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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内容为核心，提取、构建传统节日 IP 设计因子，并转化为形象设计应

用的新路径，以探索传统节日文化创新发展新思路，从而助力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创新发展。方法 分析

用户在节日活动时的具身认知发展特征，构建具身认知与我国传统节日 IP 设计关联的感知层、行为层

和情境层，转化为节日文化设计因子。以春节为例，利用春节的文化内容为设计来源，将具身认知理论

应用到春节 IP 设计及 IP 文创设计中。结果 围绕传统节日文化具身认知设计方法研究，开展我国传统

节日 IP 形象设计与 IP 文创设计实践。结论 基于具身认知视角下我国传统节日 IP 的设计研究，是建立

在我国人民对传统节日文化独有的情感认知下进行的，有助于探索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发展新路径，实

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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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Desig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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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tract and construct traditional festival IP design factors with the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culture as the core, transform them into new paths for image design application, explore new idea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and assist i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

tival culture.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embodied cognition during holiday activities were analyzed. A 

perception layer, a behavior layer, and a situational layer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holiday IP design in China were con-

struc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holiday cultural design factors. Tak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its 

relevant aspects,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was applied to the Spring Festival IP design and IP cultural and crea-

tive design. Embodied cognitive design methods for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were researched, and IP image design and 

IP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practices for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China were carried out.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tra-

ditional festival IP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is based on the unique emotional cognition of 

Chinese people towards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which helps to explore new path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

tional festival culture and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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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中

国人生活情感的共同表达。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上述决议可以看出，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

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推陈

出新，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1]。随着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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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改变、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媒介技术

的进步，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逐渐弱化。造成这一问

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外来文化冲击、市场创新性不足、

物质经济水平提高、节日内涵淡化、认同感缺失等[2]。

因此，为改善我国传统节日文化持续弱化、异化等问

题，通过具身认知法，根据用户感知觉认知、行为和

环境下的“用户思维”进行分析，提取节日文化设计

因子，进行传统节日 IP 形象及 IP 文创衍生产品的设

计。通过传统节日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将传统节日文

化与国人的情感世界连 起来，阐释中华文明的价值

观念，讲述、传播中国节日文化，在服务节日经济的

同时提升节日文化的认同感与节日氛围的感召力。 

1  我国传统节日 IP 发展现状 

1.1  我国传统节日 IP 发展现状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现代人生活方式、习俗、审

美，以及价值观发生改变，人们的消费形式从生存 
 

消费转向文化消费，以文化为核心的 IP 设计已然成

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随着 IP 概念的兴起，

各地纷纷出现以传统节日文化为设计核心的代表性

IP。例如，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兔年文旅 IP

“晋小美”；代表广西传统端午节的 IP“麽乜”；河南

省开封市朱仙镇发布的清明节 IP“清清”“明明”等。

这些节日 IP 的出现促进了大众对节日文化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目前现有节日 IP 进行整理，可以看出我

国传统节日 IP 设计研究还不够成熟，存在以下三大

问题。 

1）节日定位缺乏。节日 IP 设计原型或元素与节

日内容联系不紧密，无法体现传统节日文化的差异性

与多元性。 

2）没有准确的目标人群定位。IP 形象与用户需

求不吻合，用户黏性弱。 

3）形象设定不饱满。节日 IP 形象设计停留于视

觉层面，角色缺乏性格喜好和情感认知的设定，缺乏

生命力和情感。传统节日部分 IP 设计现状见表 1。 

表 1  传统节日部分 IP 现状 
Tab.1 IP statu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IP 形象名称 节日定位 目标人群 设计原型 详细设定 衍生产品 

麽乜 端午节 广西人民 民间工艺“麽乜”  挂饰、香囊等 

年娃、春妮 春节  金童玉女  纪念邮票、海报等

唐小妹 清明节、端午节  唐代女乐俑 角色、性别、爱好等 盲盒、手办等 

晋小美 春节  中国元素  表情包等 

清清、明明 清明节  开封朱仙镇木版画年娃娃  玩偶等 

 

