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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民俗体育品牌形象设计探析
江　帆　胡　君

（江西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江西，这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还滋养了丰富多样、独具魅力的民俗体育活

动。随着体育旅游产业的日益蓬勃，江西民俗体育作为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其品牌形象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深入探讨了江西民俗

体育品牌形象设计的多个维度，从地域特色、文化符号、民俗风情等方面的深入挖掘与创意转化，力求通过视觉语言精准传达江西民俗

体育的独特魅力，提出了包括品牌定位、形象符号设计、宣传推广等在内的多项具体措施。旨在通过科学的品牌规划与系统的市场推广，

提升江西民俗体育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其在体育旅游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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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处长江中游，水域辽阔，赣江横贯其间，与众多湖

泊交织成网，不仅孕育了丰富的水资源，也深刻影响了当地居民

的生活习俗与体育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群山环抱与平原交错，

形成了独特的自然风貌，孕育了江西人民刚柔并济、灵活多变的

民俗体育文化。从元宵的舞龙灯到端午的竞龙舟，从春社的击鼓

迎神到重阳的登高望远，江西的民俗体育以其古朴的形式和深厚

的文化内涵，成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然而，相较于沙县小吃、

金华火腿等地方品牌，江西民俗体育虽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但

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品牌认知度尚显不足。在全球化与现代

化的浪潮中，如何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品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品牌化不仅是提升江西民俗体育

知名度的关键，更是推动其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江西民俗体育品牌形象设计现状

当前，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产业面临着一个既充满机遇又亟待

突破的现状。这一领域虽资源丰富，却普遍呈现出较为分散的态势，

许多珍贵的民俗体育项目如同散落的珍珠，隐匿于民间巷陌之中，

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对外统一品牌形象，难以形成深刻的品牌联想

与广泛的市场认知。这种现状不仅限制了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范

围，也影响了其作为江西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潜力发挥。

为了打破这一瓶颈，将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产业进行统一品牌

战略规划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这不仅有助于构建一个清晰、统

一的品牌形象，使原本零散的珍珠串联成璀璨的项链，更便于进

行系统的品牌管理和市场推广。通过品牌战略规划，可以明确品

牌定位，提炼品牌核心价值，确保所有传播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

展开，形成强大的品牌合力。

二、策略及建议

将江西特色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品牌定位于旅游品牌。

（一）统一品牌形象

从当前江西特色民俗体育文化形象的共性特点主要有：乡村

性、民间性、群体性，表现手法夸张、色彩绚丽等特点，缺乏比

较统一的品牌形象。要构建相对统一的品牌形象必须要各地的民

俗体育项目的总体品牌战略思想一致。首先是品牌定位的统一，

建议统一定位为旅游品牌，服务于热爱旅游的中青年人。这样主

要是为了让江西民俗体育品牌得到更大的知名度，也为了充分发

挥江西民俗体育的商业价值。其次是建议将江西各地民俗体育品

牌的构建统一外在的 VI 形象，这样更容易获取旅游人群的好感，

同时唤起大众的记忆，形成联想记忆；最后深入挖掘各地的文化、

故事、历史等文化内涵，找出统一的文化点，比如江西的红色文化，

建设统一的文化品牌形象，再结合不同地方的个性点，去打造不

同地方民俗体育品牌的个性文化特点。既找到共性点，同时又不

乏各地民俗体育品牌的个性点。

（二）精准定位目标市场

根据江西独特的地域及文化特点将江西特色民俗体育文化产

业品牌定位于旅游品牌。结合旅游品牌的特性来对江西特色民俗

体育品牌进行形象塑造。首先，需启动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工作，

广泛收集并分析数据，以全面把握喜爱到江西来旅游的游客的总

体情况。这包括但不限于他们的年龄分布、性别比例、兴趣爱好、

消费习惯以及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认知与偏好。通过问卷调查、

访谈、社交媒体分析等多元化手段，力求精准描绘出潜在消费者

的画像，为后续的品牌定位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在获得详尽的市场洞察后，我们需基于调研结果，精心制定

差异化的品牌形象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凸显江西民俗体育

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以区别于市场上其他同质化或竞争

性的体育品牌，需要深入挖掘江西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和独特价

值，通过创意性的品牌叙事和视觉呈现，将其转化为品牌的核心

竞争力。同时，我们也将关注目标受众的情感需求和精神追求，

打造富有情感共鸣的品牌形象，以吸引并留住他们的关注和忠诚。

（三）强化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品牌视觉识别系统作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视觉桥梁，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品牌形象的直接展现，更是品牌文化和

