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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角下沈阳“面人汤”品牌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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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沈阳“面人汤”为研究对象，对沈阳“面人汤”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明

确沈阳“面人汤”的艺术特色并进行市场调研，明确影响沈阳“面人汤”发展的因素，分析沈阳“面人汤”的
现状及问题。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探索运用新媒体建设沈阳“面人汤”品牌的思路和方法，为沈阳“面人

汤”的品牌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及建议，促进沈阳“面人汤”的传承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品牌。方

法 运用比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提炼沈阳“面人汤”的艺术特征和文化特征。运用访谈调查法，调查

购买人群、经营店铺及产品，明确沈阳“面人汤”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借鉴中国民间手工艺品的成功经验，

制定沈阳“面人汤”的品牌建设策略。结果 确定品牌定位，运用新媒体进行品牌建设，研发新题材、新

造型、新功能的系列产品组合结构，建设体验店、网店、移动 APP 等构成的复合渠道系统，形成线下

大型活动、线上（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移动媒体）实时互动的整合品牌推广方案，开发既满足大众审

美需求又实用的品牌视觉设计和包装设计方案。结论 验证提出的品牌建设思路和方法的可行性，为手

工艺品品牌建设提供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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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and Building of “Mianren Tang” in Shenyang under  
the New Media Perspective 

CAO Shu 
(Shenyang City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organize,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anren 
Tang” in Shenyang with “Mianren Tang” as the study object, illuminate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uct the market 
survey, specif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Mianren Tang” and analyze its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The 
ideas and methods for brand building of “Mianren Tang” in Shenyang by means of new media in the era of Internet 
economy were explored. Feasibl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the brand development of “Mianren Tang” 
in Shenyang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anren Tang” and carry forward the national cultural 
brand. The artist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ianren Tang” in Shenyang were refined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consumer groups, operators and products were investigated in virtue of interview survey, spe-
cify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Mianren Tang” in Shenyang. The strategies for brand building of 
“Mianren Tang” in Shenyang were formula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Chinese folk handicrafts. The 
brand positioning was determined and the new media was used in brand building. A series of product mix structures with 
new themes, new shapes and new functions were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and a composite channel system consisting of 
multiple channels such as experience stores, online shops and mobile APPs was built to form an integrated brand promo-
tion scheme for offline large-scale activities and online (online media, social media and mobile media) real-time interac-
tion. Practical brand visual design and packaging design scheme in line with the aesthetic needs of the public wer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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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brand building ideas and methods is verified to provid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handicraft brand building. 
KEY WORDS: “Mianren Tang” in Shenyang; new media; brand building; product development; visual design; marketing 

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多样，底蕴深厚，经过历代手

艺人的传承发展，不断创新，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

手工艺品制作技法，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化的

手工艺产品，积累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然而，

我国民间美术缺乏品牌保护机制，市场推广方式相对

落后，很多民间艺术品面临着没落的风险。运用新媒

体为手工艺术品品牌进行产品创新、市场推广、渠道

拓展、包装设计、视觉设计，面临机遇与挑战。能否

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将古老的民间艺术品用最先进

的方式发扬光大，促进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打造

民族文化品牌，势在必行。 

1  “新媒体”概念界定 

新媒体的产生对于人们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也

让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报纸到

电视广播再到互联网络和移动网络。新媒体的产生不

仅给科学传播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让科学传播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新媒体”概念是：通过网络、

