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2022 年第 5 卷第 12期 高等教育前沿

改革与实践

京剧 IP 形象设计研究与实践探究
刘名珏　孙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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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京剧 IP 形象同质化、设计方法单一化、群体

覆盖局限的问题，提出满足当 IP 形象下设计趋势的需求并优化 IP

形象设计流程。总结 IP 模式进行设计，提取京剧人物视觉元素并

梳理用户需求，以京剧贵妃为设计案例验证设计方法及流程的有

效性，实现京剧文化通过 IP 形象载体实现传统之外的独特魅力，

为相关类型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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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剧 IP 形象设计的背景及现状问题分析

（一）京剧 IP 形象设计的背景

在当今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里，众多新颖的文化产业出现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其中有一种新兴文化产业—IP，英文全称为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众多的学者对 IP 的解读是 IP 在一

个品牌中担任了传播形象，IP 通过设计展现出独特的品牌加深消

费者对品牌的印象。IP 主要是指在已有关注度、知名度的知识产

权进行多个领域或跨领域开发和建设文化产业生态，起到一个将

知识产权广泛输出给受众群体的作用。IP 形象设计是 IP 一个重要

的部分，形象又分为传统 IP、影视 IP、 动漫 IP 、商务 IP 等。传

统 IP 中京剧也是文化产业不可缺少的部分，京剧也是中华民族戏

曲文化中的瑰宝之一，也是我国文明历史演化汇集成的民族文化，

因其深厚的艺术底蕴，悠久的历史沉淀，具有代表性，被世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往京剧文化的传播以大

众传播为主，人际传播为辅的模式。有众多局限性，受众面较窄等。

随着 IP 文化产业的到来，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也给京剧的传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和改革创新的思路， 也给

京剧形象 IP 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个具有影响力

的 IP 不可缺少视觉呈现，也离不开“创新”一词。通过进一步通

过研究分析京剧文化，更深层次地挖掘京剧文化与 IP 形象结合的

点，在保留京剧的原本的精华进行融合，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

的可发展性和可行性，以 IP 作为文化的载体，起到向世界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作用。

（二）京剧与 IP 形象设计的现状问题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信息传播媒介换代更新，以往的受众群体老化，

过去的京剧主要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是以舞台、剧场为主的方式，

在现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节奏，导致京剧受众群体缩减，年轻群

体也匮乏与京剧文化的交流途径，并且京剧文化被部分群体打上

了“陈旧”“古董”的标签，京剧文化传承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京剧是具有自身兴衰规律，但可以采取改革创新 ，找到自身的定

位，做好传承的载体、方式和方法。

全球 IP 市场增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 IP 产业起步虽晚，

从 2020 年这一时期国内众多的互联网前沿企业开始布置 IP 全产

业链，例：泡泡玛特、腾讯、字节、网易等公司。中国本土化授

权 IP 数量占比首次超过美国，IP 的盈利点紧密相关的 IP 衍生品，

衍生品包括：手办、盲盒、模型、玩具等，据华经产业研究院统计，

2020 年衍生品市场规模为 295 亿元，增速为 44%，并预计 2023

年市场增长至 575 亿元（图 1）。以往国内 IP 因知识产权因相关

法规不完善，知识产权侵权盗版横行等，没有良好的产业生态。

IP 价值难以得到释放和盈利变现。2021 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出台

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擘画全面提升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的蓝图，在具体措施方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发布了《著作权法》细化工作细节，加大

以往 IP 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图 1《2022 中国品牌授权行业发展白皮书》IP 源属地及类型、被

