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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XUE Xiao-xia 
(Changzho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Textile and Garment,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arry out exploratory design and research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in order to inherit the Chinese zodiac culture and make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live" in our daily life. 
The inform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was collected through market investiga-
tion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was summarized from the 
design method and the func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were found to have a wide 
development spac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were car-
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l production” and “external introduction”. “Internal production” referred to inte-
grate elements of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into traditional implements, and “external introduction” referred to absorb and 
draw on foreign excellent cases. Through the method of "internal production", the native power of Chinese zodiac culture 
is aroused,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ndowed with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new era,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b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a globalized mode, through the method of “external introduction”, the fusion and ab-
sorption of the outstanding case from the other countries empower the zodiac culture with international visual language 
and continue overseas heritage of Chinese zodiac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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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二个，人人占一个。”十二生肖文化，牵

连着每一个中华子民，是我们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符

号之一，涉及到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宗教等许

多领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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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是我国独特的民俗文化[1]，如此深入骨髓的精华

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持续传承，如何以新时代的设

计语言传递生肖文化，是每一位炎黄子孙不可推卸的

责任，让我们的十二生肖文化“活”在我们不断变化

的生活中，是对生肖文化 好的传承方式。 

1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概述 

1.1  十二生肖文化语意表达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又称十二 
 

属相，是古代的一种纪年法。所谓生肖，“生”进也，
象草木生出土上；“肖”进指骨肉相似也[2]。由十二
种动物组成，分别对应十二地支。我们现在看到的十
二生肖不仅仅是十二个动物，而是有比喻意义的性格
特征。它只是观念意识物化活动的符号和标记，只不
过是在自然形式里融入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3]。在传
统的民俗活动中，十二生肖艺术形象具有独特的吉祥
意义。为了更明了地把握十二生肖语意特征，从动物
特征和文化语意两个角度分析十二生肖的物理与文
化属性，生肖动物特征与文化语意见图 1。 

 
 

图 1  生肖动物特征与文化语意 
Fig.1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emantics of symbolic animals 

  

1.2  十二生肖现代文创产品设计分析 

1.2.1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设计的必要性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

赋予时代精神、艺术、科技、经济等时代特征，只有

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洗礼、深化、延续，才能堪称经典

文化。十二生肖作为典型的中国元素，在文化创意产

业蓬勃发展的大潮中，对十二生肖进行创意化构想，

设计实施并商业化推广有着紧迫的必要性。一方面，

十二生肖动物自古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神奇动物，是各

地年画、剪纸、皮影、雕塑、玩具乃至饰品等民间艺

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在辞旧岁、迎新年、庆丰稳、谢

神灵、除灾祸、保平安以及婚嫁迎娶、生子满月等民

俗活动中，十二生肖艺术形象更是具有独特的吉祥意

义[4]。随着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其中很多种

形式由于没有在当前的社会中探寻出合适的发展方

式而渐渐消退于人们的生活，这就导致了文化的断

层。为了让生肖文化继续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

必要对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进行开发设计。另一方面，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地球村的现实生活，提醒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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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多元化的格局中，应该坚持保持民族特色，发扬

民族文化，让我们的生肖文化演绎出本土国际化的新

形象，让我们的生肖文化彰显出民族文化的自信力。

“内忧外患”的形势，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十二生

肖文创产品设计的必要性。 

1.2.2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设计的现状 

通过淘宝和京东收集、统计十二生肖文化创意产

品,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调研分析见图 2，可以发现：

目前市面上的生肖产品在设计手法的层次上处于中

低级，在产品的功能类别上比较传统、单调，多集中

于饰品、摆件。由此可见，对十二生肖文化元素展开

创意化设计的空间是广阔的，也许每个人的内心都期

待着一个生肖专属礼物。 

1.2.3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设计的发展前景 

充分借助时代的技术、艺术手段，丰富十二生肖

设计。著名国画大师石涛先生曾说：笔墨当随时代，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设计也应当与时代同步[5]。从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角度，解读十二生肖文化，以民俗文化