通信卫星等渠道，应用相应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借助电视、计算机、手机等接

收工具，向接受者提供资讯、知识、产品、服务、社

交、工作、娱乐等内容的媒体形态[3]。  
为了满足用户对信息、工作、生活、服务、娱乐、

社交的需求，“新媒体”不断更新、完善、发展。媒体

技术的进步，媒体理念的变化，媒体形式的创新，媒

体功能的增加，都会带来新媒体概念的变化，因此新

媒体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同时，新媒体的概念是相

对的，相对于报纸、杂志等媒体，移动媒体、网络媒

体是新媒体。所有的数字化媒体形式都属于新媒体的

概念范畴。 

2  “面人汤”起源及特征 

“面人汤”面塑，清末由汤子博首创，他以深厚的

国学和艺术功底，博采众长，创造出核桃面塑、浮雕

面塑、悬塑面人等多种形式，题材也拓展得极为广泛，

有书卷人物、戏曲人物、仙佛人物等，用料从面粉到

陶、木、泥等，以大量成功的作品确立了“面人汤”面

塑流派的地位[4]。 

2.1  沈阳“面人汤”的文化特征 

沈阳“面人汤”，是由擅长古典戏剧人物题材的面

塑大师汤有益在沈阳创建起来的面塑流派，注重赋予

“面人就是面神”的灵性，以古典戏曲、神话传说及现

代生活中的人物为创作题材，形成了具有写实艺术风

格和手法的沈阳“面人汤”。 
沈阳“面人汤”立足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反映了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

神风貌，融合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展示了东北地区的

风土人情[5]。沈阳“面人汤”结合历史、文化元素不断

发展，具有文化与民俗研究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学故

事、现实生活及新时代的人物形象塑造中，融入了创

作者多层次的文化素养，体现了东北的风土人情和民

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及民族文化特征。 

2.2  沈阳“面人汤”的精神内涵 

沈阳“面人汤”传承人用智慧与热情赋予了面人

精气神，用醇熟的技艺塑造了面人的艺术形象，专注

于面塑创作，提升个人修养，演绎艺术人生。沈阳“面

人汤”创始人汤子博认为，手艺人的修养在于持之以

恒、精益求精、胸怀宽广。北京“面人汤”第二代传承

人汤夙国对弟子的要求是：人品好，文化知识丰富，

精通书法、绘画、雕塑等技艺。沈阳“面人汤”第四代

传承人汤羽认为，面塑艺人要有艺术功底、历史文化

知识和探索精神[6]。 

3  沈阳“面人汤”市场现状 

现阶段，沈阳“面人汤”在沈阳市皇姑区文化馆拥

有专门的展览室。沈阳“面人汤”传人汤福祥在沈阳市

中街豫珑广场店铺进行现场制作及销售，顾客以本地

消费者为主，外地休闲旅游消费者为辅。逢周末时顾

客能多一些。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二到腊月二十九，正

月初二到正月初九，沈阳皇寺广场庙会期间，沈阳及

周边城市的市民，会成群结队来逛庙会。春节庙会是

沈阳“面人汤”的销售旺季，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沈阳

“面人汤”出售，因此，沈阳“面人汤”的重要销售市场

是沈阳皇寺广场庙会。然而，沈阳“面人汤”的市场覆

盖范围还是很小，营销推广方式落后，沈阳“面人汤”
要借助新媒体塑造品牌形象，开发系列产品来改善

其生存环境。制约沈阳“面人汤”发展的因素有以下

方面。 

3.1  产量不高，种类有限 

沈阳“面人汤”沿袭了手工作坊的发展模式，产品

产量不高，种类有限。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不受外部

市场环境的影响，专注于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注

重产品的技术改良，将沈阳“面人汤”的材料技术和制

作技术完整地保留下来，工艺纯正。不足之处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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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对缓慢，产业化基础薄弱，成本较高，但产量不

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3.2  只在节日售卖，销售渠道狭窄  

沈阳“面人汤”作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项目，成为在庙会活动中销售的重要产品。沈阳市

