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4 年第 6 卷第 12 期

教育论坛

创新发展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IP 形象设计探究
丁利兰　杨　丽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3）

摘要：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博物馆文创产品已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重要桥梁。IP 形象作为文创产品的核心元素，

其设计不仅关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是传承与弘扬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以株洲为例，旨在探究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形象设计的现状、

问题及创新策略，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设计原则与方法，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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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日

益受到重视。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文创产品的开

发与推广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重要纽带。IP 形象，作

为文创产品的核心元素，通过其独特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内涵，能

够深刻反映博物馆的文化精髓和地域特色，增强产品的辨识度和

市场竞争力。然而，当前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IP 形象设计仍存在一

些问题，如设计同质化、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等，这些问题限制了

文创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因此，深入探究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形象

设计的现状、问题及创新策略，对于推动文创产业的繁荣发展、

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株洲博物馆为

例，通过对其文创产品 IP 形象设计的深入分析，旨在提炼出具有

普适性的设计原则与方法，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提供

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形象设计的现状分析

株洲博物馆作为地方文化的缩影，其文创产品的 IP 形象设计

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博物馆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设

计了一系列以古代文物、历史人物等为原型的 IP 形象，这些形象

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还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深受游客喜爱。

同时，博物馆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推广这些 IP 形象，

有效提升了文创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在 IP 形象设计的

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设计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

尽管株洲博物馆在文创产品 IP 形象设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在设计创新方面仍存在不足。许多 IP 形象在设计上过于雷同，

缺乏独特的创意和差异化特点。这导致游客在选购文创产品时难

以产生强烈的购买欲望，也限制了文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

力。

（二）设计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缺乏深度

在文创产品 IP 形象的设计过程中，株洲博物馆对于文物和历

史人物的文化内涵挖掘尚显不足。一些 IP 形象虽然以古代文物或

历史人物为原型，但在设计上没有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和

历史背景，导致形象显得单薄，缺乏深度和层次感。这不仅影响

了游客对文创产品的文化认同感，也限制了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

和社会意义。

（三）设计与市场需求脱节，缺乏实用性

在文创产品 IP 形象的设计过程中，株洲博物馆还存在设计与

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一些 IP 形象虽然具有创意和文化内涵，但

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实用性，难以满足游客的实际需求。例如，一

些 IP 形象的设计过于复杂或抽象，导致在文创产品的制作和加工

过程中难以实现，增加了生产成本和时间。同时，一些 IP 形象的

设计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游客的购买习惯和消费心理，导致文创产

品的销售效果不佳。这不仅影响了文创产品的经济效益，也限制

了 IP 形象在市场推广中的潜力和作用。

（四）设计与时代潮流不符，缺乏吸引力

在文创产品 IP 形象的设计中，株洲博物馆还存在设计与时代

潮流不符的问题。一些 IP 形象虽然具有历史和文化内涵，但在设

计上没有与时俱进，缺乏现代感和时尚元素，难以吸引年轻游客

的关注和喜爱。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不断变化，

文创产品的设计也需要不断创新和更新，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和游

客的喜好。如果 IP 形象的设计过于陈旧或保守，就会失去与现代

社会的联系，降低其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这不仅会影响文创产

品的销售和推广，也会限制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创新和发展。

二、株洲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形象设计路径

（一）加强设计创新，突出特色

在株洲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形象的设计中，加强设计创新、突

出特色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博物馆应深入挖掘文物和历史

人物的文化内涵，提炼出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元素，将其融入

IP 形象的设计中。通过独特的创意和差异化设计，使 IP 形象具有

鲜明的个性和特点，从而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和兴趣。株洲博物馆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国内少有的集自然、历史、民俗、美术

四者为一体的博物馆。以株洲博物馆株洲历史文物展“神农遗韵”

为例，可以围绕神农文化、古代文物等特色元素，进行创意性的

转化和设计。例如，可以将神农的形象进行现代化演绎，设计出

既具有历史厚重感又不失现代时尚感的 IP 形象。同时，结合株洲

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如古代青铜器、陶瓷器等，提取其中的经典

元素和图案，将其融入到 IP 形象的设计中，形成独特的视觉风格

和文化内涵，从而在增强 IP 形象的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还能够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株洲的历史文化。此外，博物馆还可以借鉴其

他成功案例的设计理念和经验，如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 IP 形象

设计。故宫博物院通过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打造了一

系列深受游客喜爱的 IP 形象，“故宫猫”“故宫小狮子”等。这

些 IP 形象不仅具有故宫的历史文化底蕴，还通过可爱、时尚的造型，

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的关注和喜爱。株洲博物馆可以借鉴故宫博

物院的成功经验，将自身的文物和历史人物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打造出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 IP 形象，从而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

