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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寻基于地域文化“IP”的毛绒玩具设计构想、造型转化、元素植入和生产工艺等设计实

践中面临诸多问题的化解之道。方法 以安康城市礼品设计为例，通过调研访谈，遴选出“鎏金铜蚕”

为该市地域文化“IP”的核心元素；运用联想、重构等造型设计手法，将其转换为契合毛绒玩具特性的

造型形态；运用想象、夸张等图案设计手法，将相关地域文化元素转化为装饰纹样，并以民间刺绣的形

式植入其中，赋予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和形式美感。结果 突破传统生产工艺限制，批量打造出了一套

适用于安康城市礼品、旅游纪念品和婚庆礼品的毛绒玩具。结论 基于地域文化“IP”的毛绒玩具作为一

种特殊形态的城市礼品，其设计的重点是将遴选出的核心地域文化元素，以恰当的方式转换成契合毛绒

玩具特性的造型形态，并巧妙地植入转化后的相关元素，才能具备承载地域文化、传递城市情感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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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ractice of Plush Toys Based on Ankang Regional Culture “IP” 

HE Xiang-wen 
(Zhongshan Polytechnic, Zhongshan 528404,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olution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design practice of plush toys, such as design concept, 

modeling transformation, element implanta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IP”. Taking the gift de-

sign of Ankang city as an example,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gilded bronze silkworm” is selected as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city’s regional culture “IP”; the modeling design techniques such as assoc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re used 

to transform it into the modeling form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sh toys; the pattern design techniques 

such as imagination and exaggeration are used to transform the relevant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decorative pat-

terns, which are implanted into plush toys by folk embroidery endowing plush toys with unique regional cultural connota-

tion and form aesthetic feeling. A set of plush toys suitable for Ankang city gifts, tourist souvenirs and wedding gifts were 

created in batches, which broke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As a special form of urban 

gift, the design of plush toys based on the regional culture “IP” focuses on transforming the selected core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 shape form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sh toys in an appropriate way, and ingeniously im-

planting the relevant elements after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have the functions of carrying regional culture and transmit-

ting urban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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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毛绒

玩具制造国、出口国和消费国，并在相关文创产品研

发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

受设计理念、材料工艺和市场营销等诸多限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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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与欧美、日韩等文化发达的地区或国家相比，

