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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数字化的品牌设计方法与管理体系应用到凤翔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开发中，实现民间

手工艺品与现代设计产业的对接，打造具有凤翔特色的文化产业模式。方法 以凤翔民艺的调研和普查

为基础，通过建立凤翔民间工艺美术大数据系统、开展数字化品牌设计、打造凤翔民间工艺美术品数

字化推广平台，构建完整的数字化品牌管理体系。结论 对凤翔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开发应以品牌设

计和管理为突破口，引入现代创新设计理念，借鉴数字化技术，这既有利于塑造地方文化品牌，又能

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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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Brand Design and Promption of Fengxiang Folk Industri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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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pplies the digital brand design methods 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ng-

xiang folk industrial art,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of folk handicraft works and modern design industry, and build the cultural

industrial mode with Fengxiang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general survey of Fengxiang folk art, and by means

of building the big data system of Fengxiang folk industrial art, it carries out digital brand design and creates the digital promo-

tion platform of Fengxiang folk handicraft works to finally build a complete digital brand management system. Making innova-

tiv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ngxiang folk industrial art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introducing modern innovation de-

sign concept with brand design and manage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using the experi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

plication can be both conductive to the building of local culture brand and local industrial econom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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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社会城市化进程加快，现代科技

与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下的手工

形态快速衰落，民间工艺美术的生存与发展土壤也

快速流失。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全国掀起了一股

“民艺热”， 随之而来的是民间艺术的普及，人们

广泛展开了一系列的民间艺术考察、收集、收藏、

展览、研究、出版活动，使大量民间艺术得到了展

现和发展，并进一步进入了当代主流文化人的艺术

视野中。众多喜爱民间艺术的有识之士虽然盛赞

它，但是他们对民间艺术如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如何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段与民间艺术结合的问题

还不够了解

[1]
。

选题策划:数字背景下的品牌设计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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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社会资源的整合与获取变得更加便捷

