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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传媒语境下甘肃秦腔文创品牌 IP 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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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甘肃秦腔文化由于受众群体基础薄弱面临窘境，通过搭建甘肃秦腔艺术基因库和眼动实验，创作设计出“秦小腔”

文创 IP，并开发应用，从而扩大甘肃秦腔在年轻群体中的认知度与接受度，完成甘肃秦腔文创 IP的设计表达，激发潜在受众的认同感与共鸣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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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属于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腔文化，

面临现代化传播的窘境，受众群体基础薄弱，其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未能得到合理的挖掘、传播与转化，寻找差异化的品牌道路与认同感

获得是其急需解决的问题[1]。在如今以体验传播的时代，新兴科技加

持下的文创产业欣欣向荣，其受众的文创意识与消费观也逐渐被培养

起来。因此，通过聚焦甘肃秦腔文化以及其文创 IP 设计及开发应用的

研究，可以让这门古老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一、甘肃秦腔文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2000 年，金行建在《当代戏剧》发表的《甘肃秦腔脸谱（续）》

中呼吁“随着甘肃秦腔各流派逐渐在舞台上消失，剧目失传，传人

日渐稀少的现实，挖掘、整理、研究甘肃秦腔各流派的艺术遗产（包

括脸谱艺术），就成了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希望能够引起领导、学

者、名老艺人的兴趣和关注”[2]。甘肃是非遗资源大省，近几年在

省政府的重视和指导下，甘肃文化的影响力得到不断加强和提升，

省政府深入开展了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措施，建立了完整的国家、

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组织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如“非遗

进校园”“非遗进景区”“非遗购物节”等，让深藏在这片黄土地上

的非遗项目从“活起来”到“火起来”[3]。提起秦腔文化很多人认

为陕西是秦腔的发源地，也是陕西独有的戏曲文化，殊不知甘肃秦

腔历史悠久，很早就形成了东、南、中三个艺术流派，又称西秦腔。

它的舞台气氛热烈火爆，演员提倡做工，注重表演技巧的运用，在

行当上侧重于须生和花脸艺术的发展。2010 年西北秦腔传承者甘谷

艺人张江中先生编撰了《中

国秦腔脸谱》，收集和挖掘了大量的秦腔脸谱图录，书中收集了

陕西东路、中路、南路以及甘肃陇南、陇东、陇中、兰州“耿”派

等不同风格的秦腔脸谱 608 幅，并撰写了秦腔脸谱文字说明，堪称

秦腔脸谱大全，这本著作的出版为秦腔艺术的传承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李志军（2008）认为，IP 是品牌进化的高阶段形态，品牌可以

塑造鲜明独特的人格，通过优质版权内容进行深层次多形式开发[4]。

韩顺法与郭梦停（2016）论述了 IP 有助于拓展文化产业价值链，热

门 IP 的全媒体运营对于提升版权品牌价值大有助益。学者胡智勤

（2019）通过总结案例文献研究，IP 植入等形式实现品牌传播与推

广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联名、IP 植入等形式实现品牌跨

界营销；其二是品牌创造 IP，通过设计 IP 传播独特的、具有亲和力

的品牌形象，讲述品牌故事的同时与受众形成情感连接，同时也是

品牌人格化的一种实现[5]。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通过上述第二种方式通过塑造 IP 形象，以

及 IP 衍生品，创造推动“秦小腔”品牌的传播。从文献研究来看，

文化品牌 IP 不仅是所谓的将严肃的文化品牌概念“形象卡通化”，

而是需要更多思考通过符号化的设计语言与多样化的衍生产品，向

用户进行有效的品牌文化传播，提升品牌向消费者讲故事的能力。

二、甘肃秦腔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应用价值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科学而精确地实现甘肃秦腔设计元素提

