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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盲盒产品作为博物馆文创中的新兴品类，发展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具有较大的潜在市场，盲盒产品在提

升博物馆文创经济转化的同时，也向观众展现优秀文化。本文通过文献查阅、样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对

国内博物馆优秀盲盒产品设计进行研究，结合实例分析，总结盲盒产品的开发原则、策略和设计流程。

通过研究分析，为如何将优秀文化转化为盲盒产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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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category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of museums, the development of 
blind box product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it has a large potential market. Blind box prod-
ucts not only enhanc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museums, 
but also show excellent culture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sampl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sign of excellent blind box products in domestic 
museums,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design process of blind box 
products with case analysis.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how to 
transform excellent culture into blind box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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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日益提升，仅参观、浏览博物馆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观众对优秀文

创产品的需求日渐增大。1955 年，由 24 家博物馆卖店联合，在纽约成立的“博物馆卖店协会”，被认

为是首个关注博物馆艺术衍生品销售的机构。2006 年“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座谈会”的召开，2010 年《关

于加强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倡议书》发布，2021 年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

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其指出“加强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工作，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博物

馆的文化教育功能得到延伸，文创产品逐渐成为博物馆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重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

计，从个性化、体验化、多元化等层面进行提升，才是实现长远发展的有效路径[2]。 

2. 国内博物馆盲盒文创现状 

在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初期，存在简单粗暴将文物文化元素剥离移植，例如将文物图像直接印在马

克杯表面、笔记本封面等，并存在产品种类少，美观程度欠缺，特色文化不突出等问题。如今观众在选

购文创产品时，会着重关注其创新性与特色性，各大博物馆推出的盲盒类文创产品，以其商品的随机属

性与选品的特色性正满足了这层需求，含有盲盒元素的文创产品销量日益提升，盲盒文创逐渐成为各个

博物馆文创中的翘楚。 
博物馆文创产品是博物馆藏品文化内涵与现代商品的结合，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文创产

品是承载博物馆文化和形象的新载体。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种类已超 12.4 万种，

累计收入超过 11 亿，从消费人群来看，主要为年轻人，消费潜力较大，并且越来越多年轻人通过博物馆

接触传统文化，博物馆文创市场潜力巨大。 
博物馆盲盒是将盲盒元素融入博物馆文创产品。故宫博物院处于博物馆盲盒设计最前端的位置，2020

年 7 月，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猫祥瑞”与“宫廷宝贝”是国内最早的博物馆盲盒文创。同年 12 月，河

南博物院在盲盒元素的基础上又加入考古元素，推出了“考古盲盒”，引发了广泛的讨论[3]。此后三星

堆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都开始设计盲盒文创产品。 

3. 博物馆盲盒开发原则 

3.1. 地域文化性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地域文化是特定地区人群特有的记忆，从深层次激发精神层

面的需求，相比功能需求来得更打动人心[4]。不同地域受地理因素、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形

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等，例如巴蜀文化、西域文化、荆楚文化等。文创产品特点之一就是将文化与创意

设计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结合，文化是产品的内涵，产品是文化的表达，二者密不可分。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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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最终是依托于地域文化，博物馆在设计文创产品时应突出地域文化的特点，加入博物馆馆藏文物、

博物馆建筑、传统非遗工艺品等“他无我有”的元素，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当地文创产品的魅力，借此树