授权商行业分布

IP 角色无论是从线上与线下都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些角色因

IP 形象设计向群体传达文化与情感，是产品与受众的桥梁，IP 形

象设计也是 IP 产业的驱动内核，在如今新媒体时代里许多人在各

种通信 app 里存储了各种 IP 表情包，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IP 形

象以多样的商业策略应用在各式各样的衍生品中。

《京剧猫》是首次借助京剧 IP 赋能得动画片制作，于 2015

年上映至今。剧情以猫为主角，借助京剧文化作为该部动画的核心，

以拟人 IP 形象设计将传统京剧元素进行了创新性的转变，采取独

特的动画形式去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增加了动画的可看性，同时

也开展了儿童受众群体的途径，在潜移默化地进一步培养了儿童

群体对京剧文化的兴趣，由此可见优秀的 IP 不可缺少文化内涵，

在京剧之前，优质的 IP 已经在动漫、影视、游戏领域以及衍生品

市场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热衷。目前京剧 IP 形象设计仍然以二维

平面为主，对青少年文化熏染途径没有脱离单一性，对不同年龄

受众群体的覆盖仍然较为局限。当前传统文化 IP，设计同质化，

缺乏文化感情共情，满足京剧相关的 IP 形象相关设计方法较少（图

2）。 

图 2《京剧猫》动画 IP 形象

二、京剧 IP 形象设计需求分析及京剧 IP 设计流程

（一）京剧 IP 创新需求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文娱行业潜力也在高速的发

展，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也逐步提速，但市场需求和用户需求也与

时俱进，照搬传统文化的创作方式是不具备感情黏性，同质化的

京剧 IP 形象设计是很难有持续性的发展。要努力摆脱单一的设计

方法、因循守旧的形式、赋能载体的局限，更深入挖掘京剧传统

文化，积极探索和创新京剧 IP 形象设计。

对于京剧 IP 形象设计创新需求可分为三方面，（1）文化需求：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78 Vol. 5 No. 12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改革与实践

和时代风采。”京剧文化作为我国国粹，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

脊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京剧内容和形式进行创

新，以 IP 形象设计研究来拓展京剧受众的范畴。（2）市场需求：

在现今互联网时代，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知不断加深，IP 产业的

价值深入地挖掘，IP 形象不限制于以往的品牌文化，应当在传统

文化领域里尝试，京剧由于其本身承载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具有

宽泛的知名度和情感黏性。京剧 IP 作为市场需求与传统文化国粹

的载体，应深入开发年轻群体的市场，以传统文化的身份取得用

户群体的认可。（3）设计需求：京剧 IP 形象作为传统文化向用

户群体输出端，京剧 IP 形象的创意想法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需要和

用户需求高度契合，进行深入去解析京剧文化含蕴的设计元素，

创新固然重要，但保留京剧元素所代表的涵义，规范的设计方法

和设计流程方向才能辅助设计师更加贴合京剧 IP 形象的构想。

（二）京剧 IP 设计流程

从现有京剧 IP 形象设计方法研究中发现，单一和模糊的设计

流程不利于设计师开展设计工作，也无法满足市场用户群体的设

计需求，通过市面销量较高并相对认可的传统 IP 发现，为了达到

能够良好地承载京剧传统文化元素的载体，研究针对市场设计需

求进行反向感知，感知不同年龄用户群体对 IP 类型的宽泛度，寻

找京剧 IP 形象与用户群体契合的点和文化认知，反复思考 IP 形

象设计与京剧形象载体的匹配度，为京剧文化与不同年龄段的群

体搭建有效文化输出的桥梁（图 3）。

图 3 京剧 IP 形象设计流程

三 . 京剧 IP 形象设计实践过程

（一）京剧表象元素构成分析

1. 京剧脸谱。京剧脸谱源远流长，脸谱也是京剧独有的特征，

样式类型十分丰富，京剧角色都有特定的面部装饰图案，同时京

剧演员通过脸谱向观众传递角色的神情样貌，能够帮助观众更深

入地了解京剧文化的内涵。京剧脸谱主要部分是由谱式和脸谱色

彩构成。京剧脸谱具有表达戏剧中人物性格、道德品质、社会地

位的功能。

京剧脸谱基本色：红、黑、蓝、绿、黄、紫、赭、白等，以

高比例的色彩纯度搭配为主，以互补色和对比色的结构形成夸张

对比，起到醒目突出的视觉效果（图 4）。

图 4 京剧脸谱色彩构成

京剧脸谱谱式：“整脸”、“三块瓦脸”、“十字门脸”、“碎

花脸”、“象形脸”、“歪脸”等。经过代代相传不断地革新优化，

形成了具有多样式、辨识度的样式，并演变出内涵、功能性直观

性的形态。京剧谱式以额头、眼窝、眉毛、脸颊、嘴角的纹饰图

案赋予角色表情与神态（图 5）。

图 5 京剧脸谱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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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剧服饰。京剧服饰的统称行头，行头里包括蟒、帔、靠、褶、

