物藏品，博物馆文创

产品则是利用设计创新的方式向大众展示出馆内藏

品的文化及审美价值，其内容既可以服务于博物馆文

化本身也可以服务于馆内展品。博物馆文创产品以文

化为出发点，强调文化产品的继承与创新，从而让文

物“活”起来，拉近文物与消费者间的距离。 

2.1  博物馆文创产品类型及价值分析 

根据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创意来源，可分为以下几

种类型。（1）文物复制品类：从文物的造型、材质、

色彩等方面入手，将原文物原样照搬地再现出来[8]。

（2）博物馆文化衍生品类：每一个博物馆都有其独

特魅力，从博物馆建筑装饰外观、内部视觉系统再到

其文化内涵、经营理念都能作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元

素。（3）馆藏文物衍生品类：最具价值同时也是最常

用的创意来源。设计师深入挖掘文物的造型符号、图

形符号以及背后的历史文化，结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需

求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文物进行创新再造，使古代文

明与现代文化诉求相契合。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一

类。（4）地域特色衍生品类：设计以当地博物馆的地

域特色和风土人情作为创作灵感来源[9]，见图 2。 

对博物馆而言，发展博物馆文创产品既提升博物

馆的文化影响力，又促进了馆内经济效益的增长。对

消费者而言，能通过更为亲切、新颖的方式去感受博

物馆和藏品中的价值魅力。以文物复制为创意来源的

产品，是对原有文物的直接还原，需要高超的手工技

艺具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当消费者看到以馆藏的 

 
 

图 2  博物馆文创产品类型图——以创意来源分类 
Fig.2  Typ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classified by creative sources 
 
文物为设计来源的产品时，可以通过造型或是纹样来

理解文物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设计让博物

馆文物“活起来”并实现文物的有效传播。以博物馆

文化为创意来源建立博物馆品牌文化，帮助大众了解

博物馆本身的历史发展，由此获得情感认同。以地域

特色为设计来源的产品，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将当

地特色展现给社会大众，以此提升当地旅游知名度。 

2.2  吉祥文化符号融入博物馆文创中的必要性 

吉祥文化符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影响着中华文明，大到建筑样式小到服装配饰都能

找到吉祥文化的印记[10]。这些文化符号不仅是博物馆

文物的产物，更是其精神、性格在文物艺术品中的显

现，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吉祥图形来感知文物深层内

涵，从而使人们产生文化认同感。在中国，装饰主题

一直离不开“吉祥”二字，尤其在明清时期，年画和

刺绣流传甚广，从而涌现了大量的吉祥题材作品。若

能深度挖掘这些宝贵的文化元素，将大大扩大文创产

品设计的创意空间。博物馆作为展示传统文化的主要

窗口，收藏、陈列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与吉

祥文化符号相辅相成，不可分割[11]。结合现代消费者

的视觉习惯和对审美的追求，将文物中显现的吉祥符

号巧妙融入博物馆文创产品中，可以促进产品的多种

表达形式，提升产品创意价值，避免盲从市场上其他

同质化产品，有助于博物馆形成独特优势，提高市场

竞争力。从文物中挖掘出更具有文化内涵的创意产

品，不断更新并创造出新颖有趣的产品，在适应不同

人群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多样

性。将吉祥文化符号融入博物馆文创产品，可使人们

在这种潜移默化地熏陶下产生对传统吉祥文化的情

感共鸣。 

3  吉祥文化符号在博物馆文创中的应用原则 

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以馆内藏品为设计元素来

源，从形、意、境三方面深入挖掘吉祥文化符号的视

觉魅力和吉祥内涵，使文创产品更具民族文化特征。 

3.1  博物馆文创设计中对吉祥符号“形”的呈现 

“形”是一个文创产品设计的外在形象，以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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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现连接着消费者的情感体验。吉祥文化符号中对