立独特的品牌形象。 

3.2. 创新性 

客观来说，目前博物馆文创产品环境趋于同质化。博物馆设计文创产品过程中，主要从文化内涵、

转译方式、盲盒互动方式这三个角度进行创新，避免简单粗暴的进行文创产品设计。其中，文创产品的

创新性是难度最大的，需要博物馆从多角度挖掘文物内涵，了解最新设计方法，融入现代创意，最终进

行统一才能完成文创产品设计。 

3.3. 审美性 

消费者对审美一直有着较高的要求，特别是购买博物馆文创产品时，产品的美观因素更是很大成都

影响消费者消费与否[5]。因此，在设计盲盒文创的过程中，对提取文化元素进行重新设计的盲盒种类，

设计者更需要对产品的结构、材料加以重视，达到功能与外观的统一，审美与功能性并重，贴合主流审

美的需求。 

4. 博物馆盲盒开发策略 

开发原则确认后，则是需要确定开发策略，面对国内博物馆以万计的馆藏文物来说，全部进行开发

显然是不现实的，势必会浪费大量资源。而开发者应该从哪里入手，又该如何展开设计，本节将结合实

际案例给出三个开发策略作为参考。 

4.1. 明星藏品优先开发 

对于博物馆中知名度较高或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品，应该倾斜资源优先开发。明星藏品是观众参观博

物馆的一个重要导向因素，观众大多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在参观博物馆之前对明星藏品有一定了解，进

行文创设计往往能取得较好的反馈。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以小巧可爱的陶女俑为原型，结合当代社

会生活推出“日常办公室的故事”系列盲盒。又如三星堆博物馆，近六成文创产品以青铜人立像、金属

面具、青铜神鸟为灵感进行设计开发，其中仅金属面具相关的文创产品就近四成，从侧面也能说明文创

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 

4.2. 同类藏品组合开发 

同类型的藏品，大多具有一些共通的特点，在设计时往往一种方案能够多个同类型文物共用，从文

化内涵、形态特征等多角度梳理共性特征，并且相较于一般博物馆盲盒，各个盲盒之间关联性更加突出，

收集意义更强。以新疆博物馆为例，搜集馆内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造型各异的唐代彩绘骑马陶俑，

文创产品造型沿用人与马组合，从每个彩绘俑上提取特点，赋予每个产品不同的造型，在此基础上进行

优化设计，做出系统、系列化的文创产品。除此以外，此开发策略还能与明星藏品开发配合，用明星藏

品带动其余藏品，由此带动更多的文物进入公众视野，达到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 

4.3. 设计流程创新开发 

设计流程创意开发，是指在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探索新的方式，例如将原本关联性不强的文化内涵

与产品种类之间进行结合，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中获奖的“大

师帽”，将画作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与帽子相结合，亦达到诙谐幽默的效果。除此以外，在互动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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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也是近年来的新风潮，自从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大热后，考古盲盒、修复盲盒相继进入主流视野，为

盲盒文创的互动性创新提供了新的参考。设计流程创新是三种中难度最大的，不仅需要灵感乍现的创新，

还需要对现有文创产品市场的准确分析与信息把握。 
以上三种开发策略之间开发难易程度不一，适合开发的对象也不相同，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独立互

不关联的，合适的藏品能同时采用多种策略进行开发，亦能通过优势互补，也能多角度启发博物馆文创

产品的开发思路和角度。 

5. 博物馆盲盒中开发设计流程 

一款文创产品是否能得到消费者的喜爱有着许多因素，从调查问卷结果来看，消费者对一个文创产

品的文化内涵、创新程度、美观程度十分重视，相比较来说实用价值与价格因素属于次要考虑因素[6]。
盲盒文创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主要有藏品的选择、博物馆盲盒种类的选择、文化内涵转译以及博物馆盲盒

文创的材料这几步骤(图 1)。 
 

 
Figure 1. Blind box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process 
图 1. 盲盒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流程① 

5.1. 藏品的选择 

藏品的选择是文创产品开发的重要一环，选择的合适与否，不仅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也会影响

文创工作者的最终设计效果。其一，选取的藏品需要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从文创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藏品能够更简便地提炼历史信息背景，对文物类型与蕴含的文化背景类型分门别类，