1.2  传统节日文化产品设计研究现状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索传统节日文化

的创新设计方式。例如，王馨欣[3]提出春节习俗故事

与符号图案为主的衍生品资源系统，为设计和开发具

有真正年味的春节衍生品提供发展思路。李静[4]运用

感知分析法和递进法形成春节文化的系列创意图形

进行设计，并应用实例证明了其可行性。高宝宝等[5]

提出端午节 IP 形象多感官商品化与媒体互动传播效

应，对节日 IP 形象的应用与传播提出了新见解。王

伟伟等[6]使用 F-AHP 和熵权法提取出关键文化设计

因子的再设计，以优化节日文化产品设计过程。 

综上所述，传统节日文化产品在设计方法、理论、

实践等领域已经有了初步研究，但在传统节日 IP 形象

设计及衍生品开发方面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在设

计学领域引入具身认知理论，为传统节日 IP 设计开辟

新的视角，完善传统节日文化的设计方法与理论基础。 

2  我国传统节日 IP 设计方法阐析 

2.1  具身认知概念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在《知觉现象学》

一书中提到身体是嵌入世界的，就如同心脏嵌入身

体，身体、知觉、世界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整体[7]。

由此可知，具身认知注重认知活动中感知觉体验、行

为活动，以及周边环境带来的认知。认知的具身性主

要体现在：（1）认知受到身体物理属性的限制；（2）

认知是具身的，是身体在环境中不断适应的过程[8]。

身体参与认知的过程至少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

个层次。 

1）身体感官认知与本体感觉参与核心认知,构成
了具身认知的微观层。在具身认知微观层主要强调身
体内部的感觉通道,基于神经传导参与核心认知加工
过程。除了基本的感知觉,如视觉、触觉、味觉、嗅
觉、听觉,本体感觉等也都可能会影响高级认知加工
活动。而获得的感知觉反馈则形成了主体对其身体的
意识[9]。 

2）肢体行为及表情系统参与核心认知,构成了具
身认知的中观层。躯干是指整个躯干的感觉运动状
态，如：坐、站、行等姿势；身体伸张或收缩等状态。
面部表情属于一种特殊动作表现,五官情绪的不同，
可能会对认知活动和心理过程产生影响。 

3）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参与核心认知，构成了
具身认知的宏观层。在时间上，自然环境的季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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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特征等可能会塑造人类的认知活动。在空间上，
环境空间的大小及视野宽窄、垂直和水平空间的特征
及遮挡关系等，这些外部空间环境也可能影响人的核
心认知活动[10]。具身认知层次见图 1。 

 

 
 

图 1  具身认知层次 
Fig.1 Embodied cognitive level 

 

2.2  传统节日具身认知层次 

在认知心理学中，一般借助命题符号信息加工模

型来加工概念及隐喻。在这个模型内，认知过程与计

算机的工作流程类似，都是使具体的信息通过加工处

理以产生抽象符号。在对认知进行加工的过程中，通 
 

过身体的感知觉与行为，经外在环境的刺激进行加

工，从而形成相应的记忆系统，并被转化成抽象符号。

这些抽象符号通过大脑的相关区域进行加工。由于认

知来源于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在抽象概念的

加工过程中，人的感知行为认知会受到来自这种加工

过程的影响。 

本文将具身认知分为感知层、行为层与情境层三

个层次。其中，感知层是指用户在感知觉认知下，将

文化元素转换为五感元素，由此得到的最直接的外在

表达；行为层是指用户具体的肢体行为，分析用户在

不同风俗行为场景下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获得对

事物整体的认识；情境层则对应用户与社会文化之间

的情感认知，以建立情感关联。文中所指具身认知方

法下的 IP 设计是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对传统节日内容

的分析，针对传统节日文化内容，通过具身认知三层

次策略，形成提取、表达、创新的设计过程。将传统

节日文化以现代设计的表达方式进行构建，挖掘核心

文化内涵，实现传统节日与文化 IP 形象的融合创新，

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传统

节日具身认知层次见图 2。 

 
 