为背景解析每一个生肖的设计语言特征，融合当下的

生肖文化消费需求，设计十二生肖文化创意产品。十

二生肖作为炎黄子孙与生俱来的符号，深深地融入民

众的生活，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属相的生肖文创产品

都有着美好情感的寄托与期待。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

外国友人，十二生肖文化创意产品是他们重新认识中

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因此，十二生肖文化创意产品设

计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图 2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调研分析 
Fig.2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2  十二生肖文创“内生”化设计初探 

2.1  十二生肖文创“内生”化设计理念 

“内生”就是靠自身发展，靠我们自身的土壤、
环境，靠我们自身本土的文化而再生。在当下高举民
族文化自信的旗帜下，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选择适合
的载体，将十二生肖文化形象与其融合、更新，一方
面将十二生肖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深化，另一方面
让传统器物因为十二生肖的助力而散发出新的魅力，
为传统器物赋予新时代的设计语言特征。 

2.2  十二生肖文创“内生”化设计实践 

2.2.1  传统玩具的再设计实践 

作为中国人，从出生起就与生肖结下了不解之

缘，无论孩子是哪个属相，父母总是承载着满满的爱

意，把该生肖的优点想象得淋淋尽致，鼠的机智，牛

的正直，虎的勇敢，兔的乖巧，龙的力量等等。十二

生肖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从传统儿童玩具的再设计

开始，设计定位于婴幼儿时期和少年时期的儿童。中

国儿童传统玩具如风筝、弹球、七巧板、九连环、布

老虎、陀螺等在中国每个有孩子的家庭中和幼儿园中

都较为常见，这些传统玩具对儿童的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充

分说明中国传统玩具是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对人的

发展特别是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重大意义，同时传统

玩具对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承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6]，因此，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将民俗生肖文化与

传统玩具进行融合设计不失为创造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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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拨浪鼓的再设计 

拨浪鼓是一种古老又传统的民间乐器和玩具，其

主体是一面小鼓，两侧缀有两枚弹丸，鼓下有柄，转

动鼓柄弹丸击鼓发出声音。作为打击乐器的拨浪鼓曾

用于历代宫廷雅乐，流入民间后融入民间劳动者的造

物观，在功能上推陈出新，进入宋代之后，拨浪鼓又

衍生出叫卖物品者使用的一种鸣响打击的工具以及

儿童玩具的娱乐功用。拨浪鼓的设计融入了古代中国

民间创造者的造物观和审美观，在外型上没有追寻求

新求变，简洁质朴的造型成就了拨浪鼓艺术与实用的

结合，美与实用的和谐[7]。 
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市面上的拨浪鼓既有传统的

样式，又有略作改变的款式，比如将鼓面的图案换成

一些活泼的卡通造型或是动漫衍生形象或是增添了

音乐和灯光等功能，然而专门针对生肖属相系统化设

计的拨浪鼓少之甚少。从生肖文化传承的角度，从娃

娃抓起是关键，让中国的每一个孩子知道并热爱我们

的生肖文化，而不是让孩子的童年充斥着机器猫、奥

特曼、蜘蛛侠等。 
将十二生肖形象融入拨浪鼓的造型中，生肖拨浪

鼓见图 3，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创意化再设计，传承原

有的拨浪鼓的外观造型，运用点、线、面、色元素重

构二生肖的平面形象。十二生肖的平面素材在剪纸、

年画、皮影等艺术形式中是极其丰富的，在解读传统

语言的基础上，把握其中的生肖文化语言，并将生肖

动物本身的特点融入造型设计中，如牛的“牛气冲天”

充满力量特点。对拨浪鼓的三维造型进行再设计，运

用仿生、拟人化设计手法，将生肖造型分为的头、身

体、脚，从十二生肖的整体系列化的角度，进行全局

规划。头部是每个生肖特点的呈现，通过面部五官特

征、耳朵的形态将每一个生肖动物展现得淋淋尽致， 
  

 
 

图 3  生肖拨浪鼓 
Fig.3 Rattle-drum design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如“虎”的大王形象，锋利的四爪；牛的牛鼻和食草

