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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的传播方式，促进传统文化不断与时俱进，提升传统文化的价值，

树立文化自信。方法 结合汉代历史文化内容，着重对汉代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外观、

色彩、动态进行思考、提炼，在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加以当下潮流元素，设计出适合年轻一代消费群体

的文创产品。并紧跟当下毛绒玩具发展趋势，载入智能化的方式进行交互性设计，满足社会群体的多方

面消费需求。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智能化毛绒玩具，并进一步实现线下市场的有效推广。结论 将汉代

四神纹融入毛绒玩具的设计，可以更好地从表现形式及传播方式上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从而有效的

摆脱传统文化推广桎梏，助力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的有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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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 

LINGHU Dai-wen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ommunica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enhance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of Han Dynasty, the appearance, color and dynamic of the four god mo-

tifs of Han Dynasty-the blue dragon, the white tiger, the red bird and the basalts were compared. Based on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current trend elements are added to desig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consumer groups.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plush toys, intelligent ways of 

interactive design are loaded to meet the various consumer needs. At last, unique intelligent plush toys will be formed to 

promote the offline market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the four god motifs of Han Dynasty into the design of plush toys can 

better show the cha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form of expression and transmission. In this way, we can 

effectively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omotion and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urrent society well. 

KEY 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Han Dynasty four god motifs, cultural products, intelligent in-

heritance 

从 21 世纪开始，我国开展了对传统文化保护的

多项措施，提出诸如《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国

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政治性文件，不断完善以《文

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

体系，提出“工匠精神”理念，央视推出了《国家宝

藏》《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可见国家已经从政策

法规、社会语境、全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等方面不断增

强、提升国民对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就

央视推出的《国家宝藏》来说，其饱含文化的内核，

借助综艺的形式，以记录的语言，传递一种全新的文

化输出方式，以年轻、现代模式展现深沉古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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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让观众了解到每个文物背后的艺术、文化，以

创新的形式提升了社会公众对传统文化、对文物知识

的兴趣，促进了文化的有效传播。 

由此可见，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需要有效的传播模

式，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

出的基本原则“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

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

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 文 化 基 因 与 当 代 文 化 相 适 应 、 与 现 代 社 会 相 协

调。”因此要使传统文化进入新的社会环境，融入当

代生活，就需要创新化的转变。或在内涵上融合古今

中外的新思想、新想法、新理念，或在形式上创新物

化手段、传播媒介、展现方式，融入新科技、新技术[1]。 

1  传统文化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随着国家、政府、领导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

重视与支持，文化创意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关键时

期，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研究为新时代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提供了更加有形化、实体化的精神寄托，越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开 始 投 身 于 传 统 文 化 的 继 承 与 发 展

中，涌现出多个形式、多种风格、多方向的文创产业

发展趋势。 

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并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创产