更有利于对藏品探寻根源，挖掘藏品的历史故事，向观众们讲述藏品背后的文化内涵，更好吸引消费，

而不是简单粗暴将毫无关联的事物进行拼接；其二，是否具有地域特色和知名度，也是影响消费者消费

的重要一环。如今，很多文创产品出现千篇一律的问题，从消费者视角看，判断一个藏品是否具有特色，

很大程度是观察器物的器型与器物上的纹饰，当器型足够有特色时往往伴随破圈，例如近年来在网络上

走红的三星堆青铜面具和东汉铜奔马等，与周边地区的器物风格截然不同，在地域特色与知名度二者加

持下，观众会更愿意做出消费行为。 

5.2. 博物馆盲盒的种类 

目前，博物馆盲盒种类主要分为摆件装饰类与强互动性类。摆件装饰类盲盒装饰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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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从藏品中提取文化内涵，解析提取的文化内涵并在现代文化背景、工业设计能力环境下重新设计[7]，
将古代的精神文化与现代的物质载体有机融合，使其兼具文化元素与装饰元素。强互动性类盲盒是近年

来火热的新品类，与以往盲盒最明显的区别获得文创产品的过程，加入考古、修复等元素，强调盲盒与

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性，强化博物馆的文化教育机制。 

5.3. 文化内涵的转译 

文化内涵与盲盒种类确认完成后，中间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将二者联系起来，即文化内涵转译，转译

的手段主要分为三类：等比例缩放、非比例缩放、符号演变法。其一，等比例缩放，博物馆盲盒中常见

的一种设计方式，指保留藏品原本外观不做修改，按照原型整体进行等比例缩放至适合尺寸；其二，非

比例缩放，即保留具有识别性特征，其余细节部分进行适当省略，对器物各组成部分进行比例调整，一

是能达到“Q 萌”的视觉效果，“Q 萌”造型能够带给消费者情感上的慰藉，使消费者能够产生更强的

消费欲望[8]，二是能强调特点的目的，通过将次要元素的占比减少，将主要特征凸显出来；其三，符号

演变法，现在主流的设计方式，符号是一种有意义的传播媒介，是对真实事物的高度概括，也是三种转

译方式中难度最大。首先从藏品中提取文化内涵的核心元素，其次对这些核心元素进行解析，最后选择

合适的创作方式与其他元素融合“再设计”形成文化创意。 

5.4. 博物馆盲盒的交互设计 

如今，盲盒与消费者交互过程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盲盒中本身商品外，加入一般盲盒具

有的“互联网+”数字化收集元素，可以为盲盒带来一定的社交属性，加大互联网上“收藏品”曝光度，

吸引潜在消费者。其次，针对博物馆盲盒独特文化内涵这一特点，还可以在盲盒包装内侧或加入卡片，

介绍设计灵感来源藏品的基础信息，增加盲盒的趣味性和文化教育价值。最后，近年河南博物院推出“考

古盲盒”，巧妙将盲盒元素与考古元素相结合，为博物馆盲盒文创注入新的活力。考古盲盒不同于以往

盲盒产品开袋所见即所得，将考古发掘流程进行简化加入到打开盲盒的过程中，对于某些易碎材质还设

计了修复流程，还原文物发掘的第一现场，极大提升消费者的参与感。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盲