价值理念的视觉化传达。一个强有力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能够迅

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激发他们对品牌的兴趣和认同感，从而在

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在强化江西特色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品牌的视觉识别系统时，

首先要明确的是设计元素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这意味着品牌标志、

标准字体、标准色及象征图形等核心元素必须紧密围绕品牌的核

心价值和特色进行设计，并在所有视觉呈现中保持高度一致。品

牌标志应简洁易记，富有辨识度，能够迅速传达品牌的独特魅力；

标准字体则应清晰可读，与品牌标志风格相协调，体现品牌的专

业性和权威性；标准色则需根据品牌的定位和情感诉求进行选择，

形成独特的色彩体系，增强品牌的视觉冲击力；象征图形则可作

为辅助元素，进一步丰富品牌形象，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记忆。

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构建起一个强有力且富有特色的品

牌视觉识别系统，为品牌的传播和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在 VI 视觉形象设计上，以品牌标志作为品牌的核心识别符号，

精心设计融入江西民俗体育的独特元素，如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

手法的巧妙结合，确保标志既具有地域特色又易于识别；接下来，

标准字体的选择应与品牌标志风格相协调，既要体现品牌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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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权威性，又要保持易读性和美观性。标准色方面，江西是红

色革命根据地，可以以红色为主色调，辅以七彩辅色，形成鲜明

而富有层次感的色彩体系，强化品牌的视觉冲击力。同时，象征

图形的运用应紧扣品牌主题，通过寓意深远的图案传递品牌的文

化内涵和价值理念。通过严格的 VI 管理，确保品牌形象在各种媒

介和场合下的统一呈现。这样通过全方位的统一品牌形象建设，

不仅能够提升江西民俗体育品牌的识别度和记忆度，还能在消费

者心中树立起鲜明的品牌形象，为品牌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多样化应用

多样化应用是确保品牌形象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的关键策略。

在江西特色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品牌的推广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

利用多种渠道和媒介，将品牌形象设计巧妙融入其中，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的品牌传播网络。

赛事现场是品牌展示的重要舞台，宣传物料是品牌传播的重

要载体，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也是品牌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

通过精心设计的赛事现场布置，可以将品牌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参

赛者和观众，营造出浓厚的品牌氛围；物料可以在体育场馆、旅

游景点、商业中心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投放，进一步扩大品牌

的影响力；同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定期发布与品牌相关的内容，

与消费者建立紧密的联系，增强品牌的互动性和粘性。通过多样

化应用策略的实施，在多个维度和层面上推广品牌形象，提高品

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推动江西特色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品牌

的快速发展。

（五）举办特色赛事与活动

举办特色赛事与活动是传承和弘扬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有效

途径，也是吸引游客、提升品牌影响力的关键举措。在策划与实

施过程中，应紧密结合江西的民俗体育特色，精心打造一系列具

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体育赛事。

此外，还应注重将民俗体育与江西的传统节日、文化节庆相

结合，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赛事内涵，提

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在举办特色赛事与活动时，应注重宣

传与推广，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资源，提前发布赛事信息，吸引更

多游客和参与者。同时，加强与旅游部门的合作，将赛事与旅游

线路相结合，推出特色旅游产品，进一步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

响力，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

（六）构建线上线下互动平台

构建线上线下互动平台是提升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传播效果、

吸引更多游客参与的关键步骤。为了促进线上线下的有效互动，

可以设计一系列线上线下联动的活动。比如，在线上发起“寻找

民俗体育达人”挑战赛，鼓励用户上传自己参与民俗体育的视频

或照片，并设置奖项激励；线下则举办相应的颁奖典礼和展示活动，

邀请获奖者参与，并邀请媒体进行报道，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同时，

还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的方式，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也

能感受到赛事的激情和魅力，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对接和互动。

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我们将能够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线

上线下互动平台，为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七）打造品牌故事

在江西特色民俗体育文化产业的品牌塑造之旅中，我们致力

于深度挖掘并展现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打造专属的品牌故事。这

不仅意味着要追溯江西民俗体育背后那些悠久的历史故事，每一

场赛事、每一次表演都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汗水，更在于揭示其

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江西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协作精神的集中

体现，也是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为了确保品牌故事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我们采用了多元

化的传播渠道。从精心制作的视频短片到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

再到活跃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品牌账号，我们运用各种创意手

法和先进技术，将品牌故事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广大消费

者。这些故事不仅讲述了民俗体育的辉煌历程，更传递了品牌所

倡导的价值观与情感联结，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增强

了他们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在这一过程中，江西特色民俗

体育文化产业不仅能够得以传承与发展，更在品牌故事的引领下，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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