的特性；“鼠”的灰毛，长须，不断长长的牙齿。身

体、脚的造型主要联想到传统中国娃娃的形象，身穿

红肚兜、脚穿老虎鞋，为了方便控制系列化设计，将

身体、脚采用统一的造型设计。  

2.2.3  风车再设计 

风车作为一款具有视觉张力的儿童玩具，几乎每

个孩子都拥有过。纵观风车的各种款式，大多以几何

形为主，少有动物造型，更谈不上十二生肖主题的风

车。让孩子们拥有一款自己生肖属相的风车，儿童在

体验这款风车时，享受的不仅仅是风车旋转，更有自

己生肖属相所带来的荣耀感，文创产品不仅要满足物

质功能需求，而且要充实用户的情感需求。 
在生肖风车的构思中采用改良型创新设计方法

设计的生肖风车见图 4，在初期更多地沿用了风车现

有的基本结构，比如鼠风车，在原有直角几何形的基

础上，将鼠的动物特征剪影运用其中，亦是体现鼠的

多生，数量之多。考虑到风车本身是介于二维与三维

形态之间，选取生肖动物某一角度的特征轮廓来代表

该生肖，比如运用牛、羊的前视图轮廓，加上牛、羊

有毛的特征，当风车旋转时，犹如牛、羊满身的毛在

转圈，比较生动有趣。除了表达生肖动物的特征，将

生肖文化也融入小小的风车设计中，比如将“猴子捞

月”的经典故事融入猴风车中，风车整体呈似圆形，

猴子在外围做捞月的动作，以几何款风车作为月，当

风车旋转时，就是一幅充满趣味的生机画面。 
  

 
 

图 4  生肖风车 
Fig.4 Windmill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3  十二生肖文创“外引”化设计初探 

3.1  十二生肖文创“外引”设计理念 

“外引”即从外引进，“师他人之长以自强”， 从

外国文化中吸取优秀案例的成功经验，为更好地开发

我们文创产品奠定基础。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美

国以及日本等都经历了传统手工业文化与工业化批

量生产之间的冲击、对抗、调和、发展，并各自发展

形成了具有本国文化特征的设计风格。十二生肖文化

作为传统中的典型，如何在现代化中传承发展，运用

“外引”的方法，借鉴优秀的国外案例，深化十二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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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品设计。 

3.2  十二生肖的国际化设计 

十二生肖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一脉，作为当代人我们不仅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探索

生肖文化的发生、发展，而且要从国际化视角思考十

二生肖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与传承。民族文化是设计文

化的渊源，国际化的艺术设计体系更需要各国各民族

的精髓。提倡民族性并不是复古主义，而是再创造和

再发展[8]。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

我国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能力亦有很大的提升，优秀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产品不断涌现，比如洛可可设计

公司的“上山虎”香器、倒流香、“上上签”牙签；

品 物 流 形 张 雷 团 队 利 用 中 国 传 统 竹 纸 工 艺 创 造 的

“固”竹纸椅，获得了 2012 年米兰设计周全场唯一

大奖；北京故宫文创商品的大卖等，这些成功案例用

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正从“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慢慢蜕变，这是一个在坚持

中创造，在创造中回归的过程。艺术设计之所以能够

成为大众文化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作为

符号系统具有象征意义[9]。在十二生肖国际化设计的

探索中，我们需要合理把握十二生肖符号，有效传达

符号语意。 

3.2.1  十二生肖跳跳玩具 

在苏州诚品偶遇了丹麦 Hoptimist 玩偶见图 5，

当展台上的圣诞主题、青蛙主题跳跳人，全部动起来

时，品牌文化扑面而来，鲜明的西方文化符号给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就萌生了让我们的十二生肖也

跳起来的想法。 
  

 
 

图 5  丹麦 Hoptimist 玩偶 
Fig.5 Hoptimist doll in Denmark 

 
通过前期市场调研，发现目前市面上的十二生肖

衍生品很多都陷入了“套路”设计，不同的形象，运

用着同样的手法，貌似川剧的变脸一样，本质没变仅

仅是形象在变。虽然历史上有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

像，在战争中被他国掠走，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它们

的可贵之处。中国美学历来情调善美统一、在艺术表

现上常常通过伦理道德的感染作用，来实现艺术的社

会功能[10]，因此，当下需要我们一方面认真解读、消

化、吸收十二生肖传统语意，另一方面运用现代设计

手法，以开拓精神不断探索十二生肖的新形象。 

为了彰显十二生肖的吉祥寓意，以“鸿运当头”、

“跳一跳”的形式寄托美好的愿望，祈求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将该系列产品作为春节、生日馈赠朋友的

