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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墩墩频频登上热搜，供不应求——

文创产品怎样“圈粉”？
本报记者 赵 昊

近段时间，本届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成为“顶流”，从频频登上
热搜，到相关产品在线上商店发售后3秒被抢光，再到冬奥特许商店
排起的数百米长龙……以熊猫为原型的吉祥物，在中国举办的历届盛
会中并非首次。冰墩墩究竟有何魔力让人如此着迷？它又是怎样诞
生的？

冰墩墩火了。线上，网友踊跃抢购，商
品频频上新又屡告售罄；线下，北京冬奥特
许商店门口一度排起长队，室外低温和商品
限购难挡消费者热情。许多人感叹一“墩”难
求，更有不少人表示希望实现一户一“墩”。
放眼全球，这股热潮也蔓延开来：参加冬奥
会的外国运动员对冰墩墩爱不释手；海外社
交平台上，“BingDwenDwen”词条引发热议。

冰墩墩受欢迎，离不开北京冬奥会的
带动。2019年9月冰墩墩“诞生”，此后一段
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关注。随着冬奥会日
益临近，尤其是进入2022年，冬奥氛围逐
渐浓厚，手机上、地铁里、商场中……冰
墩墩的身影愈发常见，越来越多人注意到
了它。这只套着冰晶外壳的熊猫憨态可
掬、灵动活泼，在宣传片中时而滑雪而

下、时而抖落雪屑。在大众眼里，它不仅
是一只熊猫、一个卡通形象，而是北京冬
奥会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冰墩墩承载
了中国人一段美好的集体记忆，其火爆程
度反映出国人对“家门口办冬奥”的高度认
同和举办体育盛会的民族自豪感。

但是，北京冬奥会相关文创不止一
种，为啥冰墩墩热度最高？这是因为它

“萌萌的”外表满足了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文创产品具有观赏和收藏价值，其背后的
故事哪怕再丰富、内涵再深刻，倘若没有
美感也不会打动人心。不仅仅是冰墩墩，
此前故宫文创、莫高窟雪糕等受欢迎的文
创产品，都是因为精巧的设计和较高的

“颜值”才被人注意到。这也提醒相关企
业，文创产品的设计不应孤芳自赏、自说
自话，满足大多数消费者审美需求的设计
才是真正的好设计。

不同产品可能拥有相似原型，要与众
不同，就需通过设计创新，打造独一无二
的记忆点。熊猫多次成为国际赛事吉祥
物，如何突破以往风格，设计出让人眼前
一亮的作品？相比1990年北京亚运会以当
时的明星熊猫为原型推出的吉祥物“盼
盼”、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融合大熊猫和宋
代瓷器莲花造型的福娃“晶晶”，冰墩墩的
设计更突出科技感和冰雪感，使其和北

京冬奥会联结起来，特色鲜明、创意感
十足。

出产品较容易，但出新出彩难。数据
显示，2021年国内有超19万家文创企业成
立，文创产品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如
何站稳脚跟，是所有文创企业绕不开的
问题。冰墩墩的火爆固然有北京冬奥会

“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也得益于其本
身有经得起推敲的设计理念。学习借鉴
其“成功之道”，打造更多有创意的“冰墩
墩”，考验着众多中国文创品牌。让我们拭
目以待。

打造更多有创意的“冰墩墩”
王晶玥

“冰墩墩造型实在太可爱了”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北京市王府井的冬奥
特许商店，只见门口贴着“今日冰墩墩相关产
品已售罄”的公告，虽然没有了数百米的长
队，但前来咨询的顾客仍络绎不绝，不时有
人与店内冰墩墩雕塑合影留念。

家住北京的吴女士是冰墩墩的“粉丝”，线
上线下多次求购无果，参加了冬奥志愿服务
活动的她还是没能买到。“冰墩墩相关产品太
火了，托了好多国内亲友也买不到。”在新加
坡留学的小袁有同样的烦恼，她现在只能望