我国的毛绒玩具业界在文创产品设计上依然存在着

创新程度不高、文化内涵缺失、材质工艺单一、表现

形式乏味等诸多问题 [1]，尤其是在研发以地域文化

“IP”为核心元素的文创产品（特别是城市礼品）设

计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这是当前毛绒玩具

文创产业界共同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学术界对

此鲜有理论或实践研究的成果。因此，本案试图以正

在努力打造“中国毛绒玩具文创产业新都”的安康市

城市礼品为设计实践研究对象，以对其地域文化元素

的挖掘和选取研究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基于地域文化

“IP”元素的毛绒玩具（城市礼品）创意设计构想、

造型设计转化、地域文化元素植入和生产工艺限制性

突破等设计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以

期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启发。 

1  设计的缘起 

安康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域内山清水秀、风光旖

旎，旅游和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曾被李克强总理盛赞

为“秦巴明珠”。因受自然环境制约，被国家划定在

“秦巴连片贫困山区”之内。近年来，随着国家扶贫

攻坚工作的深入展开以及产业转移的宏观协调，该市

主动承接了江浙乃至全国毛绒玩具文创产业转移的

任务，正试图以当地劳动力密集的资源优势，力争用

5~8 年时间，把毛绒玩具文创产业培育成该市的新兴

支柱产业，使其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中国毛

绒玩具文创产业新都”，并为此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

实践[3]。 

基于此，安康市有关部门一直希望借助社会力量

将该市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与毛绒玩具文创产业结

合起来，打造出一系列独具地域文化特色且内涵隽永

的毛绒玩具，作为该市对外推广品牌形象的城市礼

品。为此，笔者应邀与“苏陕合作”扶贫单位——陕

西康之宁玩具礼品有限公司合作，试图找到安康地域

文化“IP”的核心元素，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符

合上述诉求的城市礼品。 

2  安康地域文化“IP”元素研究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原意为“知识产权”，

伴随着城市品牌形象推广的热潮、旅游业的发展和新

媒体的崛起，逐渐被泛化为“地域文化 IP”，是指在

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自然或历史形成的，具有高辨识

度、个性鲜明、自带流量、强变现穿透能力、长变现

周期的文化符号[4]。因此，其文化元素既可以是特定

地域内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或人文景观、个性鲜明的

物质形象或非遗项目，还可以是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

或民间传说、抽象无形的精神理念或民俗俚语等。以

此为据，本设计团队通过对安康地域文化的查询、调

研和收集，经系统地整理、归纳和研究后认为，本案

与与高度相关的安康地域文化元素至少应包含以下 6

个方面。 

2.1  乐山亲水的发展理念和吉祥如意的城市名称 

（1）城市精神：乐山亲水、尚德兼容、克难奋进、

务实创新。（2）城市口号：秦巴明珠、生态安康；中

国硒谷、幸福安康[5]。（3）吉祥寓意：安康如意、幸

福安康、安安康康。 

2.2  家喻户晓的鎏金铜蚕和持续网红的城市名片 

据考，安康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蚕桑之乡[6]。1984

年在该市石泉县池河出土的鎏金铜蚕，见图 1a，将

该市种桑养蚕的历史推向了汉代以前，被认定为国家

一级文物。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称其见证了开辟丝绸之

路的历史[7]。此后，“鎏金铜蚕”一路“网红”，成为

安康乃至陕西家喻户晓的“圣物”，并被确定为安康

市的“城市名片”。 

2.3  横亘南北的巴山秦岭和穿域而过的脉脉汉水 

安康境内鳞次栉比的名山奇峦和曲折回环的脉

脉汉水，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地域文化。其中，安康历

史博物馆所珍藏的史前至秦汉时期多种器物上手法

纯熟且极具张力的水涡纹，便是远古先民对汉水文化

的艺术写照。 

2.4  娇艳芬芳的市花紫薇和俊秀挺拔的市树香樟 

遍布于安康大街小巷的紫薇和香樟早在 2009 年

便被确定为“市花”和“市树”，在民间享有较高的

知名度。 

2.5  艳雅富丽的民间刺绣和精巧别致的贴绣梗绣 

安康民间刺绣多见于鞋垫、枕套、童鞋等物品，

其风格是汉绣、蜀绣与秦绣交汇融合的产物[8]。在千

百年的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构图饱满、做工精致、

用色艳雅、装饰富丽的个性特色。该刺绣多以花卉鱼

鸟、蝶虫蚕桑等为表现题材，以“铺针”和“掺针”

等针法来表现花卉，以“齐针”、“夹金”等针法来表

现叶蔓和“滚边”。故而绣品边缘齐整一致，分色与

渐变互为对比，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装饰感。此外，

安康民间还有濒临失传的“贴布绣”和“立绣”等精

巧别致的绣法。 

2.6  盛名远扬的中国硒谷和培植千年的茶园桑田 

安康是国内已探明面积最大的富硒矿区，其 2/3

的土地富含人体必需但稀缺的硒元素，被称为“中国

硒谷”，现已开发出的富硒食品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此外，安康的茶叶种植与蚕桑养殖同样久负盛名，域

内遍布茶园和桑田。 

在安康丰富的地域文化“IP”元素中，本团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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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严谨地调研、测试和研讨后认为：鉴于“鎏金铜蚕”