图 2  传统节日具身认知层次 
Fig.2 Embodied cognitive hierarchy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2.3  传统节日 IP 具身认知模型 

我国传统节日 IP 形象以具身认知为视角进行设

计研究，即运用具身认知理论，实现传统节日文化对

用户感官认知、身体行为和情感的研究所反映的视觉

意向表达，合理地分析用户的行为，了解其最直观的

需求并达到设计目的。通过构建传统节日文化内容体

系，对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内容不断地挖掘，按照物质

文化、风俗行为及意识形态整合传统节日文化资源，

并且与具身认知层级中的感知层、行为层、情境层对

应。分析用户在节日中的感受、行为、情感，提取传

统节日设计因子，从视觉角度，延伸到身体和意识，

从而由表及里地感知节日文化。将传统节日元素三个

层级的内容进行提取转化，使文化设计因子成为 IP

形象和 IP 产品设计构成的视觉元素。一方面，用户

凭借对传统节日文化内容的理解与认知，对传统节日

文化内容产生相应的感知抽象信息，从而提取对应用

户偏好的设计因子；另一方面，通过把 IP 赋予的造

型、色彩、环境、情感等作为表达，让文化 IP 所传

达的美学、使用价值等意义增添产品文化内涵。用户

在感知体验传统节日 IP 时，通过其外在形象、体验

环境等获取传统节日 IP 的感受，从而加深自身的记



第 45 卷  第 2 期 刘鑫，等：基于具身认知的我国传统节日 IP 设计研究 447 

忆系统，促进对传统节日的认知，进而不断产生新的

传统节日设计内容。传统节日 IP 作为传统节日文化

的载体，是链接传统节日文化与用户的桥梁，用户和

IP 之间通过身体的感觉通道、运动通道进行互动，形

成感知觉经验和运动经验，从而使用户认知并体验传

统节日文化。这种体验是基于具身的，有助于用户对

传统节日文化产生情感共振。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下的

IP 设计，为用户带来从感知层到行为层并升华至情境

层的设计，从而满足用户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和情

感需求[11]。传统节日 IP 具身认知模型见图 3。 
 

 
 

图 3  传统节日 IP 具身认知模型 
Fig.3 Traditional festival IP embodied cognitive model 

 

3  基于具身认知的传统节日文化 IP 设计方法 

具身认知通过感知层、行为层与情境层对传统节

日文化展开研究，具体如下。 

1）外在美感是消费群体对 IP 形象所产生的直观

性感受，具有美感与新意的 IP 形象能快速吸引目标

群体的注意，进而引发目标群体继续了解并产生购买

欲望。传统节日 IP 需要承载消费者的审美需求，需

要强烈的美观性。例如，三星堆推出的摇滚乐队盲盒，

从古蜀人用音乐沟通天地的方式中汲取灵感，结合现

代潮流文化，让青铜人像化身为摇滚乐队队员，运用

大胆的色彩系统和外在形态吸引受众的视线。 

2）通过来源于“生活中的细节”，如具有丰富的

肢体动作及表情系统的文化 IP，辅以拟人化的行为动 
 

作，以增加消费者的共情力。例如，微信表情包中的

知名 IP“条鹅”。它的形象定位是一条没有梦想、日

常喜欢依靠戏精本质说服自己的“白憨憨”。该 IP 用

丰富的、反映用户日常生活的“鹅设”表情包来表达

其生动的拟人化行为与性格特征。 

3）在 IP 设计的过程中，情感要素是提高用户愉
悦性最直接的设计要素，不但需要与消费者产生价值
观的连接，还需要将文化元素与时代特征、生活故事、
情感记忆相结合，对文化内涵不断解读与重塑，构建
起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共鸣。例如，“唐宫夜宴”IP，
其服饰与妆造均采用唐三彩配色，在外形上复刻唐
俑，将进宫参加夜宴表演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重
现了盛唐风采。大众通过“唐宫夜宴”IP 所传达的信
息而产生认知，从而与 IP 发生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IP 具身认知体现案例见图 4。 