“墩”兴叹。
眼看着市场需求旺盛，厂家也加大了供

应力度。“早在2月5日我们就要求工人返岗，
还报销机票。我们紧急联系供应商复工复
产，加开冰墩墩的硅胶外壳模具以提高产
能，并加大生产力度，生产线 24 小时连轴
转，尽全力满足市场需求。”北京冬奥会某特
许生产商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表
示，部分产品特别是冰墩墩特许商品出现
了暂时不容易买到的情况，北京冬奥组委
市场开发部已和各生产企业进行了沟通，
将采取积极措施推进生产，产品会源源不
断供应市场。

为啥冰墩墩这么受欢迎？“因为它的造型
实在太可爱了，让我无法拒绝。”吴女士回
答。记者走访调查后发现，可爱的造型是冰
墩墩受大多数人喜爱的主要原因。

小小的冰墩墩，咋就有这么大魅力？它
又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

2018年10月，北京冬奥组委宣讲团来广
州美术学院宣讲吉祥物设计，“那时距离截稿
日期仅剩 19 天了。”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回忆道。时间紧、任
务重，曹雪还是想试试，组建了一支设计团
队，“团队原本由 12 名做平面设计的成员组
成，后来又增加2人专门做3D设计。”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设计团队不眠不
休，共画出上万幅手稿，形成50多套方案和
创意，并从中挑选了 16 套报给北京冬奥组

委。“当时也没想结果，只是想为北京冬奥会
尽一份力。”曹雪说。

两个多月后，曹雪接到北京冬奥组委
的通知。专家组从来自全球近 6000 套方案
中选出 10 套，其中 3 套方案来自曹雪的设
计团队，包括冰墩墩的雏形——一串冰糖
葫芦。曹雪说，冰糖葫芦是北方小吃，接
地气。它身上那层糖衣也能让人联想到冰
雪运动，这层糖衣正是日后冰墩墩冰壳的
灵感来源。

“着重体现中国元素、冬奥元素”

不 过 ， 作 为 世 界 级 体 育 盛 会 的 吉 祥
物，冰糖葫芦受众面较小，外国朋友对此
相对陌生。北京冬奥组委和相关专家建议
只保留冰壳，用动物作为被包裹物。反复
试验比对后，设计团队决定用熊猫作主体。

“熊猫有中国特色，在全世界很受欢迎，作
为吉祥物的原型更合适一些。”曹雪说。可
是熊猫造型的文创产品层出不穷，此前中
国举办的多项大型赛事吉祥物的原型也是
熊猫。怎么才能让这只熊猫与众不同，受
到更多人的喜爱？

“推陈”才能“出新”。设计团队先把能找到
的以熊猫为原型的卡通形象全都打印出来。

“一共有几千张，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墙壁四周
和天花板，反复盯着看。”曹雪说。

只看他人的设计可不够，还得去实地观
察熊猫，设计团队在四川现场取材时发现：
相较成年熊猫，幼年熊猫四肢较短，而且走
路呈内八字，显得更加圆润可爱。“另一方
面，国际奥委会根据历届奥运会吉祥物相关
产品销售情况的调查，建议将吉祥物相关产
品的目标群体锁定在儿童，幼龄熊猫更容易
获得孩子们的青睐。”曹雪说。

定下来造型基础，设计团队又犯了难：
既然之前奥运会吉祥物主要吸引儿童，这次
的设计要不要只面向儿童？

经过多次讨论，设计团队认为还是应该
追求审美的“最大公约数”，兼顾各个群体的
诉求。设计团队发现，简约的形象设计更受
欢迎，一只熊猫、一套冰壳足矣。曹雪说：

“如果一味在吉祥物身上堆砌脸谱、剪纸等传

统文化符号，不仅有可能会造成中国消费者
的审美疲劳，也会增大国外受众的理解难
度。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的审美
诉求来设计，并着重体现中国元素、冬奥
元素。”

确定大致方向，设计团队开始着手修
改、进行局部调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拿
吉祥物的胖瘦来说，如何找到一个可爱又不
臃肿的平衡点，只能通过一遍遍的试错。而
且出于保密原则，设计团队需要从广州去北
京现场向冬奥组委呈报修改方案。“往返北京
20余次，我们一共建了近千个文件夹，每个
文件夹都代表一套方案。”曹雪说。