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社会知名度，应毋庸置疑地被确定

为“核心元素”。 

3  基于安康地域文化“IP”的毛绒玩具创意

设计构想 

3.1  创意设计的重点及其应遵循的原则 

既然本案试图设计出的毛绒玩具定位为“城市礼

品”，那它就必须要具备承载地域文化、传递城市情

感和推广城市形象等重要功能[9]。因此，其创意设计

的重点就是将城市地域文化“IP”通过恰当的方式，

巧妙地融入到某种产品之中，以实现功能性、纪念性、

文化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同时，毛绒玩具作为一

种特殊形态的文创产品，必须要借助自身发生和引起

注意的方式来博取人们的青睐，通过其传神达意地视

觉化形象来拓展人们的想象空间，从而激发人们对生

命的礼赞和对美好的向往。 

本团队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和设计实践进行详

细地研究后认为，基于地域文化“IP”的毛绒玩具设

计必须把握好 8 项基本原则，即地域文化的关联性、

艺术形象的感染性、造型神态的亲和性[10]、城市形象

的代表性、体现个性的独创性、形象设计的简洁性[11]、

情感精神的纪念性、品质工艺的完美性等[12]。其中，

前 4 项原则是创意设计过程中应重点遵循的原则。 

3.2  创意设计构想 

本团队通过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本案创意设计

构想：以安康地域文化“IP”的核心元素“鎏金铜

蚕”为原始形态，在保持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运

用仿生、联想、重构、连接等产品造型设计手法，

整合设计出符合毛绒玩具特点，且能够通过自身发

生引起观者注意、独具特色、肖形拟人的造型形态。

在此基础上，从市花紫薇或市树香樟、秦巴名山或

汉水涡纹以及金玉如意、硒谷茶桑等地域文化“IP”

元素中，提炼出头饰、服饰、口眼和尾翼等装饰图案，

以安康民间刺绣技艺和装饰色彩予以呈现，从而相联 
 

共生出正欲吐丝结茧、萌宠可爱的“蚕宝宝”毛绒玩

具形象。同时，为使其具有“蚕宝宝”般舒适的手感，

拟采用市场上触感最好的水晶超柔面料和“PP”棉填

充物。 

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中，花和水象征着女

性的靓丽和温柔，树和山则象征着男性的俊秀和伟

岸。受安康地域文化“IP”元素（尤其是城市名称及

其所承载吉祥寓意）的启示，决定将“蚕宝宝”毛绒

玩具以一对“萌妞”和“萌宝”的形象呈现出来，并

为“萌妞”命名为“安安”，赋予其市花和汉水的文

化元素；为“萌宝”命名为“康康”，赋予其市树和

名山的文化元素。 

4  基于安康地域文化“IP”的毛绒玩具设计

实践研究 

4.1 “鎏金铜蚕”毛绒玩具基本造型的创新设计 

由本案应重点遵循的原则可知：如何在保持鎏金

铜蚕个性特征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毛绒玩具造型特

征的形态，是本案成败的基础和关键所在。为此，本

设计团队首先对“鎏金铜蚕”毛绒玩具的基本造型进

行了深入地探索研究，“鎏金铜蚕”毛绒玩具基本造

型设计创新探析思路见图 1。 

1）鎏金铜蚕的原始形态特征研究。鎏金铜蚕原

始造型整体平直，略呈“S”型；首尾共计 9 个腹节，

头部呈圆形，略上扬；吻颚前突有小节；腹部略拱起；

尾部呈梯形，略上翘。其造型手法写实，与家蚕别无

二至，见图 1a。然而，在依原始形态直接转化的过

程中发现，其平直的特征及写实的形态，与毛绒玩具

设计中应重点遵循的“艺术形象的感染性”和“造型

神态的亲和性”原则严重悖离，见图 1b 因此必须找

到恰当的设计手法，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予以“感性”

突破。 

2）原始形态的限制性突破探索。在“直接转化”

的设计探索失败之后，本设计团队将目光转向了对家

蚕形态的研究。发现家蚕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在 

 
 

图 1 “鎏金铜蚕”毛绒玩具基本造型设计创新探析思路 
Fig.1  Basic modeling design innovation of “gilded bronze silkworm” plush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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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或吐丝结茧的过程中，其整个身体多呈明显的

