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71 

基于中医药文化 IP资源整合的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创新 
马滢 

（1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健康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2046；2陕西国际商贸学
院  陕西西安  712046） 

摘要：以中医药文化 IP 资源为依托，中医药文化品牌在传播中可以在创意产品、广播影视、动漫游戏、旅游餐饮、体育演艺、
养生康复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条中医药文化产业链，将中医药文化品牌塑造与 IP 资源的有效融合，既是顺应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时代发
展潮流，也是符合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应对现今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的必要之举。
诚然，陕西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IP 资源，中医药文化以传统文化元素与核心价值内涵为依托，其中有待开发的中医药文
化 IP 资源中的潜在转化势能，对于塑造中医药文化品牌创新有着十足重要的作用，也能够在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传播的过程中创造
出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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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IP resources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he cultural bra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ansmission can be form a 

cultural industry chain in creative products,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animation games, tourism catering, sports performance, health rehabilitation and 
other fields.To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formation cultural bra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P resources, Not only keep up with the trend of the 
era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in line with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is also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deed, Shaanx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ontains rich cultural IP resources, which are 
based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core value connotation. The potential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in the IP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o be develope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br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t can also create 
greater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process of brand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Shaanxi. 

 
伴随着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不断发展，在中医药文化资源整合以

及产品研发的基础上，中医药文化品牌的创新传播也是应予以关注
的领域。而在中医药文化品牌的塑造传播中，中医药文化 IP 资源的
有效挖掘与利用也能够起到重要的助力作用。所谓的中医药文化 IP 

髙是指具有 辨识度、自带流量以及较强的变现能力，能够商业化的
中医药文化符号。具体而言，以中医药文化 IP 资源为基点进行延伸，
从而使其发展成同时具备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文化资源主体，并
由此产生全产业链条，打造系列衍生产品。诚然，陕西中医药文化
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IP 资源，中医药文化以传统文化元素与核心价
值内涵为依托，其中有待开发的中医药文化 IP 资源中的潜在转化势
能，对于塑造中医药文化品牌创新有着十足重要的作用，也能够在
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传播的过程中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以中医药文化 IP 资源为依托，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在传播中可以在
创意产品、广播影视、动漫游戏、旅游餐饮、体育演艺、养生康复
等各个领域形成完备的中医药文化产业链，将中医药文化品牌塑造
与 IP 资源的有效融合，既是顺应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时代发展潮流，
也是符合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应对现今疫情防
控背景下的陕西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的必要之举。 

在中医药文化品牌传播上，创新能力是核心价值所在。一方面，
从内部发展上来看，长期以来，陕西中医药文化产业产品缺乏自主
品牌和与时俱进的理念，将重点放在中医药文化工艺品、装饰品等
产品的研发上，具有市场价值力的中医药文化品牌创新传播不足，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产业规模
小、集成度低、社会影响力小的困境。同时，应对时代发展契机和
挑战的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传播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将中医药文
化元素融入各产业集群，创新中医药文化品牌发展的新模式。另外
一方面，从外部竞争上来看，不少省份也力推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中医药产业+旅游+养生”融合发展，并通过新技术和新手段
不断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如江西以“中国最美工厂”集聚中医药产
业发展要素，延伸和完善中医药产业链；湖南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积极推动中医药文化创意与科技、制造、旅游产业融合；湖北做大
做强“李时珍品牌”，在人才培养、产业集聚、服务模式、加强科
研、创新机制等多个方面发力，抢占大健康产业高地等，这些无疑
也都对陕西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因而，为应对
现今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面临的内外发展困境与问题，结合调研情

况，如下图所示，针对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影响力缺失，品牌传播
创新不足及传播联动机制欠缺等问题，基于中医药文化 IP 资源整合
的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创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借助于文化 IP 的打造进行中医药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充分挖

掘与地域文化有效融合的中医药文化要素，凸出秦医秦药秦地秦史
的独特性，在梳理陕西中医药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以名家医方，道
地药材，文化历史，地域特色等要素为先导进行文化 IP 的打造。借
助于文化 IP 符号的搭建与传播，在此过程中并行资源整合与产业融
合的双重目的。陕西省内坐拥西安、咸阳、铜川、榆林等国家级历
史文化、养生文化名城，中医药文化资源丰富，传统医学积淀深厚，
蕴含在医疗文化、养生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中的可待挖掘的
文化 IP 资源内容多样化，因而以诸如国医大师 IP 打造的文化符号
为先导，集合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会展、旅游、餐饮等领域
的功能体验与产品消费的中医药文化 IP 内容生产，在中医药文化服
务与价值消费领域打造出具有陕西风格和特色的中医药文化品牌，
打通中医药文化产业在种植、研发、质检、流通、服务、文创、旅
游、消费等领域的产业延伸，形成陕西中医药文化的产业集团，从
而促进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创新。 

