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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县狮舞ip形象设计与传播

黄Ǔ蕾Ǔ玉丽琳Ǔ吴继清Ǔ严欣玥Ǔ夏Ǔ洁
南宁理工学院Ǔ广西Ǔ南宁Ǔ530100

摘Ȟ要：随着消费结构由低层次不断向高层次发展，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开始从单一的功能性追求，逐步转向对

情感共鸣与精神价值的深切渴望。在这一新消费时代背景下，传统营销手段对品牌的传播效应正逐渐递减，难以充分

满足市场新需求，而品牌IP化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成为与其他非遗竞争的关键一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融入品牌IP化的进程中，不仅能够丰富品牌的文化底蕴，还能激发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进一步推
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深厚的情感纽带。这一融合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品牌的独特性和辨识度，更是企业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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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藤县狮舞是广西藤县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不仅融合了武术、舞

蹈、音乐等多种元素，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

精神。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藤县狮舞面临着传承与

发展的困境。为了推动藤县狮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

要探索新的思路和路径。IP（Intellectual Property）经济
的崛起为藤县狮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通过将藤县狮舞打造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IP，可以扩大
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从而推

动其传承与发展。本文将探讨藤县狮舞IP形象的设计原
则、设计要素以及应用与传播策略，为藤县狮舞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2��藤县狮舞如今的传播困境

狮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被

我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和民族情感。然而，在当今社会，狮舞的传播却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困境。

2.1  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
流，对中华大地上的传统文化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狮舞这一蕴含深厚历史底蕴与民俗风情的艺术表

现尤为显著。狮舞，作为中国传统节庆活动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曾

几何时，在乡间田野、城市街巷以及各种节日庆典中赢

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喜爱。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

化浪潮的席卷，狮舞艺术的传播与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直接导致了狮舞表演场地

的缩减。偶尔能在一些特定的文化节庆活动中看到狮舞

的身影，但是其表演的展示空间和形式也大大受限，难

以充分展现狮舞艺术的魅力。相比之下，狮舞等传统艺

术因其表演形式的复杂性和对观众耐心的要求，逐渐被

视为过时或无趣，难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

2.2  现代教育体系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成为制约狮
舞传播的另一大瓶颈。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人文、科

学两大模块的知识体系大多源自西方，而中国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传统技艺的教育则显得相对薄弱。这种教育导

向使得年轻一代对狮舞等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和

认同，难以形成传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即便在一些地

区，狮舞被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也往往因为缺乏专业的

师资力量和系统的教材体系，导致教学效果不尽如人

意。许多学校只是将狮舞作为课外兴趣小组或特色课程

来开设，缺乏深入系统的传授和训练，使得学生对狮舞

艺术的了解和掌握停留在表面层面，难以真正领略其深

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2.3  狮舞表演的市场化趋势也对其传播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运作确实为狮舞表演带来了一

定的经济收益，使得狮舞队伍能够维持基本的运作和发

展。然而，另一方面，过度市场化却可能导致狮舞表演

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在商业演出的驱动

下，一些狮舞队伍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和市场需求，往

往只注重表面形式的创新和包装，而忽视了狮舞表演的

内在精神和传统技艺的传承。这种“快餐式”的表演方

式虽然能够吸引一时的眼球，但却难以长久地留住观众

的心，更无法让狮舞艺术真正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2.4  狮舞传播还面临着资金短缺和缺乏传承平台的问
题。由于相关部门对狮舞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民间狮

舞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发筹集和社会赞助。这种

不稳定的资金来源方式使得狮舞队伍在运作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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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现有的传承平台也大多

局限于传统的师徒传授方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传播需

求。这种传统的传承方式虽然能够保持技艺的纯正性和连

续性，但却限制了狮舞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

3��藤县狮舞 IP 形象设计要点

在设计藤县狮舞IP形象时，我们需深刻认识到这一任
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因此，在设计其IP形象时，我们不
仅要充分尊重并传承其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还要注重

创新，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从而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1  文化性原则：深挖内涵，传承精髓
藤县狮舞，源于民间，兴于节庆，是当地人民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设

计IP形象时，我们首先要深入挖掘藤县狮舞的历史渊源，
了解其背后的传说故事、民俗风情以及艺术风格。这些

元素不仅是藤县狮舞的灵魂所在，更是我们设计IP形象
时不可或缺的灵感源泉。在艺术风格上，藤县狮舞以其

独特的表演技巧、丰富的面部表情和生动的肢体语言著

称。这些特点在IP形象的设计中应得到充分体现。例如，
我们可以通过对狮头、狮身、狮尾的细致刻画，展现藤

县狮舞的精湛工艺和独特魅力。同时，还可以将藤县狮

舞在表演中的经典动作、表情等融入IP形象的设计中，使
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3.2  创新性原则：跨界融合，现代演绎
在传承藤县狮舞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注重创

新。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为IP形象的设计提供了无限
可能。我们可以运用3D建模、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打
造具有立体感和互动性的藤县狮舞IP形象。这样不仅可以
使IP形象更加生动、逼真，还能为受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
验。我们还可以尝试将藤县狮舞与其他文化元素进行跨

界融合。例如，将藤县狮舞与动漫、游戏、电影等现代

娱乐形式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IP。这种
跨界融合不仅能为藤县狮舞注入新的活力，还能拓宽其