盒商品种类都适合融入考古元素，交互形式选择是需要与文创种类进行双向确定的。 

5.5. 博物馆盲盒的材料 

最后则是物质载体的确认，作为现代工业制品，常以现代材料或现代工艺为主，材料的选择应兼顾

使用功能与成本控制。盲盒文创对于材料的要求并不严苛，材料多选取 ABS 树脂和 PVC 等，ABS 有无

毒、无味、吸水率低、耐低温行等特性，在常温下多呈现固态，耐磨性与尺寸稳定性表现较好，在一定

的温度范围内软化或熔融，易于加工，并且 ABS 树脂同其它材质结合性好，易于表面喷涂、镀层等处理

[9]。在设计盲盒中的隐藏款时，为促进盲盒的销量，互动类盲盒文创除了 ABS 树脂还有陶瓷质品与金属

制品，除了造型设计形成差异，在材质上也与常规款形成差异，突出隐藏款的稀有属性和收藏价值，利

用消费者的赌徒心理刺激消费。 

6. 博物馆盲盒文创设计实例 

6.1. 三星堆博物馆的明星藏品开发 

三星堆博物馆选取了馆藏明星文物——各种金属面具类文物、青铜大立人等，面具类文物多使用夸

张造型，眼部耳部有着“千里眼”“顺风耳”等戏称，部分鼻子上部还有长条状镂空装饰，青铜大立人

身形高大端庄，头戴花状高冠，衣着纹饰繁复精美。借由明星藏品，三星堆博物馆针对金属面具与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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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立人开展文创设计，在转译的过程中采用非等比缩放与符号演变法，突出面部的文化特征。其一，参

考青铜大立人的身体特征，对金属面具的躯体进行补充设计，形成完整的面具人佣，其二，加入新兴潮

流文化，将青铜面具和摇滚乐队形象进行结合，打造“三星伴月”乐队(图 2)。最终借由明星藏品的影响

力，相应的文创产品“出圈”，设计出受到消费者喜爱的盲盒文创产品。 
 

 
Figure 2. “Sanxingbanyue” creative products 
图 2. “三星伴月”文创产品② 

6.2. 故宫博物院的同类藏品开发 

同类藏品组合开发除了前文提及的利用明星产品带动，还有以明星 IP 为基础，围绕其一同开发，例

如故宫博物院的“故宫猫”，“故宫猫”原为明朝期间，原为捕捉故宫内逐渐肆虐的老鼠，后融入故宫

繁衍生息，凭借其短吻圆头的可爱形象，“故宫猫”逐渐也成为故宫的一张名片。故宫将“故宫猫”作

为基础形象，选取适宜的同类藏品进行设计，灵感来源于故宫珍藏箱盒文物的“多宝盒”系列(图 3)，与

历代馆藏名画为灵感的“名画记”系列，将“故宫猫”与海错图中形态各异的奇特海洋生物相结合设计

的“海底世界”系列。依托“故宫猫”的基础热度，同类藏品关联性更强，更为系统、系列化的文创产

品，也产生了可观的收益。 
 

 
Figure 3. “Duobaohe” blind box 
图 3. “多宝盒”盲盒③ 

6.3. 河南博物院的创新开发 

河南博物院于 2020 年推出“失传的宝物”系列考古盲盒(图 4)，巧妙地糅合了“考古”、“盲盒”、

“文创”三种元素，通过等比例缩放的转译方式最大程度保留了馆藏文物细节，将文创产品放置在土块

内部，配合附带的特制洛阳铲，力图还原考古现场，此交互设计的创新一经推出就获得消费者追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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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河南博物院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修复”元素，推出“散落的宝物”系列。新颖的互动设计在短时间

内就吸引了大量关注，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 5 天内销量超 5000 件，短期内出现断货现象，考古盲盒市场

一度鱼龙混杂，从侧面也看出创新开发带来巨大关注度。 
 

 
Figure 4. “Lost treasure” blind box 
图 4. “失传的宝物”盲盒④ 

7. 结语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现在，博物馆盲盒产品逐渐成为博

物馆展现优秀文化重要渠道之一，让文物活起来讲述历史，展现文化自信，对文创产品设计者来说，确

定适宜开发策略，明了设计流程环节，正确表达文物的文化内涵，就能将文创产品的趣味性与文化教育

性相结合，走进消费者的视野。博物馆盲盒的良性发展同时也促进着博物馆文化宣传的高质量发展与文

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博物馆事业发展至关重要。 

注  释 

①图 1 来源：笔者自绘 
②图 2 来源：三星堆博物馆旗舰店商品截图 
③图 3 来源：故宫淘宝商品截图 
④图 4 来源：笔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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