和快速。人们乐于接受和享受这种发展带来的改

变，民间艺人也不例外，同时，民间工艺品的创

作与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农村文化产业发

展的大背景下，民间工艺品不但面临着保护与传

承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如何开发利用、延续与

演进的问题。如何用当代数字化设计和品牌化设

计来激活民间工艺品，将民间工艺品与现代设计

相结合，把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寻找具有现代意义的切入点，是值得人们思考并

付之实践的问题。

1 凤翔民间工艺美术的现状

凤翔地区是陕西西府民间文化的荟萃地，其

民间手工艺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 有木版年画、

彩绘泥塑、木梭马勺脸谱、剪纸、刺绣、草编、

皮影等，被文化部授予了“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之

乡”的称号。凤翔民间工艺美术品《泥塑马》、

《泥塑羊》和《凤翔木版年画》特种邮票在全国

发行，成为了国家名片，这些荣誉极大地提升了

凤翔地区民间工艺美术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但

是，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打着保护、传承优秀生态

民间艺术幌子的挂名研究机构，使粗制滥造的模

仿产品大量充斥在人们眼前。一拥而上的模仿品

与真正的民间艺人的作品形成了恶性竞争。由于

民间艺人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以及推广销

售手段，也无法维权，因此真正好的作品人们往

往看不到、买不到。艺人也因收入太少缺乏了创

作激情，使凤翔的民间工艺美术品种类越来越多

而质量越来越差。虽然地方政府努力地想要打民

间艺术牌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却缺乏有

效的手段和办法

[2]
。

在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和商业化高度结合的

时代，如何繁荣凤翔民间工艺美术事业，做好保护、

传承与开发工作，创造好的生存发展条件，使凤翔

民间工艺美术品走上品牌化、数字化的道路，是人

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引入现代创新设计理念，从系

统品牌形象 CI 系统的输入和完善，到建立面向全

国的品牌连锁机制，再到向国际舞台延伸，为凤翔

地区民间工艺美术发展道路上找到一条适合自己

的品牌之路是非常必要的

[3]
。

2 构建数字化品牌管理体系

2.1 建立完整的品牌体系

凤翔泥塑、凤翔木版年画、凤翔木梭马勺等

在民间工艺美术品消费领域和民间美术研究领域

具有极高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但是这些称谓仅仅

是工艺种类与地域的组合，其在构成品牌上尚不

完整，也没有良好的视觉品牌图形，因此凤翔民

间工艺美术需要从名称和视觉形象上打造自己的

品牌，从品牌管理上进行规范，从布局角度对凤

翔地区的各类民间工艺美术品进行规范，打造凤

翔民间艺术品牌。例如被誉为“中国泥塑第一村”

的柳林镇六营村，它以彩绘泥塑和木梭马勺为主

要的民间艺术形式，着力打造凤翔泥塑和木梭马

勺彩绘民间艺人品牌。

2.2 建立凤翔民间工艺美术大数据系统

由地方政府牵头，通过政策定位，对地区民

间工艺美术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统计，对重点工

艺美术品的种类及重点艺人打造的品牌建立实时

数据库，例如对泥塑彩绘从彩绘种类、名称、数

量、规格、创作时间等以及民间艺人品牌的具体

信息，即地址、联系方式、创作简历、艺术特色、

创作情况、待售商品等进行数据收集，在互联网

线上建立大数据系统。大数据的建立对未来互联

网及移动终端上民间工艺美术品的推广平台提供

了实时数据支撑

[4]
。

3 开展数字化品牌设计

地方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作为品牌的管理者，

从文化战略产业化发展角度，要认真研究，做好

品牌诉求定位工作，建立以凤翔民间艺术为特征

的品牌，从品牌名称、图形、色彩等几个方面进

行规范设计，在视觉上形成一种形象和品牌的认

知度，使繁杂的形式种类统一在一个视觉形象和

认知中

[5]
。

3.1 数字化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的核心是品牌标识图形，品

牌标识图形设计不仅在创意上需要有艺术性、地域

性和行业性特征，而且还需要考虑品牌标识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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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介与数字媒介时的技术要求，将移动互联网

数字化应用需要遵循的设计原则纳入到设计条件

中。品牌标识图形的繁简、文字的大小、色彩配比、

组合方式等在数字媒体应用时会有不同的表现，数

字媒介的应用终端由 PC 电脑的大屏，到 IPAD 的中

屏，再到智能手机的小屏，品牌标识应用中需要适

应这种变化，标识设计要达到造型清晰、识别性强、

色彩饱和度高等要求。

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品牌

标识图形在应用中脱颖而出，它不仅需要有好的图

形设计和色调搭配，而且还需要在图形中融入高科

技手段，向立体化和动态化方向发展。数字移动终

端中标识图形的动态表现，既可以设计为动态的应

用图形，又可以设计为动态的变化图形。动态变化

图形是标识图形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图形多样化的

一种表达，有图形外形固定而表现填充变化的形

式，还有图形按照某种要求形成组构上的变化的形

式

[6]
。数字技术的融入，增加了品牌标识的当代感

和识别因素，使其更能在数字终端中进行清晰有效

的信息传达。语言、声音、文字、色调、图形和影

像等元素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融合，通过浏览，在点

击、触摸和人机互动中让原本静止的品牌图形形象

产生新的变化，带给受众全方位的综合体验反应，

达到品牌认知目的。品牌标识图形经过数字化的视

觉形象设计后，满足了移动数字终端在推广应用中

的要求。

3.2 数字化民间工艺品视觉形象设计

凤翔彩绘泥塑、木版年画、彩绘木梭马勺、剪

纸等民间工艺美术的形式众多，其中俗称“泥货”

的彩绘泥塑和凤翔木版年画更是在 2006年被国家列

入到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彩绘泥

塑和木版年画作为凤翔民艺品牌的重点，利用数字

化计算机技术进行了数字再现，将图式纹样与材料

造型进行了 3D虚拟技术的再创造，还原了这些民间

工艺美术品

[6]
。将这些虚拟数字作品从图式和图样上

进行分类记录，这不仅便于移动数字媒体的推广应

用，而且也方便和满足了当代依赖数字移动终端生

活的人们对数字化民间艺术的精神需求。

3.3 民间工艺美术传统技艺的数字化设计

彩绘泥塑和木版年画被收录到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中，说明了凤翔民间艺术作为原生