取，设计出满足用户需求以及具有西域风格和甘肃特色的秦腔文创

IP，从而推动秦腔文化在受众群体之间的传播。

1.理论意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

发表了非遗基于融媒介以及数字化传播的学术论文，但对于秦腔尤

其是甘肃范围内的秦腔文创 IP 塑造还存在许多空白。其一，本项目

结合了眼动追踪术的研究方法，实现较为客观准确的特征元素提取。

其二，本次研究构建甘肃秦腔 IP 设计艺术基因库，为整合设计要素

以满足用户需求，为打造“秦小腔”文创品牌 IP 群提供了理论支持，

也为其余独具地域特色的戏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理论参考和

范式。

2.实践意义

（1）选取秦腔文化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秦腔文化的加持塑造

其品牌 IP 形象，吸引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提升地域文化软实

力。这对于甘肃秦腔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其

他非遗文创 IP 的设计也提供了答案参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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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人物 IP 设计元素提取与再造上，不仅保留传统艺术文

化元素还融合了现代受众的审美与需求，对于完善现有设计方法、

元素提取研究也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

3.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将秦腔文创品牌 IP 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有效提取秦腔设计元素

并综合考虑受众的情感诉求与偏好满意度，使其获得更多市场认可

与受众群体认同，区别于同质化品牌与项目；通过满足用户偏好与

当代审美，打造符合数字化传媒语境的“秦小腔”品牌（如图 1 所

示）内容，促使品牌与年轻受众产生情感连接与共鸣，在保护与传

播甘肃秦腔文化的同时，既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又实现文化与经

济效益最大化。

图 1

二、甘肃秦腔文创品牌 IP 设计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1.研究目标

（1）通过对于甘肃秦腔人物形象的文化属性与视觉要素进行解

构，用数字化技术提取具有受众吸引力的 IP 设计元素，进一步构建

具有甘肃秦腔特征的人物 IP 艺术基因库，为之后品牌 IP 形象的设

计研究提供依据。

（2）通过研究准确获取用户对于甘肃秦腔文创 IP 的需求与偏

好信息，对于后续的设计工作能够顺利达成具有指导性作用。

（3）通过“秦小腔”文创 IP 的设计研究与应用，扩大甘肃秦

腔在年轻群体中的认知度与接受度。从而完成甘肃秦腔文创 IP 的设

计表达，激发潜在受众的认同感与共鸣感。

2.研究内容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提取甘肃秦腔人物形象设计元素图谱

在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甘肃秦腔文化面临着现代化传播、差异

化道路与认同感获得的发展困境。因此，聚焦秦腔文创 IP 设计与开

发应用。从视传效果以及 IP 传播层面考虑，秦腔中戏曲人物形象是

其极具表现力的部分，从人物形象入手设计品牌 IP 能够使得品牌具

有人格化特征以及真实感，以便吸引更多年轻的受众群体。

（2）构建甘肃秦腔 IP 设计艺术基因库

首先通过文献资料与行业数据了解甘肃秦腔发展脉络与风格以

及非遗文创品牌 IP 的开发态势。其次，以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为主

要研究方法，得出用户需求与偏好满意度分析。之后，通过数字化

技术提取具有受众吸引力的 IP 设计元素，运用眼动实验结果将受众

对于秦腔人物的感性认知量化，通过实验数据与主观评价相结合得

出样本的提取对象，构建秦腔 IP 艺术基因库。

（3）完成具有甘肃特色的“秦小腔”文创品牌 IP 设计结合设计

要素与用户需求，创造具有鲜明秦腔元素的文创 IP 形象以其衍生品，

并实现其上线传播进行设计验证。在保护与传播甘肃秦腔文化的同时，

既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又实现文化与经济效益最大化。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秦腔的受众群体逐渐萎缩，艺人的传承出现断代的危机，

当务之急应该选择结合当代年轻人甚至是青少年的审美情趣设计出

秦腔的 IP 形象，让年轻人从认识自己喜欢的 IP 形象人物开始了解

秦腔文化。

（2）在数字化背景下，秦腔的表现形式如何跟得上时代，如何

利用高科技手段将秦腔文化传播出去，达到文化传承的效果，让秦

腔“火”起来，让其传播与传承齐头并进。

三、甘肃秦腔文创品牌 IP 设计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于经典文献的梳理研究，形成对于研究内容的理论知识