 
 

图 4  IP 具身认知体现案例 
Fig.4 Examples of IP embodie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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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感知层设计因子提取 

在具身认知时，身体的各个器官会在感知外界事

物后，将产生的信息传输到大脑。同时，人的大脑会

处理信息，形成感知层次的具身认知[12]。传统节日感

知层主要指的是大众对传统节日物质文化的感知，包

括视觉、触觉、听觉、嗅觉与味觉这五感，以及本体

感觉。但在这几种感知中，视觉是人最重要的感觉，

人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最为丰富也最为强烈的。 

本文以传统节日——春节的 IP 设计为例，提取

春节视觉信息，以物质外形与色彩系统内容为主，对

春节设计因子进行提取。针对外形的提取能够使大众

直观地认知春节所具有的外显特征，而作用于人视觉

心理的色彩则可以表达大众的情绪、性格、文化、感 
 

受等[13]。在对文化 IP 的造型、配色等进行设计活动

时，需要根据时代背景和审美情境的不同，不断进行

重构与创新。设计师需要深入研究用户的审美规律，

将蕴含审美规律的外形、色调与文化内涵相融合，从

不同维度体现传统节日 IP 的审美价值，满足当代消

费者的审美需求。 

通过提取设计因子，将春节信息以可视化的形式
表达出来，利用视觉认知的方式，满足用户的审美与
文化需求。文化内容需要转化为符号才能使用。将春
节物质文化进行分类，根据分类提取出最典型的代表
性视觉内容。例如，对春节文字纹样、代表人物特征
及色彩等信息进行提取，将春节可视化内容转变为感
知层视觉设计因子，通过设计转化的方式进行 IP 形
象表征设计。春节文化感知层设计因子提取见表 2。 

表 2  春节文化感知层设计因子提取 
Tab.2 Extraction of design factors for perception layer of spring festival culture 

分类 代表内容 外形因子提取 颜色因子提取 

植物 桔子、兰花、桃花…… 

 

红色、粉色、绿色 

动物 狮子龙、麒麟、凤凰…… 
 

黄色、红色、青色 

食物 饺子、汤圆、鱼…… 

 

黄色、白色 

人物神祗 土地神、灶王爷、财神…… 
 

黄色、红色、绿色 

神话故事 年兽、接财神、祭灶王…… 

 

黄色、红色 

文字纹样 吉祥文字、吉祥纹样、红包…… 
 

 

红色、黄色 

古代/现代作品 剪纸、对联、中国结、年画、灯笼……

 

红色、黄色、蓝色 

 

3.2  行为层设计因子提取 

信息在大脑中形成记忆认知，通过大脑处理后使

身体产生行为活动，最终形成所处环境中行为的具身

认知。不同动作、状态会影响认知活动和心理过程。

行为层的具身认知包含节日所对应人的肢体行为和

面部表情系统两个部分。肢体行为包含人和环境交互

时的动作、姿态，面部表情系统包含人脸各部位的变

化。在针对受众行为操作开展相关设计时，需要符合

受众的记忆或以往身体行动经验的认知。节日的一 

大特征就是大众的行为认知偏好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例如，春节习俗有贴对联、放鞭炮等。身体需要感知
行为与环境交互时产生的信息，或被大脑支配产生行
为动作。例如，人在见到好吃的食物会产生“馋”的
表情与动作；在收到礼物或者祝福时会产生“开心”
的表情与动作等。在春节的行为层中，着重于对其行
为动作与面部表情设计因子的提取，以构建动态设计
因子。将动态设计因子以角色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
在视觉设计过程中呈现，从而增加春节 IP 形象动态
上的视觉效果及人格化特征 [14]。而具有独特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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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拟人化、可塑性与生命力的 IP 形象，能够丰
富节日 IP 形象的表达方式并强化其专属性。传统节
日行为层设计因子提取见表 3。 