每年春节、五一、十一期间有庙会，但在庙会期间售

卖沈阳“面人汤”产品，销量有限。 

3.3  忽视年轻群体的需求，品牌认同感不高 

调查发现 20 岁以下购买沈阳“面人汤”的人群中，

有 76%的人对沈阳“面人汤”不了解，他们只是因好奇

而购买，以此作为去庙会游玩的纪念品。沈阳“面人

汤”产品艺术特色鲜明，但是缺乏时尚、生活元素，

感官体验和实用功能不强，忽视年轻群体的需求，不

能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品牌认同感不高。 

3.4  缺乏时尚元素，竞争产品威胁较大 

市场的迅速发展，使沈阳“面人汤”的传统元素逐

渐淡化，最初的实用功能逐渐弱化，甚至被竞争产品

取代。沈阳“面人汤”的定位不明确，缺乏娱乐功能和

互动性，感官刺激力度不够，题材缺乏时尚元素，得

不到年轻群体的喜爱，从而限制了市场的扩大。 

4  沈阳“面人汤”品牌建设思路及方法 

制约沈阳“面人汤”发展的因素包括产品、品牌发

展模式、市场竞争及市场需求等方面，深入分析产生

这些因素的根源，需要解决产品品种、品质及品牌推

广三个方面的问题，才能为沈阳“面人汤”找到一条发

展的道路[7]。 

4.1  进行题材创新，开发生活化程度高的产品 

沈阳“面人汤”的产品设计，可以针对年轻消费群

体进行创新，寻找符合年轻人喜好及生活方式的新颖

题材。 

4.2  进行造型创新，开发趣味产品 

将沈阳“面人汤”产品造型转化为平面图形、符

号，以沈阳“面人汤”平面图形和符号为基础元素，设

计新颖独特的图案，开发家居装饰品，用于改善家居

环境，例如装饰画的造型设计等。 

4.3  进行功能创新，开发功能产品 

沈阳“面人汤”进行创意产品设计，可以进行功能

创新，开发功能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实用需求。一方

面，从立体化、实用性入手，采用陶瓷、布艺、塑料

等材质，将沈阳“面人汤”造型进行简化设计，提取沈

阳“面人汤”的视觉符号，迎合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开

发具有实用功能的日常生活用品，用最简单的形体构

造，设计形态简单、可爱讨喜的功能产品。 

5  新媒体时代下沈阳“面人汤”品牌推广策略 

由于新媒体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其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便利条件。无论从教育

功能还是提供文化娱乐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能满足新媒体传播的功能和要求。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来说，也获得了一个传播平台[8]。 
沈阳“面人汤”品牌应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推广，

传递产品信息，提高沈阳“面人汤”的知名度，树立沈

阳“面人汤”的品牌形象。运用社交媒体，发布品牌信

息、品牌广告、产品介绍、营销活动、话题活动，宣

传沈阳“面人汤”的品牌观念及文化。通过移动媒体，

进行品牌游戏开发、品牌 APP 开发。通过网络媒体，

建设品牌网站，经营网上店铺。 

5.1  通过官方网站等网络媒体进行品牌推广 

沈阳“面人汤”应将品牌官方网站作为最重要的

网络传播渠道，利用官方网站进行品牌形象推广、品

牌信息发布、品牌文化传播、品牌产品销售。运用文

字、图片元素设计网站内容，运用视频、音频、动画、

动图等设计网站形式。沈阳“面人汤”品牌网站的传播

任务是吸引消费者点击查看，获得浏览量，传播产品

及信息，提升品牌知名度[9]。 

5.2  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品牌推广 

沈阳“面人汤”应通过 QQ 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开展系列话题营销活动，扩大

沈阳“面人汤”的品牌影响力。定期发起话题活动，建

立沈阳“面人汤”粉丝社群，经营粉丝社群，维护忠诚

消费群体。例如，发起微博话题寻找沈阳“面人汤”，

引发讨论，推送微信订阅信息“当戏剧遇上面塑”，介

绍沈阳“面人汤”文化。通过话题活动，引起消费者对

沈阳“面人汤”的关注和兴趣，认识和了解沈阳“面人

汤”，对沈阳“面人汤”产生情感认同，进而购买沈阳

“面人汤”产品，达到营销传播的效果。  

5.3  通过品牌 APP 等移动媒体进行品牌推广 

沈阳“面人汤”应迎合消费者接受信息的主要方

式，研发移动媒体应用软件，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等移动媒体平台，实现与用户的面对面营销。沈阳“面

人汤”品牌移动应用软件包括品牌 APP 和手机游戏，

采用文本、动画、视频、音频等设计移动应用软件，

向消费者宣传沈阳“面人汤”，实现品牌互动、信息传

递、产品销售，完成品牌推广任务[10]。 

6  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非遗品牌文化的构建也不是一蹴

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在明确品牌定位的基础上，根

据非遗文化的特色与内在规律，发挥新媒体传播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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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构建起立体化、全方位的传播途径，推动非遗品

牌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渗透。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公

共服务设计，运用互联网、智能手机结合多媒体的传

播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多媒体进行传播，这

对提升大众的参与意识，实现非遗经济利益和社会利

益的作用非常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时期必将

焕发新的生命，体现出新的价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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