品最突出的是故宫文创。故宫在大众心中是庄严、古

朴、宏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的厚重带来更多

的严肃感，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距离感。如何让

故宫走进大众的生活，将高冷的故宫变得亲和是需要

思考的问题，于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开始进

入文创产品的市场进行探索。在拥有强大故宫 IP 的

基础上，建立故宫文创产品的创意设计，是一个有效

的手段。2008 年故宫开始相继推出了各种软萌、有

趣的文创产品，使 600 多岁的故宫展现了前所未有的

年轻风貌[2]。 

以故宫为文化内容，在文创设计中推出了多个 IP

形象，如“故宫猫”。据调查在为猫咪消费的群体

中，年轻人占 55%，这正是抓住当代年轻人对宠物的

精神寄托，吸引了一批爱猫人士，可爱、治愈、软萌

的特点使“故宫猫”的形象迅速走红，并衍生出更多

文创产品。 

文化内涵与媒体的结合是在文化传播方式上的

又一个创新点[3]。故宫文创推出了多款介绍故宫文化

的 APP，如《皇帝的一天》介绍皇帝的衣食起居、工

作娱乐；《紫禁城祥瑞》揭秘紫禁城里的祥瑞符号，

带领大家领略宫廷珍宝上的皇家文化；《胤禛美人图》

介绍 12 幅美人屏风画像，让大家了解清朝盛世华丽

优雅的宫廷生活等。针对不同年龄设计不同主题内

容、风格定位、特色交互，使界面设计既年轻、有趣

又不失优雅、古朴[4]。 

故宫文创还与美妆产品联动，推出 6 款国宝色口

红，以及“故宫美人”面膜，这使文化传播在产品定

位上进行了又一次突破，满足了现代女性对颜值、文

化的双重追求。以荷包口红为例，其色号为珊瑚红，

颜色来源于故宫博物院藏品——珊瑚戒指（清代），

见图 1。口红外壳上的花纹以故宫荷包藏品为灵感，

有飞鹤，寓意长寿、高洁、富贵，图案来自故宫博物

院 藏 品 —— 红 青 色 暗 花 秀 纱 十 二 团 鹤 纹 男 帔 （ 清

代）。万寿纹，寓意福寿绵长，图案来自故宫博物院

藏品——黄色的喜相逢朵花万字纹锦画袱拆片（清雍

正）。如意，寓意吉祥如意，图案来自故宫博物院藏

品——金累丝万年如意（清乾隆）。故宫的美妆产品

不仅在设计上包含文化气韵，而且在文案上也极富特

色，如口红色号的命名，琥珀橘、玛瑙红、琉璃紫，

尽显故宫贵气。如香水命名，四和、旃檀、须弥、泥

莲、兰麝、漱芳，仿佛置身紫禁城的各个院落，感受

每个空间的古朴、清冷、幽静，其中香水的香料均来

自《四库全书》中的《陈氏香谱》，重现了经典的东

方香气。还有以文案创意为主的搞笑产品设计，如

“奉旨旅行”行李牌，“朕亦甚想你”的卖萌雍正表

情包，“朕就是这么汉子”折扇等[5]。 
 

  
 

图 1 荷包口红  
Fig.1 Pouch lipstick   

 
故宫文创的设计特点，其一故宫作为规模较大且

保存较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是中国宝贵的历史

财富，在大众心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且故宫有众

多珍贵的文物、藏品，这些古建筑群及古文物是其文

创设计最大的优势，为故宫进行文创设计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和元素，是故宫文创的核心内容[6]。其二在设

计上，为使故宫摆脱距离感，设计故宫文创时以贴近

人们生活且紧跟时尚潮流为定位。将故宫元素与生活

中的服饰、箱包、帽子、首饰等相结合，赋予日常产

品以新的创造力，见图 2。这使本来触不可及的文物、

古建筑的文化底蕴自然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使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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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在包含历史感、厚重感、文化感的基础上又具有

艺术感、亲切感、潮流感和趣味性[7]。其三，品质和

细节，从设计到文案，从视觉到嗅觉、触觉、听觉等

五感，尽显故宫文化底蕴。故宫文创的品质是得到大

众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将来自故宫藏品、故宫文

物、故宫建筑的元素整合、提炼、归纳、再设计，形

成典雅与时尚结合的新元素，其产品的品质经专业部

门严格把关，对消费者认真负责。文案内容上，将传

统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不失趣味性地吸引年轻

消费者的兴趣。这多层面、多维度的文化渗透，使故

宫文创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传播了中国精神。 
 

 
 

图 2  金玉满堂帆布袋 
Fig.2 Canvas bag full of gold and jade 

2  文创产品表现形式之一——毛绒玩具设

计分析 

毛绒玩具是由毛布绒面料与其他纺织材料为主 
 

要面料，内部填塞各种填充物而形成的玩具。文创产

品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形式针对不同的市场及不

同的消费群体，毛绒玩具作为文创设计中最传统的形

式，因为其柔然、可爱、安全等特点在市场中占有一

定份额，如深受小朋友喜爱的毛绒玩具小猪佩奇，近

期受儿童及年轻人追捧的迪士尼玩具玲娜贝儿，毛绒

玩具泰迪熊等。这些毛绒玩具大都基于动画片 IP 的

影响，在其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定的教育、启

蒙意义。 

作为 2022 年广受追捧的毛绒玩具——北京冬奥

会的吉祥物冰墩墩（见图 3），是毛绒玩具创意设计中

最成功的案例，受到了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冰墩墩毛

绒玩具的成功推广不仅起到了文化输出的作用，更体现

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冰墩墩的形象是我国的国宝——

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给人亲切感，呆萌可爱又时

尚的形象吸引了大众的诸多关注。 

冰墩墩毛绒玩具成功推广，其一是形象的优势，

相比历年抽象的吉祥物设计，冰墩墩保留了大熊猫原

有的蠢萌、慵懒、温和的形态，加之冰雪宇航服装、

五彩冰丝带装饰的科技感，左手的欢迎红心设计、内

八的卖萌站姿，在形态上俘获了大众的心[8]。柔软亲

肤的毛绒质感与糖霜一般的光滑外衣，展示了来自冰

雪世界的萌宝形象。这是质感与形态的有效结合与创

新。其二，是其形象与冬奥会的有机结合，冰墩墩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站姿，出现了更多生动形象的运动姿