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使其更加深入人心。

3.3  识别性原则：独特造型，鲜明特征
藤县狮舞IP形象应具有高度的识别性。这意味着在设

计中，我们需要运用独特的造型、色彩、图案等元素来

塑造IP形象的独特形象。这些元素不仅要能够准确传达
藤县狮舞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还要具有鲜明的个性

和辨识度。在造型上，我们可以借鉴藤县狮舞的传统形

象，但也要进行适当的创新和改造。例如，可以通过拟

人的手法突出狮头和狮身的矫健；在色彩上，可以运用

鲜艳、对比强烈的颜色来增强视觉冲击力；在图案上，

可以融入藤县狮舞中常见的吉祥图案和符号，以强化其

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3.4  互动性原则：增强参与，提升影响
互动性是现代IP形象设计中的重要一环。通过设计互

动性强的藤县狮舞IP形象，我们可以吸引受众的参与和关
注，提高IP形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互动性设计上，我
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例如，可以设计一些基于藤县

狮舞文化的互动游戏或应用程序，让受众在参与中感受

到藤县狮舞文化的魅力；可以举办线上或线下的社交媒

体活动，鼓励受众分享与藤县狮舞IP形象相关的内容
4��藤县狮舞 IP 形象应用与传播策略

为了推动藤县狮舞IP形象的有效应用与广泛传播，我
们需要采取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策略，这些策略将涵盖数

字化传播、跨界合作、线下活动、衍生品开发以及教育普

及等多个方面，共同构建一个立体、多元的传播体系。

4.1  数字化传播：拓宽渠道，深化影响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已成为文化传

播的重要阵地。对于藤县狮舞IP形象而言，数字化传播无
疑是扩大其影响力的关键途径。首先，我们应建立官方

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作为藤县狮舞IP形象的主要展示窗
口。这些平台不仅可以发布IP形象的相关内容，如设计背
景、文化内涵、制作工艺等，还可以及时更新藤县狮舞

的最新动态和活动信息，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短

视频和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因其直观、生动、易于传播的

特点，也应成为我们传播藤县狮舞文化的重要工具。此

外，还可以利用直播平台进行藤县狮舞的现场直播，让

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藤县狮舞的震撼与魅力。

4.2  跨界合作：拓宽视野，创新融合
跨界合作是提升IP形象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有效手段。

藤县狮舞IP形象可以与多个领域进行跨界合作，共同创造
新的文化价值。在动漫、游戏、电影等文化产业中，我

们可以将藤县狮舞IP形象融入到相关产品中，如开发以藤
县狮舞为主题的动漫作品、游戏角色或电影场景，从而

吸引更多年轻受众的关注和喜爱。同时，还可以与餐饮

企业合作推出以藤县狮舞为灵感的特色菜品或饮品，将

藤县狮舞文化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4.3  线下活动：亲身体验，增强互动
线下活动是拉近受众与IP形象距离的重要方式。我们

可以定期在各城市举办藤县狮舞表演、展览、比赛等活

动，为观众提供近距离欣赏藤县狮舞的机会。这些活动

不仅可以展示藤县狮舞的独特魅力，还可以吸引更多人

的关注和参与，从而扩大狮舞影响力。我们还可以将藤

县狮舞IP形象融入到各种文化活动中，如文化节、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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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设置藤县狮舞主题展区，

展示藤县狮舞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知识，让

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藤县狮舞的文化

内涵。此外，还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动活动，如观众

体验藤县狮舞表演、制作藤县狮舞道具等，让观众亲身

体验藤县狮舞的魅力。

4.4  衍生周边开发：丰富产品，拓展市场
衍生周边开发是推动IP形象应用与传播的重要途径。

我们可以设计各种与藤县狮舞IP形象相关的产品，如玩
具、文具、服饰等，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些衍生

周边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感受到藤县狮

舞的魅力，还可以为藤县狮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

的经济来源。在衍生周边开发过程中，我们应注重产品

的创意性和实用性，确保产品能够真正吸引消费者的眼

球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还应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

推广，提高衍生周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拓展更广

阔的市场空间。

4.5  教育普及：传承文化，培养兴趣
将藤县狮舞IP形象引入到教育领域中，是推动其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可以与学校进行合作，将

藤县狮舞文化纳入到课程内容中，让学生了解和学习藤

县狮舞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知识。这不仅可

以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还可以激发他们对

藤县狮舞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我们还可以组织各种形式

的课外活动和实践项目，如藤县狮舞表演工作坊、文化

体验营等，让学生亲身体验藤县狮舞的魅力。通过这些

活动，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藤县狮舞的文化内涵和

艺术特色，从而成为藤县狮舞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力推

动者。

5��结论

藤县狮舞作为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更是一项非遗

技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将

藤县狮舞打造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IP，可以推动其传承

与发展。在设计藤县狮舞IP形象时，需要遵循文化性、
创新性、识别性和互动性等原则；同时，还需要注重造

型设计、色彩设计、图案设计、服饰设计和道具设计等

要素的运用。为了推动藤县狮舞IP形象的应用与传播，需
要采取数字化传播、跨界合作、线下活动、衍生品开发

和教育普及等策略。通过这些努力，可以扩大藤县狮舞

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同

时，还可以为藤县狮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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