形的应用分为两个方向：吉祥文物造型和吉祥纹样。

将其融入博物馆文创设计中，强化产品在设计过程中

所体现的文化价值[12]。其一，提取吉祥文物的造型并

运用在文创产品的形象造型中，让吉祥造型成为整个

产品的创新点。“马”是历代帝王将相的坐骑，象征

威严和庄重，有“马到成功”和“龙马精神”一说。

故此，故宫博物院从《乾隆皇帝大阅图》一画中提取

了马的吉祥造型，设计了一款“神骏水果叉”的产品。

其二，将提炼的吉祥纹样附着于文创产品上，借由装

饰图形来呈现产品的文化寓意。故宫博物院从清代后

妃服饰中提取了飞鹤祥云纹样，设计了一款“白鹤紫

霄”便笺本。清代的仙鹤图形常出现于文官的官服补

子上，象征忠贞清廉和延年益寿，并将祥云表示为祥

瑞之兆。仙鹤展翅，穿梭于祥云之间，让消费者在图

形中感受到古代服饰中的文化魅力，见图 3。  

3.2  博物馆文创设计中对吉祥符号“意”的承载 

博物馆文创产品若仅从“形”入手，不能充分区

别于普通文创产品，产品被赋予的文化深度还需要有

“意”的承载。充分挖掘文物中所显现的每一个吉祥

符号的精神寓意、历史背景，承载其意并赋之于产品，

结合趣味性和功能性拓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深度[13]。

在提炼“意”的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消费者的感官

认知程度，寻求产品文化意境与消费者文化感知的和

谐与平衡。敦煌研究院设计的“冥想坐具”文创产品，

用简洁的设计语言结合人机工程理论诠释了佛法中

的冥想智慧。坐具提取了敦煌壁画上的祥云纹吉祥元

素，造型简洁质朴，三面无靠，以灰色为主色，追求

一种舒适而又不失肃穆的使用体验。祥云在佛教中表

祥瑞之气，通常出现在佛祖身边，象征悟道的状态。

将祥云与敦煌文化相结合，赋予产品浓厚的文化寓

意，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见图 4。  

3.3  博物馆文创设计中对吉祥符号“境”的契合 

“境”是对产品理想意境的承载，是中国传统艺

术追求的核心范畴。博物馆文创产品通过文化内涵、

艺术氛围来体现真性，通过虚实关系、远近处理等艺

术化手法赋予文物中吉祥符号更为深远的寓意。由此

可见，博物馆文创的较高追求就是意境文化体验设

计，提取吉祥符号的深层寓意，以现代设计语言和表

现形式去呈现全新的产品意境。例如，苏州博物馆文

创产品“山水间”文具置物架，以木比喻山，以线形

空槽比拟流水，“水”中排列着圆孔，远看好似一条

条行驶水中的船舶，插上纸笔，高山流水，意境犹存。

意境提取自苏州博物馆内由贝聿铭大师创作的片石

假山山水园，展示人与自然，产品与物的关系，通过

连绵起伏的高山符号，让消费者体验到文人的雅致情

怀，从而引发联想，见图 5。 

 
 

图 3  故宫博物馆推出的白鹤紫霄便笺本 
Fig.3  White crane Zixiao Notepad launched  

by the Palace Museum 

 

 
 

图 4  敦煌研究院设计的“冥想坐具”文创产品 
Fig.4  “Meditation Se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ed by Dun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图 5  苏州博物馆设计的“山水间”文具置物架 
Fig.5  “Landscape” stationery shelf designed  

by Suzhou Museum 

4  吉祥文化符号在博物馆文创中的应用方法 

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开发过程中要结合消费者的

需求心理，避免照搬文物上的图形，而是有创造性地

进行设计。将吉祥文化符号中所提取的符号以一个恰

当的创意点，巧妙运用至博物馆文创产品中，满足消

费者对产品的诉求，使得消费者获得持续的购买体验。 

4.1  以形延展—提炼再造 

“形”在此是指吉祥文物造型和吉祥纹样，它是

对图形艺术的凝练和升华。以形为源，对博物馆文创

产品做延展设计，让消费者在第一时间感知到文物中

的吉祥文化魅力。创新的重要方法即提炼再造，指在

熟知原有图形结构和特性的基础上主观的对原有图

形无用部分进行剔除，对精华部分进行提取，最后再

根据现代人们的审美和需求进行艺术创新再造。例如

故宫根据清代錾胎珐琅太平有象，推出了系列书签产

品，太平有象中的“象”被誉为瑞兽，是紫禁城中的

吉祥形象，背托宝瓶，瓶中装着吉祥之物，寓意天下

太平、江山永固。设计师根据藏品分别提取了象、宝

瓶的外部形态进行抽象处理，再结合书签的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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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清代錾胎珐琅太平有象的系列书签 

Fig.6  A series of bookmarks of Qing Dynasty carved enamel and “Taiping Elephant” launched by the Palace Museum 
 

 
 

图 7  北京故宫推出的黄色云龙妆花纱袷龙袍“状元杯” 
Fig.7  “Champion Cup” of yellow cloud dragon makeup gauze and Dragon Robe launched by Beijing Imperial Palace 