面对现今互联网+方式的普及，以及中医药文化在传播中表现
出的时代性特征，尤其是文化 IP 符号在进行产业链条延伸的过程
中，都需要借助于符合当下审美趋势和呈现形式的传播方式。关注
近些年来陕西在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常见如铜川、榆林等
城市推介中医药文化节等活动，而诸如文化节、论坛展会的方式，
一方面是存在特色资源整合不足，中医药文化产业开发浅表，另一
方面，较为单一的传播方式对于当下中医药文化传播受众群体的传
播偏好缺少考量。甚至在陕西省内缺少建设和展示中医药文化的大
型展馆载体，除陕西中医药大学的陕西医史博物馆外，集中展示的
平台欠缺，因而也就无法与陕西中医药文化资源整合、产品研发乃
至品牌创新之间形成有效的联动，在宣传推广传播具有地域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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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医药文化中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影响和文化引领。而实际
上，互联网+中医药文化的形式下，陕西中医药文化遗迹、中医药
老字号、中医药文化活动等可以焕发出更多的生命力与传播力。具
体而言，以互联网+中医药文化旅游为例，在依托具有陕西特色的
中医药文化 IP 的基础上，结合秦岭中医药生态资源，打造点线面相
结合、串联区域与城市的中医药文化旅游路线，形成陕西中医药文
化旅游的大文化景区，同时，借力互联网+的体验模式和传播方式，
新媒体、短视频、VR、元宇宙等潮流要素的嵌入，强化陕西中医药
文化品牌创新。 

再者，打造精品中医药文化产品的过程中，也应注重中医药文
化品牌营销模式的革新。如创作研发与陕西中医药文化相关的文
学、艺术、影视和科普产品；打造具有陕西地域特色的中医药文创
产品，利用陕西中医药文化科普平台、陕西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及
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进行要深入挖掘，加强对陕西中医药文化资源
的开发利用，革新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的营销观念和创新机制。同
时，将中医药文化 IP 的产业开发模式作为先导，充分发挥文化 IP
资源的转化势能，把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活动的内涵进行延伸，将学
术交流向主题活动转变；将参与主体的规模进行丰富，把政府机关、
经营企业、中医教育、科研机构、名医品牌等与中医药文化产业发
展领域相关的多主体进行广泛吸纳，将中医药文化活动变为集产学
教与文化体验、产品消费紧密关联的结合体。与此同时，在以中医
药文化 IP 资源整合为基础的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培育上，加大对中
医药文化研究的政策倾斜和经济投入，充分发挥政府主体的引导和
支撑作用，利用品牌营销革新的探索也有利于寻找中医药文化产业
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推进的有益路径，
以中医药文化品牌的市场运营实现以品牌促进产业规模、拓展市
场，助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多重效益

并行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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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对短视频传播的功能研究视角主要表现在价值传播、
维权工具、营销推广等方面，影响面较为广泛。学者们聚焦短视频
对特定价值理念、价值标准的传播功能，研究其引导价值取向的过
程和影响，完善短视频承担价值传播的评估标准及可能的影响因素
等。Qijin Cheng 认为 YouTube 预防自杀视频对观众的自杀预防知识、
态度和行为均产生了积极的感知变化，并为未来评估类似合作形式
的研究提供借鉴。Emiliano Treré等学者认为基于短视频的社交媒体
平台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抗议商家的新方式，以提供消费者视
频行动主义的生动画面，成为消费者、企业、自媒体、主流媒体和
公众之间复杂互动的混合动力。 

三、国外短视频的研究趋势 
国外短视频研究逐步尝试结合其他领域的理论进行跨学科研

究，比如社会学、营销学、管理学、军事学、政治学、教育等，展
现出与其他学科相交叉、共发展的积极态势，助力更多学术研究的
深入和学术议题的解决。同时，与其他领域学术议题的碰撞和分析
范式让短视频的研究视角更加系统和多元，并为短视频及其应用的
发展注入了活力。理论研究在不断深入挖掘短视频背后的社会文化
因素，如短视频上瘾的心理机制、短视频导致的数字代际问题等，
展现出深层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无限潜力。 

随着技术革命的迭代创新，传播方式、传播形态等都在发生着
快速变化，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平台把技术应用到传播中来，改变着
短视频的传播实践，因此短视频研究中注重结合前沿传播技术，针
对应用中涉及的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5G、算法、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情感分析、行为识别等进行开展，并广泛将技术手段应
用于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中，成为当前较为热门和新颖的学术议
题。 

随着社交、资讯、电商等领域纷纷采用短视频作为内容的展现
方式，短视频与其他产业的联合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短视频作为新

兴文化产业，在电商行业、数字经济等正在快速成型的全新的全产
业链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聚焦短视频的行业生态及产业联合发
展情况，对多种平台的长远发展研究不断做出深入剖析，对完善现
有的短视频产业研究体系和指导短视频产业创新发展实践工作都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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