 
表 3  传统节日行为层设计因子提取 

Tab.3 Extraction of design factors for traditional  
festival behavior layer 

来源 代表行为 动作形态提取 代表情绪 面部表情提取

贴春联 

 

开心 

生活

方式 

拜年 

 

难过 

社会

风俗 
舞龙灯 

 

馋 

放鞭炮 生气 

情感

表达 

挂灯笼 调皮 

 

3.3  情境层设计因子表达 

具身认知的情境层会由事物刺激从而唤起以往

的认知，它是识别、再现大脑中的经验后所产生的心

理情感活动，且所在自然环境、地域文化价值观念、

传统习俗等均可能影响人的情境层认知加工。知觉符

号理论认为，在具身认知的三层次中,大众所在的宏

观环境变化速度最慢。当被抽取对象在自然和文化环

境具有同质性的情感背景前提下,情境层认知活动的

具身效应具有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大众对春节文化具

有相同的情感认知，通过对春节情感进行延展塑造，

用户在受到春节文化的环境、记忆、隐喻等的影响后，

对春节 IP 形象再次产生诠释与推断活动是一致的。

在具身认知情境层下的节日文化，与概念隐喻是相关

的。身体作为隐喻的基础，隐喻的建立与人们的身体

感知觉行为、个体经验等元素紧密关联。传统节日利

用具体的身体体验所产生的经验形成身体图式，通过

身体的认知经验与抽象属性的映射，以此实现具身的

情感感知和体验，从而完成对抽象概念的理解[15]。举

例来说，当人在体验春节文化时，将会激活与春节有

关的多通道感知觉与行为动作，如感受到“辞旧迎新”

“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等知觉和行为符号，并按

照认知框架在头脑中整合以完成对春节文化的理解。

利用情境层隐喻，通过大众对春节文化无意识与信念

所形成的“情结”，结合受众的经验和人文环境，利

用消费者对春节的情感认知，从而与 IP 产生情感共

鸣，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进行交流互动并迅速地

建立情感关联。传统节日文化情境层设计因子表达

见表 4。 

 
表 4  传统节日文化情境层设计因子表达 

Tab.4 Design factor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context layer 

意义 代表元素 情境因子提取 

鲤鱼、桔子、柿子、

元 宝 、 财 神 、 铜

板…… 

年年有余、好运连

绵、万事如意、 

财运等吉祥含义 

贴春联、贴“福”、

放花灯、放鞭炮、挂

灯笼、贴窗花…… 

吉祥祈愿、驱邪避

凶、审美活动 

穿新衣、除尘、守

岁…… 
辞旧迎新 

利 用 谐 音 法 、

象 征 法 表 达 大

众 对 美 好 事 物

的永恒追求 

汤圆、年夜饭、饺

子…… 
团圆 

 