衣、云肩、盔头、靴鞋等，按照类别称为大衣箱、二衣箱、三衣

箱和盔头箱等。服装风格是以古代日常生活类，按照京剧角色身

份和行当来搭配，不受时代、地域和季节限制，在于京剧戏剧搭

配具有灵活性。受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熏陶，采用高纯度的色调

对比为主，部分运用互补色来调整视觉效果，不强调色彩过渡变化。

京剧服饰整体色彩追求单纯明快，讲求平面色块对比，富有装饰

的特点 [5]。京剧服饰色彩与纹样图案按照行当和人物特性来赋能，

使观众在观看京剧时更直观通俗易懂，可以根据京剧服饰颜色、

纹样图案辨识出角色的忠奸善恶。

（三）以京剧虎角儿为例的京剧 IP 形象设计应用

1. 京剧 IP 形象及衍生品基础定位。对于设计师而言，如何

创造出有符合当今设计趋势的 IP 形象，又有新颖，又保留文化内

涵，深入地发现“挖掘”京剧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元素，合理运

用现代设计手法将京剧 IP 形象与现今多元化载体相结合，因此要

找京剧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契合点。选取京剧人物形象中的具有代

表性的《贵妃醉酒》的贵妃为 IP 设计形象，依照京剧 IP 设计流

程设计方法开展设计实践与实证。首先，确定该款京剧 IP 聚焦在

14-35 岁阶段的用户群体，人群主要由学生和上班白领组成，对

IP 形象和延展的衍生品更注重创意新颖与深度体验感，可以接受

前沿的衍生品载体，也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基于 14-35 岁的群

体性质和京剧中具代表性的《贵妃醉酒》贵妃，设计目的是更好

地让用户群体对京剧有个更直观的了解，改进原有的传统京剧衍

生品体验感单一性、局限性等问题。

2. 京剧 IP 形象及衍生品设计实践。京剧贵妃角色带入京剧 IP

设计流程中，服饰元素中的头冠、云肩、彩绣蟒袍、彩鞋等元素

的京剧经典符号和京剧观赏性并被大众熟知。对应的内容 IP、产

品 IP、潮玩 IP、企业品牌 IP 模式可选择，由于这款京剧 IP 面向

群体是以 14-35 岁的青少年为主的，传统京剧 IP 写实风缺少新颖，

避免 IP 形象设计衔接生硬等情况，最终确认京剧贵妃 IP 形象采

用拟人 IP 手法，加强用户与 IP 形象间的情感交流，又符合当今

市场的设计趋势，通过实践验证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法流程的有效

性。将贵妃 IP 形象采用动物虎做介体，借助拟人手法进行融合，

契合了当今 IP 热门潮玩手办设计趋势，不同以往京剧传统的人物

形象。服饰部分设计中，不同于传统京剧人物服饰的复杂纹理、

图案、刺绣等，在保持原有的服饰特点特征上进行形状简约化，

采用带有弧度的圆角形状为主，整体感官上具有柔软温和性。色

调以高纯度对比色为主，使其京剧原本传统庄重的形象变得更具

有趣味性，更符合当下 IP 市场的设计趋势（图 6）。

图 6《京剧虎角儿》IP 形象设计流程

3. 京剧 IP 形象及衍生品设计输出。京剧虎角儿按照新设计方

法流程去选择载体设计应用，如图手办造型以平面图为蓝本，采

用三维软件进行处理，整体色调选择互补色作为主色场景，以简

洁大色块主导受众群体的视觉，以中国红为主色，在 3D 工程中施

加了漫反射功能，手办整体材质呈现出陶瓷、珍珠、布料的光泽

度质感，整体设计不仅有趣味性还兼顾创意性，还有艺术性，满

足用户群体的审美趋势、京剧传统文化传承 IP 市场需求和文化输

出桥梁，京剧元素与 IP 文化载体相结合。从京剧虎角儿效果图取

得的反馈很直观（图 7），京剧 IP 形象衍生品的设计方法在现代

IP 形象设计中具有可行性，京剧虎角儿设计效果符合预期。

图 7《京剧虎角儿》IP 形象效果图

四、结语 

IP 形象在生活中对人们的影响比传统文化本身更深入，更具

有持续性，更能与受众群体建立有效的文化桥梁。本文以京剧虎

角儿 IP 案例实践来引导设计师对 IP 形象设计有更深入的认知，

如何去将京剧文化转变具有服务用户功能的衍生品载体，通过体

验设计让不同年龄的用户简易地感知京剧文化，最终起到将我国

国粹京剧文化意蕴传承下去。

本文设计方法将设计 IP 形象的步骤和 IP 模式、IP 形象、IP

载体进行了整合，将京剧视觉元素进行归纳并构建京剧元素参照

库，尝试了传统京剧形象的转变，一方面为文化感知与用户设计

体验提供了新的思考提案，另一方面也为京剧文化 IP 方法论提供

了有效载体。后续研究工作的重点会放在京剧 IP 形象与用户如何

产生具有体验感的交互，IP 形象载体与其他传统文化的设计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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