态，如单板滑雪的冰墩墩、跳台滑雪的冰墩墩、冰壶

运动中的冰墩墩等以项目运动员的姿态为模版展现

冰墩墩形象（见图 4），使冰墩墩的产品特点除了呆

萌外又多了几分运动的英姿飒爽，也很好地起到了冬

奥项目的科普作用。 

  

图 3  冰墩墩 

Fig.3 Bing Dwen Dwen 

图 4  冰墩墩的各种运动姿态 

Fig.4 Various movements of Bing Dwen Dwen 

 

3  汉代四神纹应用于毛绒玩具设计研究 

中国作为玩具生产及出口大国，毛绒玩具市场空

间巨大，但发展前景并不乐观。首先大部分毛绒玩

具缺少自己的品牌，缺少内在文化输出，没有内涵

的产品，无法让消费者在深层中产生共鸣。其次是

技术含量不高，产品仿冒泛滥、品质低劣，而现在

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对产品的形态、色彩、品质 

的追求逐渐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便成了阻碍销量的

一个重要因素。最后是消费模式，毛绒玩具仅靠单

一的玩具形态进行消费推广，无法与消费者产生更

高的黏性 [9]。基于对目前国内成功文创产品及毛绒

玩具设计的案例分析，将四神纹造型与毛绒玩具形

式结合从文化内涵分析、造型设计研究、智能化技

术探索，及有效传播模式这 4 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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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汉代四神纹融入毛绒玩具设计研究 
Fig.5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the four god motifs of Han Dynasty into the plush toys 

 
3.1  汉代四神纹文化内涵分析 

四神纹，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称“四

灵纹”，四神纹中的“四神”相传是前人观测星座而

来，是起源于 4 个星群，人们把分别位于东西南北 4

个方向的星宿联想成龙、龟蛇、虎、鸟 4 种动物形象，

龙是位于东方的七星宿，龟蛇位于北方的七星宿，虎

是位于西方的七星宿，鸟是位于南方的七星宿，“四

神”也称“四象”或“四灵兽”[10]。五行家们根据阴

阳五行为东西南北中 5 个方位配上 5 种颜色，并对应

5 个神灵，东为青色，配龙；西为白色，配虎；南为

朱色，配雀；北为黑色，配武；黄为中央正色[11]。曹

植的《神龟赋》记曰：“嘉四灵之建德，各潜位于一

方，苍龙虬于东岳，白虎啸于西岗，玄武集于寒门，

朱雀栖于南方。”就是对四神的描写。四神纹形象多

用于瓦当（见图 6）﹑墓室、葬具、铜镜、漆器、石

刻上的装饰，给予了人们吉祥、平安、驱邪避凶等含

义。将四神纹造型融入毛绒玩具设计，立足于其美好

寓意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其形态、色彩的提炼与物 
 

 
 

图 6  汉代四神瓦当 
Fig.6 The four god motifs of Han Dynasty eaves tiles 

化，有效地将传统四神纹元素进行创新性设计，从而

进一步推广、传承并发展汉文化。 

3.2  四神纹毛绒玩具造型设计研究 

作为市场中销售的产品，毛绒玩具的设计应该满

足广大顾客的消费需求，不同的造型、色彩、材质都

会影响产品的视觉效果，可爱、卡通的造型满足了儿

童的需求，美丽、帅酷的造型满足了年轻人的需求，

端庄大方的造型满足了长辈们的需求。高饱和的色彩

更加年轻化，低纯度的色彩更加沉稳。在材质上也有

许多不同，常见的毛绒玩具面料如孔雀绒、羊圈绒、

毛巾绒、针织布、腈纶棉、人造革、无纺布等，不

同材质制作出来的毛绒玩具在造型和手感上都是不

同的。 

四神纹毛绒玩具的造型设计主要针对年轻的消
费人群，因此在造型设计上，不直接沿用汉代四神纹
的传统造型，而是借用其“四神”之意[12]，在原本动
物的形象上做细节上的夸张和变形，使毛绒玩具的造
型更加古怪和可爱。 