态艺术受到了市场商业因素的严重影响，它不断地

走向衰落，掌握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也日渐衰老。

由于传播和推广的不利，艺人的创作收入不足以改

变生活，下一代也不愿继续传承下去，传统的民间

手工技艺面临消亡。彩绘泥塑技艺的代表人物胡

深，他创作的泥塑马和泥塑羊连续两年被选为国家

生肖邮票图案，成为国家名片，还被文化部确定为

中国猴年对外交流礼品，胡深目前已 85 岁高龄，

但其缺乏传承人，技艺即将失传，因此，保护与传

承这些民间技艺已经成了打造凤翔地区民间工艺

美术品牌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承和保留民间艺人的传统手工技艺，这就需

要尽快地建立民间艺人的数字化档案，将民间艺人

的技艺和创作流程进行数字影像记录以及各类数

据的记录、归纳、整理，建立数字档案。例如将彩

绘泥塑从毛稿制模、翻坯、粘合成型，经精抛、彩

绘、勾线、装色、上光等工序进行数字影像记录

[7]

，

全程记录技艺中的各项数据，甚至对制坯黏土的成

分配比数据都详细记录。通过对民间艺人数字档案

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制定和设计凤翔地区民间工艺

美术传统技艺的大数据库，为建立凤翔地区的民间

艺术品牌以及其推广应用打下坚实基础，为凤翔地

区民间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作出贡献。

4 打造凤翔民间工艺美术品数字化推广平台

一个好的品牌必然有强有力的推广和执行作

为支撑。当下是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数字时代，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媒体出现了多样化

特征，使受众的选择出现了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

点。现如今，不是只有以 PC 端为依托的数字化传

播形式了，移动端传播占了数字化传播市场的很大

比重，各家传统媒体也争先建设自己的移动端产

品，想利用移动端的快捷性和互动性与用户进行直

接沟通

[8]
。

数字化推广平台的建立，实际上就是构建一个

系统，受众、民间艺人、民间技艺、工艺产品、传

统民间、民俗文化等都是系统里的环节。凤翔民间

工艺美术品的数字化推广平台需要以品牌为核心，

依托互联网，构建凤翔民间工艺美术品牌的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的线上产业链。凤翔民间工艺美

术品牌从建立、完善到赢得受众的认知需要构建一

个合理、科学的数字化平台，这个平台的构建需要

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互联网与数字终端来实

现。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技艺，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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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技艺存在的社会价值，重新燃起广大受众对它

的兴趣，这是保护与传承它的关键。可以建设凤翔

地区的民间工艺美术网站，介绍和推广区域内民间

工艺美术的形式和技艺，设立泥塑彩绘和木板年画

等非遗数字化博物馆，推进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9-10]
，依托之前建成的大数据

库，与用户进行直接的沟通与互动，将受众与民

间工艺文化、民间艺人甚至工艺品销售灵活、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将传统民间文化融入到大众的

生活中。在移动端开通微信和微博推广，以及开

办数字端的电子刊物，充分发挥数字媒体多样化

的特点，全面推广和传播工艺产品的品牌形象。

5 结语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只有用品牌打造凤翔地

区民间工艺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用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手段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凤翔

地域民间工艺美术品牌，才能换来无尽的市场效

益。在关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数字

革命带来的改变用民间文化产业机制的视角，关注

和推动传统民间技艺的发展，实现传统手艺资源与

现代生活方式的结合，借助移动互联网下的数字化

技术，实现农村手艺产业与设计产业的对接，用数

字化营造出凤翔地区民间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性保

护空间，把凤翔地区带有标志性的文化融入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凤翔特色的文化产业模式，把

民族的文化血脉原汁原味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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