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编辑邮箱：xmss@xmwb.com.cn

!"

灵感城市 设计之都 创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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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丙申年特种邮票一套两枚，图案内容分
别为灵猴献瑞、福寿双至。今年丙申猴邮票的
设计者是黄永玉，他同时也是 !"#$年首张猴
年邮票的设计者。据说人民币 %&元的大版猴
年邮票，'$天内已被炒到 &$$元。

这边猴票大卖，另一边，艺术家韩美林为
央视春晚设计的吉祥物康康“丑哭”了网友。
不得不说，生肖设计历来都是每年设计界的
一个重要事件。生肖文化源于中国，已有两千
年的历史。!(个小动物，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神寄托，在岁月交替中，不仅记录了时
间，也联系着全球华人的情感。

设计的原则是合适

赵佐良先生是本埠知名工业产品造型、
包装装潢设计及标志设计师。说到“康康”，他
认为，设计好坏的标准不在人，不在于是谁来
做的设计，设计最大的原则是合适，关键是看
设计是否合适这个项目。那春晚吉祥物这个
项目而言，韩美林先生的专长是平面，水墨，
而央视晚会则希望能有一个立体的动态的表
达，显然，只是简单地转换，不合适，也无法达
到效果。

这从某种角度也解释了黄永玉的猴票为
何受到追捧，人们收集邮票的同时，将国画大
师的作品收入囊中，自然觉得值回票价。

中国自 )"&$年起发行第 !轮生肖邮票，
至上世纪 "$年代，是生肖邮票发行的高潮阶
段。这一时期，各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加
入这一行列中来，使生肖邮票的数量、内容、
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海九木传盛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中
国 ($!$上海世界博览会吉祥物海宝主创人
员之一邵隆图指出，邮票设计难度在于方寸
之间要表达生肖主题，机会在于差异。一般而
言，大多数画家、设计家会以油画、国画、水
彩、水粉、装饰画、剪纸、摄影或者各种艺术风
格来表达自己的心绪和善念，也有画局部、全
部的或者用印刷工艺、材料、技术表达差异。
熟悉的动物人们有喜恶之分，像米奇这样把
老鼠这样丑陋形象变化成如此人见人爱的原
创形象者寥寥。

多元化的生肖设计

近年来，奢侈品大牌们为增长放缓的中
国市场操碎了心。某运动品牌设计总监曾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品牌对生肖元素的运
用，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笼络亚洲、尤其是中国
的消费者，希望借中国元素在市场上营造一
种新卖点。”今年，*+、,-./和阿玛尼等不少奢
侈品牌，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消费者的猴年生
肖限量版产品或其他与中国新年相关的设计

元素。然而，有些急于将产品带上中国元素、
渴望从心理上得到中国消费者文化认同的品
牌，却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了解，使得其
产品和营销设计遭到吐槽。

主持设计，从“和酒”到“石库门上海老
酒”；从“凤凰”化妆品到“力士”美容香皂；再
到“双妹”品牌的重生……赵佐良显然深谙如
何将传统文化转化成视觉形象之道。他认为
从产品的战略来说，借用生肖这样具有深厚
传统文化底蕴的元素落地，需要平衡品牌
,01，迎合市场更需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赵佐良指出，设计圈面临的是一个混搭
的、创新的、跨界的环境，传统文化元素如何
结合现代设计手法，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
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融入传统产品包装设计
中，设计师必须要拥有更多元化的思维，去不
断吸收外来形象和元素，来对应不同功能的
产品，符合各种层次的审美情趣和需求。以前
生肖设计大多与纪念钞、纪念币、古币、邮品、
票证等嫁接在一起，现在生肖设计几乎无所
不在，如何结合先进的工艺，追求作品的现代
感，引导现代人的审美变得尤为重要。
就世界范围而言，有两大动物有中国特色：

熊猫和猴子。近年来，一部《功夫熊猫》刷新了
熊猫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期
待拥有七十二变的齐天大圣能回归当下，创
造出更多好的创意和设计。 咬咬

! ! ! !随着生肖文化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
每年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前，很多国家会
推出生肖邮票，从其设计中也可看出不同
国家对中国生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2月 3日，美国邮政将发行猴年纪念
邮票（图 )），)套 )枚，美国生肖邮票一大
特色是从来不把生肖作为主题，而是突出
新年的喜庆气氛。设计者是华裔艺术家麦
锦鸿4567 869:。

加拿大邮票（图 2）主题是中国古典小
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由多伦多约克
大学华裔设计师伍启荣和许琳娜师徒合作
设计。

2;)<年新西兰通过汇集新西兰和中
国的设计元素，庆祝新西兰的多元文化特
性。这套邮票集合了书法，剪纸和线条艺术
插画等中国民间艺术的启发。

2;)<年将是法国发行的中国生肖邮票
中最后一枚生肖纪念邮票（图 %）。猴年邮票
设计权仍然被旅法艺术家李中耀夺得。

日本邮政的猴年贺年生肖邮票 )套 =

枚，以乡土玩偶为题材，早在 2;)>年 ';月
2"日就已经发行了。

韩国邮政 2;'3 年 '2 月 ' 日发行了
猴年邮票（图 ?），'套 2枚，采用韩国插画
的设计风格。

打造传统生肖元素的
现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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