最终，戴头盔、穿冰壳的冰墩墩诞生
了，象征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彩色光环
点 缀 在 头 盔 上 ， 显 得 未 来 感 、 科 技 感 十
足。冰墩墩身上浓厚的冬奥元素是吸引众
多消费者的重要原因。“冰墩墩相关产品不
仅 可 爱 ， 还 象 征 着 北 京 冬 奥 会 和 奥 运 精
神，和其它普通的玩偶、手办不一样。小
时候妈妈给我买的福娃玩偶，我现在还珍
藏着。”小袁说。

原北京人文奥运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认为，冰墩墩既
在传统的中国符号上进行创新，又成功讲
述了北京冬奥会的中国故事，消费者购买
冰墩墩，无形中将自己与北京冬奥会联结
起来，这些都为如今的冰墩墩受欢迎奠定
了基础。

“中国文创产品有能力出海”

2019年9月，冬奥组委确定吉祥物冰墩墩
后，11 月份相关产品就得公开面向消费者。
落实图纸上的设计，只有两个月时间。产品
虽然看着简单，但涉及的技术难点可不少。
尤其是那层冰壳，特许生产商为此费了不少
脑筋。

因为晶莹剔透又安全环保的特性，食品
级硅胶被选为冰墩墩毛绒玩具外壳的原材
料。但对于生产商来说，量产这么大的硅胶
外壳，还是第一次。模具的结构设计、开
模、试模、调试、生产，都是巨大挑战。硅
胶外壳的软硬度怎么把握？怎么能让外壳更

加通透？这些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不断
摸索调整。

在冰墩墩的头部外壳上准确无误地印
刷出“冰丝带”的颜色也不轻松。“印刷一般
是平面进行，我们当时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
间进行试验，攻克了非常多的难题，才研制
出比较成熟的印刷技术。”某特许生产商总经
理说。

经过众多特许生产商的打磨，冰墩墩的
毛绒玩具等相关产品终于实现量产，从图纸
上“走”到消费者的手里。刚面世时，冰墩墩
相关产品的销量一直不温不火，为啥如今一

“墩”难求？
“北京冬奥会开幕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冰

墩墩乘着冬奥会的东风，借助社交媒体扩大
了影响力。”金元浦分析道，“尤其是短视
频具有目标精准、传播力强的特点，以冰
墩墩为主题的短视频层出不穷，加快了传
播速度。”

网友们也纷纷围绕冰墩墩进行了二次创
作，诸如“自制冰墩墩”“冰墩墩妆容”等衍生
话题在社交平台的热度居高不下。“早在冰墩
墩面世之初，我们就设计了4套表情包，以适
应网络传播规律。”曹雪说。现在这些表情包
已在网络中广泛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冬奥会冰墩墩成功
走向世界，也离不开各国运动员、工作人员
化身冰墩墩的“迷弟迷妹”，向全世界展示冰墩
墩的魅力：有日本记者在直播中展示冰墩墩
的徽章，有运动员表示想为妹妹赢得一只冰
墩墩……“这说明中国有能让世界喜爱的文化
符号，也说明中国文创产品有能力出海。”金
元浦说。

“冰墩墩象征着冬奥会，因冬奥会而
兴。”金元浦说，“冬奥会结束后，通过在相关
产品、传播方式等方面创新，可以保持冰墩
墩的热度。”据悉，动画电影 《我们的冬奥》
将于 2 月 19 日上映，冰墩墩、雪容融将与哪
吒、葫芦娃、熊大、熊二等中国动画知名 IP
同框。

曹雪并不担心冰墩墩会“过气”。“冰墩墩
作为一届冬奥会的吉祥物，已经被记录在奥
林匹克的史册里。未来我们将会继续对冰墩
墩“圈粉”原因进行研究，推动中国文创产业
出现更多的‘冰墩墩’。”曹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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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启东市一家北京冬奥会特许生产企业工人在包装冰墩墩玩具。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这些吉祥物也以熊猫为原型

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福娃“晶晶”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福娃“晶晶”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吉祥物“进宝”

成都第31届世界大运会吉祥物“蓉宝”成都第31届世界大运会吉祥物“蓉宝”

链 接

近日，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举办的集体采访活动现场，观众与吉祥物冰墩墩自拍留念。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