3.4  传统节日文化 IP 形象设计实践 

基于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因子

的提取能够更好地对应消费者的认知需求，使消费者

与传统节日文化下的历史背景、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

等文化母体内容产生联系，增加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

粉丝基础，提高文化资源的传播度。经过用户认知偏

好所筛选的感知层、行为层和情境层的传统节日 IP

设计因子，通过重组、发散、联想等设计方法转化为

具有延展性、文化性、情感性等功能的传统节日 IP

形象。传统节日 IP 的设计利用多元转化与大众达到

情感联结，在具身认知的作用下，将传统节日文化内

容在感知层、行为层和情境层融为一体、相互作用，

以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下文主要

通过春节“年小圆”IP 形象的塑造和春节 IP 文创设

计两方面进行阐述。具身认知下的传统节日 IP 转化

路径见图 5。 

4.1  春节“年小圆”IP 形象塑造 

通过上文应用具身认知提取用户在春节时期感

知行为特征，对春节吉祥元素进行转化，将得到的词

汇进行整理筛选。根据具身认知下的春节形象及衍生

品用户调研可知，用户在所提取的春节文化层次因子

中通过感知偏好的筛选，对“年小圆”IP 形象进行设

计。“年小圆”IP 设计路径见图 6。 

根据大众对春节的情感认知，将春节 IP 命名为

“年小圆”，在提升特有文化属性的同时，也象征团

圆的寓意。运用用户需求筛选的春节文化设计因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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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具身认知下的传统节日文化 IP 形象转化路径 
Fig.5 IP imag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under embodied cognition 
 
 

“年小圆”进行设计。在感知层上，通过对节日符号

外形、色彩元素的提取进行 IP 视觉设计。以灶王爷

形象为“年小圆”IP 的设计原型，利用“火”的符号

突出其身份信息，再将春节常见的“金元宝”“福”

等元素与春节红、黄、蓝等色彩符号进行结合，使人

直观感知传统节日的显著特征。在行为层上，提取春

节“送财”与“送福”的肢体行为与“开心喜乐”的

面部表情对春节属性进行表达，通过行为动态赋予

“年小圆”开朗、友善与慷慨的独特个性，以提升用

户文化需求的获得感。而与用户相似的行为与人格化

特征促使用户与节日 IP 能够产生持续的共鸣。在情

境层上，通过物态视觉元素和动态视觉元素的展开，

分析大众的审美取向，通过“年小圆”形象中隐喻的

团圆、财运、福气等内涵表达大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增加用户对“年小圆”IP 的情感依附。“年小圆”IP

形象及平面三视图见图 7。 

4.2  春节“年小圆”IP 文创设计 

强延展性是 IP 的一大特性，通过对独特内涵故

事的 IP 进行赋能，可以做出许多具有延展性的内容，

文创产品设计就是其中之一。利用节日 IP 形象进行

IP 文创衍生设计，可以持续为节日 IP 提供创新设计

的活力，通过不断的设计组合，形成更多新的产品。 

 
 

图 6 “年小圆”IP 形象设计路径 
Fig.6 Design path for IP image of "Nian Xiaoyuan" 

 
图 7 “年小圆”IP 形象及平面三视图 

Fig.7 IP image and plane view of "Nian Xi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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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小圆”IP 文创产品设计以节日专属性为产品定

位，选取红包、礼品包装和春联等与春节相关的生活

用品为载体，在贴近大众生活的同时赋予产品实用

性、功能性及春节属性，从而满足大众精神文化的需

求，给人们带来生活的便利与文化归属感。“年小圆”

IP 系列文创设计见图 8。 
 

 
 

图 8 “年小圆”IP 系列文创设计 
Fig.8 "Nian Xiaoyuan" IP seri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除此之外，传统节日 IP 的发展还需具备设计扩

容的能力。设计扩容能够帮助 IP 实现多元价值的转

化，结合新媒体技术与新媒体平台，使 IP 发展与现

代生活融为一体，借助网络优势，不断开发创新性的

文化产品，使节日 IP 突破文化圈等原有维度，实现

跨界发展，不断在不同的领域找寻符合自身的发展特

征，持续为节日 IP 注入生命力。 

5  结语 

基于具身认知视角的传统节日 IP 形象设计研究，

拓展了具身认知的应用范围，是对传统节日创新发展

新路径、新视角的尝试。本文通过具身认知的感知层、

行为层和情境层对传统节日内容进行转化，结合现代

审美，在保留春节特有文化属性的同时，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节日 IP 形象。通过具身认知理论的融入，

激发了传统节日 IP 的活力，开拓了传统节日 IP 产品

的设计思路，唤醒用户对传统节日深层次的情感认知

与共鸣，改善了传统节日弱化、异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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