架构。本文通过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外文献资源库，阅读和掌握关

于秦腔人物文化发展脉络、历史沿革与文化内涵、设计元素提取方

法及眼动实验研究、用户需求模型研究等相关文献和资料，为研究

打下夯实的理论基础。

（2）眼动追踪实验法

研究利用眼动追踪设备，记录被试者注视、眼跳等各项眼数据，

通过对于注视数据分析得出用户的重点关注对象。本文借助眼镜式

眼动仪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注意力数据进行获取与分

析，提取出秦腔人物样本中被试者重点关注、以及能体现文化特征

的元素。

（3）问卷调查法

研究通过发放问卷、回收受众反馈数据，对研究问题进行评估

度量，有助于问题实现定量研究。本项目借助问卷调查法，设计了

秦腔人物的眼动实验后评价问卷、文创品牌 IP 用户需求问卷，实现

了科学获得用户需求的目标。

（4）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方法即通过分析数据，揭示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形

成定量的研究结论。本项目通过对眼动实验和用户需求问卷调查数

据统计分析，明确秦腔文化风格的设计要素与用户偏好度，以此指

导秦腔文创品牌 IP 设计。

2.技术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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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态特征的数字化提取

主要有三个步骤：首先，对原始秦腔脸谱图像进行处理，包括去

杂色、填充颜色、背景色调整操作，并转化为 SVG 格式的矢量化脸

谱图像；其次，利用 AdobeIllustrator 对的矢量化脸谱图片进行黑白元

素色块提取，或者采用 Bezier 曲线（如图 2 所示）构造的方式构建矢

量化的独立纹饰、图案库；最后，为了更好地展现脸谱的形态特征，

还需要在独立纹饰、图案库的基础上构建组合纹样。组合纹样通常是

指那些结构复杂、由多个独立纹饰、图案组合而成的纹样，组合纹样

的提取能帮助人们理解秦腔脸谱背后的语义特征。

图 2 ：Bezier 曲线

（2）色彩特征的数字化提取

甘肃秦腔脸谱的色彩在刻画人物性格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传统秦腔脸谱的色彩主要由红、紫、黑、白、蓝、绿、黄、老红、

瓦灰、金、银等基础色彩构成。然而，原始秦腔脸谱图像主要来源

于图书的扫描图片，这些图像难免会存在一定色彩偏差，不同来源

图像的色彩偏差会使相关人员对秦腔脸谱的性格产生误读。因此，

应依据“中国传统色彩”数据库中的 CMYK 色彩模式来构建对应的

调色板，该调色板对于脸谱图像的色彩具有指导作用，能够帮助人

们理解原始脸谱图片的色彩偏差[7]。

3.文创品牌 IP 设计

为了解决甘肃秦腔所面临的现代化传承、品牌差异化传播的困

境，包括年轻受众群体的缺席、受众认同感的缺失等问题。本项目

首先通过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理清概念，通过调查问卷确定甘肃秦

腔文创 IP 的用户偏好。其次通过眼动实验提取秦腔人物设计元素形

成设计图谱，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完成“秦小腔”品牌形象 IP 设计，

并进行上线验证其设计的有效性。以此推动甘肃秦腔的文创品牌塑

造与传播，获得受众的认同感。

四、甘肃秦腔文创品牌 IP 设计的创新点

1.视角创新

创造性的以秦腔人物设计元素为基础，将西域风格与地域特色

相结合，打造“秦小腔”文创 IP 形象，旨在提升甘肃秦腔在年轻受

众中的认知度与美誉度，激发其文化认同感。也为其他非遗项目的

文创 IP 设计提供可参考的方法以及路径。

2.方法创新

采用数字化技术挖掘秦腔戏曲人物形象元素，并通过眼动实验

将受众的感知量化，构建 IP 设计艺术基因库，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全

面与准确，为学者与设计师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证研究方法。

3.资料创新

本项目与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的秦腔文化馆达成学

术合作，并且得到一手研究资料支持。馆内收集了较为完整的秦腔

绘画资料以及高精度图，对于研究甘肃秦腔人物形象设计、提取秦

腔人物画设计元素等有极大的助益；眼动实验结果所得出的秦腔人

物设计元素图谱也更为科学与精确。

五、结语

在数字化时代，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传播受到挑战，如何

帮助这些古老的艺术华丽转型是当代艺术设计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

题。在转型的过程中，既不能失去地域独特的风格，也不能淡化传

统文化的韵味。因此，需要把现代化的技术和数字化表现形式相结

合，共同为传统文化服务，使其能继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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