礼品，生肖跳跳玩具见图 6。为了较好地实现十二个

生肖的系统化设计，将产品规划为 3 个部分，即上部：

头，表达生肖的头部特征；中部：身体，用弹簧表示，

支撑头部并实现“跳一跳”功能；下部：底座，表达

生肖的脚。在具体设计中是这样呈现的，例如狗，狗

属于“六畜”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人的传

统观念中“六畜兴旺”代表着家族人丁兴旺、吉祥美

好，狗忠诚、踏实的本性和爱吃骨头的特征，以饱满

的椭圆体来诠释其稳定的内心，以丰富的面部装饰来

诠释“兴旺”的寓意；例如兔，对生肖兔的传统语意

图像进行分析、筛选，用“兔二爷”的形象来表达生

肖兔的一种典型形象，耳部浓厚的装饰，简洁的眼罩

设计增添一些时尚气息；例如猴，猴在传统语意中的

形象较为丰富，考虑到玩具整体结构的便利性，以“猴

桃瑞寿”来呈现猴的形象，用寿桃的造型与猴的头部

进行融合，整体色调注重寿桃的吉祥寓意；例如鼠，

依据民间“仓鼠有余粮”的说法把老鼠与粮仓相结合

体现出富裕和五谷丰登，将传统粮仓的造型处理成老

鼠的头部，粮仓的顶变为老鼠的帽子，其上加上老鼠

的耳朵，在粮仓的主体柱状结构上装饰上老鼠的五官

特征。设计的探索永无止境，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

到。在该系列的探索过程中，困顿与无解是难免的，

特别是蛇的形态设计，在停顿之后，不断查看文献资

料，受 2013 年蛇邮票的启发并着手再设计。设计无

止境，只有持续地探索与实践，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

结果。 
  

 
 

图 6  生肖跳跳玩具 
Fig.6 Up and down doll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3.2.2  十二生肖数字再设计 

从数字角度，十二生肖可以理解为十二种动物的

有序排列，数字启蒙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分支，而阿拉

伯数字属于抽象元素，如何让儿童形象化地认知数字

呢。纵观儿童数字启蒙读物及早教产品，比如数字歌，

比较生动形象地让孩子记住了数字，但在文化的传承

上却略有缺失，那我们的十二生肖能不能与之结合

呢？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已有将生肖与数字结合平面

作品，为了深化十二生肖数字设计，设计定位于数字

的可触摸、立体化表达，将生肖造型特点与对应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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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三维造型充分融合，生肖数字玩具见图 7，例如

数字 9 与猴的结合，将猴脸巧妙地与 9 上面的圆圈融

合，9 的尾巴正好是猴的尾巴；数字 10 与鸡的结合，

1 装饰成鸡的造型，0 处理成鸡蛋。在产品的商业化

推广上，从材质的角度进行设想：（1）硅胶材质，空

心的硅胶材质，可作为幼儿洗澡时的玩具，捏捏还可

以发出声音，在方案实物化时，采用 3D 打印技术，

将 Rhino 数字化模型抽壳，打印成树脂材质，通过丙

烯上色后，漂浮于水面的视觉效果很有感染力；（2）

糖果，将生肖数字制作成棒棒糖，应该会成为孩子们

的新宠。寓教于生活，让创意设计助推我们美好的现

实生活。 
  

 
 

图 7  生肖数字玩具 
Fig.7 Number doll with twelve symbolic animals 

  

4  结语 

本文从现代文化创意产品的角度，用“内生”和

“外引”的方法，将十二生肖文化融入当下民众的生

活需求，通过拨浪鼓、风车、生肖跳跳玩具、生肖数

字的设计探索，证实了“内生”和“外引”方法的有

效性，以及“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重要

性。不断地关注当下民众的生活方式，让十二生肖文

化以多样化的艺术形式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我们传

承与发展十二生肖文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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