“S”型；（2）头部呈圆形，较大；（3）尾部有明显的

尾翼；（4）身侧有九处明显的斑点，见图 1d……这些

显著特征为“鎏金铜蚕”毛绒玩具基本造型的创新设

计打开了新的思路，见图 1e。 

3）创新整合后的“鎏金铜蚕”毛绒玩具造型形

态。综合分析鎏金铜蚕和家蚕的形态特征后，在保留

鎏金铜蚕基本识别性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联想、重构

等产品造型设计手法，通过不断地推敲、测试和完善，

最终形成了如图 1i 的造型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点：第一，适当抬高头部和腰部，强化整个造型的“S”

型曲线，强化尾翼的特征，使之与安康城市的吉祥寓

意——“如意”的造型相契合；第二，强化头部的球

型特征，并予以适当的夸张放大，将平直的吻颚转化

为微微上扬的嘴巴，赋予其童真般的亲和力；第三，

强化蚕体侧的斑点，使其形象更为丰富，更具感染力。 

经测试，创新整合后的造型形态在保持鎏金铜蚕

基本识别性的基础上，能够传递给观者亲近宜人的情

感力量并诱发出心理反应，可有效缩短人们（尤其是

青少年）与其原始形态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推动人

们从感情上走近安康、亲近安康和品味安康。 

4.2  毛绒玩具“安安”的创意设计 

根据创意设计构想，本案分别在图 1f 和图 1i 的

毛绒玩具基本造型的基础上，从市花紫薇、汉水涡纹、

硒谷茶桑等地域文化元素中提炼出头冠、服饰、口眼

和尾翼等装饰图案，以安康民间刺绣工艺和装饰色彩

予以呈现，从而设计出了“萌妞安安”的形象。毛绒

玩具“安安”的创意设计探析思路见图 2。 
 

1）头冠——市花紫薇：紫薇花为顶生圆锥花序，

多为六瓣紫色扇形，前端大而色浓，裂状皱缩，后端

细而色淡。花萼内生多枚较短的黄色雄蕊，外生多枚

长而弯曲的黄绿色雄蕊。依据紫薇花的自然形态，遵

循图案设计法则，运用想象、概括、变形和夸张等设

计手法提炼出了具有紫薇花个性特征和安康民间韵

味的装饰图案。之后，笔者寻访到了一位安康民间刺

绣艺人，请她以最擅长的刺绣手法，将该图案转换为

刺绣作品，作为后续机绣的参考依据。 

2）服饰——汉水涡纹：本案从安康出土文物上

的水涡纹以及回环曲折的汉水地貌（如旬阳“太极

城”）中获得灵感，在尽可能保留先民所创“水涡纹”

自然流畅神韵和涌动起伏节奏的基础上，以二方连续

的形式进行了图案化表现（为凸显鎏金铜蚕的高贵和

汉水的清柔，特采用了金黄的“贵色”和浅蓝的“水

色”，以民间刺绣中的“贴布绣”和“滚边绣”等技

艺予以呈现。 

3）眼、尾、身——硒谷茶桑：依据茶叶和桑叶

的自然形态结构，融合秦汉画像砖（画像石）中茶桑

的表现形式，设计出了眼睛和尾翼的图形；依据鎏金

铜蚕腹节的特征，结合硒谷茶园条带状的形态和构

造，设计出了蚕身的条带状纹理。 

此外，根据“中国硒谷”和“生态安康”等城市

口号，从春意盎然的硒谷茶桑中提取了黄绿色作为毛

绒玩具的主色调，既象征着汉水女性的青春靓丽，也

象征着生态纯净的安康充满着希望和生机。同时，蚕

身大面积的绿色主调与点 在头冠上的粉紫色和身

侧的淡蓝色交相映衬，融汇出了装饰味极强且雅俗共

赏的民间艺术韵味，可有效提升其自身发生的辨识 

 
 

图 2  毛绒玩具“安安”的创意设计探析思路 
Fig.2  Creative design of plush toys “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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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流量和变现穿透能力。 