 
进行再创作，赋予藏品新的生命力，见图 6。 

针对吉祥文化符号，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分为打

散原形、提炼图形、重构造型、产品再造等 4 个步骤。 

1）打散原形。打散是提炼的基础，即在对原有

的形态熟知的前提下，将原形打破和拆分。常见的打

散形式有 3 种：其一，是对原有的吉祥元素整体分解，

而后重新排列组合；其二，是对原有吉祥元素局部打

散，而后组合成新图形[14]；其三是选取最具有特色的

元素符号进行分割和衍变。 

2）提炼图形。提炼是原形打散后的延续，即将

打散后的各个符号因子，进行归纳和提炼。在打破原

有形式的基础上移动或变异，提取图形中最有代表性

的特征进行重新组合。 

3）重构造型。根据提炼得出的符号，运用造型

法则重新组合，构成新的设计元素。重构要保持在适

当的范围内使用添加、夸张、变形、重组等方法，使

图形规则化、装饰化、美观化，同时还应注意在文创

产品中的实际应用程度。 

4）产品再造。是实现从设计元素到文创产品转

化的重要步骤，通过新的造型完成产品的再创造，以

达到吉祥文化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创新和传播目的。

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还需注意产品的整体性，把握和

处理好材质、色彩、造型之间的联系，使产品呈现出

最佳视觉效果。 

4.2  以意创新—随形赋意 

“意”在此是指文物造型和纹样中延伸出来的吉

祥内涵。经过不断的发展凝练，由此来传达对生活美

好期盼。博物馆文创产品应用现代的审美观念去发掘

吉祥文化符号，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其内涵，促进文创

产品使用价值在功能与文化上的契合[15]。博物馆文创

产品开发过程中应避免单一的设计思路，产品可从文

物故事、博物馆文化情感、地域特色文化等角度入手，

选取内涵深厚的文化。目前市面上许多文创仍停留在

表面外观和图形模仿阶段，消费者容易产生视觉审美

疲劳，究其缘由是因为缺乏对文化特色的深入理解以

及精准的产品定位。博物馆文创产品应当做到既对博

物馆内的文化进行承载，又能以现代的设计形式进行创

新，提升自身设计水平的同时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 

吉祥文化内涵与文创产品设计结合已成为一种

发展趋势。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发的文创产品——

“状元杯”，创意来源于乾隆时期的黄色云龙妆花纱

袷龙袍，袍上绘制有金龙、海水江崖、如意等吉祥纹

样，象征着江山万年如意。设计师以杯子为载体，结

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将状元帽的寓意与杯身的设计

融为一体。同时，杯子下方绘制了从龙袍上提炼来的

海水江崖的吉祥纹样，代表着荣誉和智慧，蕴含着对

金榜题名的的美好期盼。该设计是对文化的承载，是

追求创意的契合而弥留下的产物。类似案例还有许

多，因此设计师应当深入研究，了解博物馆中传统吉

祥文化符号的内在寓意，根据设计需求不断的提炼和

创新，使“意”得到最大价值的开发利用，最终把吉

祥文化符号融入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中时，将更具文

化性和独特性，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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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清宫海错图的海错图书灯本 
Fig.8  Haicuo Book Light book of Qinggong Haicuo Map launched by the Palace Museum 

 
4.3  以境为源—情境共生 

“境”是指文创产品中传递出的感悟和精神境界。

以意境为设计来源更能符合东方美学，由情感和精神

体验交织而成的文创产品能直击人的心灵。将吉祥文

化符号与博物馆文创产品相结合，营造产品所要传达

的吉祥意境氛围[16]。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同时，若能得

到更为延伸的文化体验，从而引发消费者的情境联

想，有利于达到博物馆文化的深层传播的目的。因此，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可从“境”的角度入手，把握

吉祥符号的本质和精髓，采用复合的表现手法，对文

创产品进行符号化表达。在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文创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根据《故宫海错图》绘画集藏

品，而进行的产品衍生设计——海错图书本灯，画册

中记录了稀有、夸张的生物形态，妙趣横生。设计师

提取了书本上的内容，并以纸张书籍的形式设计出极

具意境美的书本灯。书中内置 LED 灯，未打开时，

产品是普通书本的样子，将书展开后，产品就变成了

半圆拱状的温馨夜灯。在灯光的映衬下，形态各异的

生物映入眼帘，将人的思绪带入这浪漫情境中，营造

文化氛围，给人似书中复古质朴的情感，见图 8。意

境美感是东方所追求的造物极致状态，甚至达到人与

自然相融的最高境界。将工艺技术与博物馆展品内的

文化元素相结合，从而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和触

动。 

5  结语 

吉祥文化符号融入博物馆文创产品中，形成具有

典型特色的、契合消费者文化需求的设计产品。不仅

是对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探索，更对其他文创产品

设计提供方向指导，使其更具趣味性、独创性及文化

性。本文从吉祥文化的“形”、“意”、“境”三方面入

手，提出以形延展，以意创新，以境为源的博物馆文

创设计应用方法，并结合具体设计案例深入分析。在

深入挖掘传统吉祥元素，丰富文化内涵基础之上，借

用形态、文化意蕴、意境处理等方法来进行计划表达，

以满足消费者审美需求，更符合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

计定位。从而复兴传统吉祥文化，实现博物馆经济与

文化传播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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