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注重情感化设计，讲好文化故事

在株洲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形象的设计中，情感化设计是不可

或缺的一环。博物馆应深入挖掘文物和历史人物背后的情感故事，

将其融入 IP 形象的设计中，使 IP 形象具有情感共鸣和感染力。

通过讲好文化故事，让游客在欣赏文创产品的同时，能够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和情感价值，从而增强对文创产品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株洲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陵寝所在地、红色

革命老区、南方交通枢纽和中国老工业基地，博物馆可以充分利

用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情感化设计。例如，可以围绕炎帝

神农氏的历史传说和文化内涵，设计一系列以神农为主题的 IP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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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通过生动的形象和故事情节，展现神农的智慧和贡献，让游

客在欣赏文创产品的同时，能够深刻感受到株洲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民族自豪感。此外，株洲作为红色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革命

历史资源，博物馆可以挖掘这些革命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和感人故

事，将其融入 IP 形象的设计中，通过情感化的设计手法，让游客

在欣赏文创产品的同时，能够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通

过注重情感化设计和讲好文化故事，株洲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IP 形

象将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为博物馆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注入更多

的情感元素和人文关怀。此外，博物馆还可以通过举办相关活动，

如文化讲座、互动体验等，让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 IP 形象背后的

文化故事和情感价值，从而增强游客对文创产品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三）挖掘馆藏特色，创立 IP 形象

在株洲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形象的设计过程中，深入挖掘馆藏

特色是创立独特 IP 形象的重要途径。株洲博物馆拥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包括珍贵的文物、独特的艺术品以及丰富的历史文献等。

这些资源为 IP 形象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博物馆

应全面梳理馆藏资源，筛选出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文物或历史

人物作为 IP 形象的原型。通过对这些文物或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

和分析，提炼出具有独特性和文化价值的元素，如造型特征、图

案纹饰、历史故事等，将其融入 IP 形象的设计中。以株洲博物馆

主题展览“湘东风物”为例，其通过介绍湘东地区的传统生产习俗、

居家习俗、手工业、商贸、民间节庆、人生礼俗等，向观众生动

展示了湘东地方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与精神意境，传递着其传统

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感染力与凝聚力。在 IP 设计中，便可结合湘

东传统文化，挖掘其馆藏特色，如鱼漏、谭家榨油坊、曲辕犁等，

将这些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相结合，打造出既具有历史文化

底蕴又不失现代感的 IP 形象。如可以将鱼漏的传统造型进行抽象

化处理，结合现代审美观念，设计出既具有鱼漏特征又不失时尚

感的 IP 形象。同时，也可以将谭家榨油坊的传统工艺和场景进行

再现和创新，将其融入到 IP 形象的设计中，形成独特的视觉风格

和文化内涵。这样的 IP 形象不仅能够吸引年轻游客的关注和喜爱，

还能在市场推广中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博物馆还应加强与游客

的互动和沟通，了解游客对 IP 形象的期望和需求。通过收集游客

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和完善 IP 形象的设计，使其更加符

合游客的审美需求和使用习惯。同时，博物馆还可以利用社交媒

体等新媒体平台，加强与游客的互动和交流，提高 IP 形象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四）以材料为切入点，创新产品设计

在株洲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形象的设计中，材料的选择和运用

同样至关重要。通过以材料为切入点，可以进一步创新产品设计，

提升文创产品的品质和独特性。博物馆可以选用具有地域特色的

材料，如当地的木材、陶瓷、丝绸等，将这些材料融入 IP 形象的

设计中。这样不仅可以使文创产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还能通

过材料的质感和纹理，增强产品的触感和视觉效果。例如，可以

设计一系列以株洲传统陶瓷工艺为主题的 IP 形象，将陶瓷的质感

和图案与 IP 形象相结合，打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创产品。博物

馆还可以尝试运用新型材料和技术，如 3D 打印、虚拟现实等，为

IP 形象的设计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通过运用这些新型材料和技

术，可以打造出更加立体、生动的 IP 形象，增强游客的沉浸感和

体验感。例如，可以设计一款以株洲古代兵器为主题的 3D 打印文

创产品，将兵器的造型和细节通过 3D 打印技术精准呈现，让游客

在触摸和观赏的过程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魅力。博物馆

在选用材料时还应注重环保和可持续性。选择环保、可再生的材料，

不仅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还能提升文创产品的社会责任感和

品牌形象。例如，可以选用竹材、再生纸等环保材料，将这些材

料融入 IP 形象的设计中，打造出既具有文化内涵又环保的文创产

品。

三、结语

总之，设计创新、情感化表达、馆藏特色挖掘以及材料选择

与创新是提升文创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上述策略不

仅适用于株洲博物馆，也为其他博物馆在文创产品 IP 形象设计方

面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未来，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

游客需求的不断变化，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IP 形象设计也将面临更

多的挑战和机遇。因此，博物馆需要持续关注市场动态和游客需求，

不断创新和完善 IP 形象的设计，以推动文创产业的繁荣发展，促

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博物馆还应加强与其他

文化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文创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为文

化传承与创新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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