4.3  毛绒玩具“康康”的创意设计 

与“萌妞安安”的设计理念一脉相承，“萌宝康

康”在图 1f 和图 1i 的毛绒玩具基本造型基础上，从

市树香樟、八大名山和硒谷茶桑等等地域文化元素中

提炼出头饰、服饰、口眼和尾翼等装饰图案，以安康

民间刺绣技艺和装饰色彩予以呈现。毛绒玩具“康康”

的创意设计探析思路见图 3。 

1）头冠——市树香樟：香樟多为椭圆互生叶，

先端急尖，基端卵圆，离基三出脉，中脉明显，侧脉

较弱；腋生圆锥花序，多为六瓣，呈卵状菱形，色黄

绿，被柔毛。本案依据香樟花叶自然形态，遵循图案

设计的基本原理，结合安康民间刺绣的叶和“立绣”

中花的表现手法，分别将其转换为刺绣作品，作为后

续机绣的参考依据。 

2）服饰——八大名山：本案遴选了分布在安康

市各县域内识别度最高的八大名山（即汉阴双乳山、

旬阳天门山、岚皋南宫山等），进行了图形化处理。

为凸显鎏金铜蚕的高贵和秦巴山脉的绵延雄浑，特以

民间刺绣中翠绿的“苍色”为“贴布”，以金黄的“贵

色”为“滚边”，使其具有浓郁的安康地域风味。 

3）眼、尾、身——硒谷茶桑：为与“安安”相

匹配，本案在沿用“安安”基本形态和图案的基础上，

将“康康”的主色调改为“鎏金色”，既能契合鎏金

铜蚕的本色，也象征着男性的健康和阳刚。此外，以

序列色彩强化了蚕身腹节上的“斑点”，既可凸显家

蚕和如意的个性特征，也可象征安康人民丰富多彩的

健康生活及秦巴山区的纯净生态与物华天宝，正应安 
 

康的城市口号“秦巴明珠，生态安康”。 

5 “安安”和“康康”毛绒玩具产业化过程

中的创新探索 

“安安”和“康康”的产业化过程，也是进一步

深化创意设计和创新生产工艺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创

意构思与工艺设计、二维向三维转换设计、布版设计

与制作、机绣工艺与制作、后期制作与校验 5 个阶段。

其中每一阶段又包含环环相扣的若干个环节，而每一

个环节都可能会遇到许多问题，需要设计师和工艺师

密切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才能实现

预设的效果。其产业化过程见图 4。 

受设计、工艺、材料和成本等限制性条件制约，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还鲜见将大面积绣花工艺应用在

毛绒面料上的产品问世。尽管与笔者合作的毛绒玩具

厂及其工艺师在国内业界久负盛名，但依然未曾接触

过类似的产品。因此，只能通过大量地实验来解决本

案在产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5.1  二维图案向三维实体转化的限制性突破 

传统毛绒玩具或饰品的绣花工艺通常会选择在产

品的平面部分或弹性较弱的无绒面料上实施，目前在

业界几乎还没有将大面积二维绣花工艺应用在毛绒

玩具三维曲面上的案例可循。本文仅以毛绒玩具“安

安”头顶的花冠为例，大致说明突破类似问题的复杂

性：要将二维的紫薇花图案绣品恰当地“适合”在“安

安”三维球型的头顶，必须首先设计出能够围合成球

型的二维布版，在充分考虑水晶超柔毛绒面料极强的 

 
 

图 3  毛绒玩具“康康”的创意设计探析思路 
Fig.3  Creative design of plush toy “Kang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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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安安”与“康康”毛绒玩具的产业化过程及其工艺创新探索 
Fig.4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n’an” and “Kangkang” plush toys 