青龙的造型依据宋代画家董羽的描述，龙“角似
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
似凤、须似人、耳似象”，因此在造型设计中可以提
取龙的特点：鹿角、鱼鳞、蛇腹、凤足，全身以青色
为主，搭配橙色。白虎，据《中兴征祥》记载，“全
身如雪，无杂毛”，因此在设计中以白色为主色调[13]，
搭配浅蓝色作为四肢的颜色，其花纹部分采用棕色做
调和，整体突出洁白如雪的视觉效果。朱雀，古文中
曾提到：“其形象鸟，位于南方，属火，色赤。”因
此在设计中以鸟的形象为基础，重点在尾部进行多层
次设计，色彩主要以红、橙、黄为主，展现火的特点。
玄武，又名龟蛇，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动物，汉
代之前玄武是黑色龟的形象，之后才加有青蛇，形成
了龟蛇结合的图案，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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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玄武龟蛇，纠盘相扶”，因此在设计中，以
褐色龟的形态为基本，加之青蛇造型，组合成一个完
整的动物形态。四神纹毛绒玩具在嘴部及眼部的设计
上进行了统一的造型设计，将嘴部进行放大处理，并
加之突出的牙齿形态，眼部以同心圆黑白交错的形式
进行设计（见图 7）。对四神纹造型进行部分细节的

统一设计，一方面增加系列产品辨识度和记忆点，另
一方面增加造型的趣味性及潮流感，迎合年轻消费市
场的需求。其颜色上采用高饱和的色彩搭配，产品在
材料上采用毛巾绒，内部使用填充棉，增加其柔然
度，在四肢、脖子、尾巴部位内置加粗钢丝做框架，
保证其造型的立体感。 

 

 
 

图 7  汉代四神纹毛绒玩具形象设计 
Fig.7 Plush toy image design with four god motifs of Han Dynasty 

 
3.3  智能化技术设计研究 

科技时代，技术的革新为文创产品开辟了更加广

阔的道路，四神纹毛绒玩具的设计是集视觉、触觉、

听觉于一体的互动式、智能化设计。将四神纹毛绒玩

具设计融入现代化技术，满足人们更多的生活需求，

在造型基础上附加音效、动作等互动式功能，最终实

现在视听上的强深度、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传播效

果，进一步强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

由费雪出品的智能毛绒玩具，将玩具与 APP 结合，

通过聊天与聆听功能，实现儿童与玩具的互动式体

验，还有讲故事、笑话、新闻、天气预报等多项功能，

通过陪伴帮助孩子获取知识[14]。 

四神纹的形象与中国汉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在智

能化设计方面，也可以结合配套的 APP，通过手机

APP 功能实现音频传输。在音频内容设计上，以传播

汉文化为主，讲述汉代奇闻怪事、民间风俗、王侯将

相、阴阳五行等故事及知识，有趣的故事内容与搞怪

的外形特点，树立产品年轻、有趣的特色卖点。结合

产品造型加之动态交互功能，在其身体、四肢、脖子、

尾巴部位增加智能化语音动态控制装置，消费者可对

其进行语音指令，使其展现特定动态变化，增加毛绒

玩具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见图 8。 

3.4  传播模式研究与探索 

传播模式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展开。 

1）进行品牌文化营销模式探索。品牌文化是产

品的延伸和拓展，是市场对产品的定位和保护。四神

纹毛绒玩具在原本 4 款毛绒玩具的设计上进行延

伸，打造品牌特性，树立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品牌形

象，为消费者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及文化归属感，提升

品牌价值[15]。   

2）做好线下营销。线下营销应该以增加产品多

样性为主，立足于汉文化内涵，打造多样化文创产品

体系，创意产品种类，创新文化形象设计，拓宽产品

消费群体，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域设计不同风格产

品，实现差异化共同发展[16]。 

3）拓展线上平台销售模式。网络营销有传统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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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汉代四神纹毛绒玩具智能设计分析 
Fig.8 Intelligent design analysis of Plush toys with four god motifs of Han Dynasty 

 
 

销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线上的销售模式可以不分时

间、不分地点地销售，打破了传统人为线下销售的时

空壁垒，可以更大概率地使消费者关注到产品的相关

信息[17]。四神纹毛绒玩具在销售模式上可以结合电商

销售形式，借助微信、微博、APP、抖音等媒体平台

进行多渠道线上销售。一方面扩大覆盖面，另一方面

在省去店面、人工、管理等费用的基础上，降低成本，

赢得更高利润。 

4  结语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文创产品作为优秀

传统文化的外化形式，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传统的毛绒玩具在设计、创意、推广、销售等方面存

在多项不足，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技术上智能化、

科技化的探索，创新其幽默有趣的造型设计，将技术

与艺术进行有效的结合，对提升文创产品设计，提高

毛绒玩具质量，吸引消费者关注等多方面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从而可以进一步唤醒大众对传统文化及文创

产品的关注。通过在色彩、造型、技术等方面的文化

融入使毛绒玩具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并顺应潮

流发展，推动了传统文化及文创产品的创意性进展，

让瑰丽的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新时代重焕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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