 
弹性与其绣花部分几乎没有弹性的实际后，再将二维

的紫薇花图案以精确的缩放差值“转译”到布版上，方

能有效减弱整个头部面料在填充拉升后所产生的褶

皱。为此，设计师和工艺师根据几何数理和三维“试

样”，经反复推演、修改布版和图案后，再通过制图、

机绣、裁片、缝制和填塞等工艺，历经十余版校差和

修正，最终确定出了图案在二维布板上的每一处坐标

（见图 4a—c），为后续二维图案向三维实体转化以及

大批量生产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5.2  重心偏侧与形态站立相悖的限制性突破 

毛绒玩具的“站立”始终是业界难以解决的问题。

该套毛绒玩具特殊的造型形态，决定了单纯用“PP

棉”填塞后的产品必然会因重心偏侧而无法站立，势

必会严重影响到产品的观赏性。笔者与工艺师经反复

试验后发现，在产品腹部填塞比“PP 棉”密度更大

的辅料，可有效解决其重心偏侧的限制。然而，很多

辅料均会影响到产品的手感，甚至不符合安全标准。

后受辅料“胶粒”的启发，本案将“蚕沙”（即干燥

的蚕粪，药材，密度较大）与藿香、艾叶等混合物以

小纱袋分装后与“PP 棉”混塞在玩具的腹部，不仅

很好地解决了站立和手感等问题，还增添了安康民间

香囊的功效，且与“鎏金铜蚕”的文化内涵高度吻合。 

5.3  刺绣工艺与面料特性相悖的限制性突破 

一般而言，无论是机绣或手绣，所用面料均应具

备无绒且弹性较小的特性。否则，就必须采用平滑或

弹性较小的纸、布等辅料固定在该面料的表面或底

层，以减少其绒毛阻尼和弹性限制，但所出绣品不仅

精度较低，还因辅料难以拆除而导致刺绣部位硬挺。

然而，本案拟采用的插针、贴布、滚边和立绣等安康

民间传统刺绣技艺在布满绒毛且极具弹性的水晶超

柔面料上实现，不仅具有很高的难度，还对绣品的精

度和柔软度有较高的要求，无论采用何种传统辅料均

无法解决硬挺、爆边、扭曲变形和精度受限等问题。 

经与机绣工艺师反复试验后发现，以塑料薄膜为

辅料，覆盖于面料之上后实施机绣，不仅能有效解决

面料弹性、毛绒阻尼以及精度和柔软度受限等问题，

且极易拆除。此外，还可利用其精度，绣出精准的“贴

布”裁边线，亦可对裁边后的“贴布”边缘实施精确

地“滚边”绣。同理，本案还以此法顺利实现了机绣

的“立绣”工艺，从而有效突破了当前毛绒玩具业界

刺绣工艺与面料特性相悖的限制性问题，最终使创意

设计构想的效果得以完美实现，见图 5。 

6  结语 

实践证明，基于地域文化“IP”的毛绒玩具作为

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礼品，其创意设计的重点应是将

挖掘、遴选出的地域文化“IP”核心元素以合乎逻辑

的方式，创新设计成契合其个性特征且符合毛绒玩具

特性的造型形态，并将相关地域文化元素以恰当的方

式进行设计转化，巧妙地植入其中，才能具备承载地

域文化、传递城市情感和推广城市形象等重要功能。

同时，毛绒玩具的产业化过程也是进一步深化创意设

计和创新生产工艺的过程，需要设计师与工艺师密切

配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才能

实现预设构想。 

此外，合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是城市礼品成

功走向市场的关键，而单一的城市礼品（或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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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首批生产的“安安”与“康康”毛绒玩具 
Fig.5  The first batch of “An’an” and “Kangkang” plush toys 

 
的文创产品），是很难成体系的传播地域文化并产生

较好商业价值的。为此，本案除将“安安”和“康康”定

位于安康城市礼品、旅游纪念品以及情侣赠品、婚庆

礼品、卧室装饰品等之外，正在与政府、企业、旅游

商店和电商平台等单位谋求合作，积极共建营销渠

道，并尝试在其现有形象的基础上，赋予其更多的实

用功能，试图开发出纸巾盒、蚕沙抱枕、颈枕、饰品

等家居用品，进而衍生出声光、智能和语音等毛绒玩具，

甚至是城市景观雕塑、动漫影视等一系列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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