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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视野下惠山泥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IP形象设计
探究

淳于卜丹，宋晓利*

江南大学，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研究期待视野理论下的惠山泥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IP形象设计，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的推广和应用方式，挖掘惠山

泥人的时代价值，对实现惠山泥人文化振兴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探究“期待视野”下惠山泥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IP形象设计

的实践路径，研究总结惠山泥人题材表现、造型特征、色彩表现的艺术特点，基于期待视野理论，从受众角度出发，分析年轻接

受群体的“期待视野”，审视艺术作品的创作思路，总结和筛选出符合受众对文化 IP形象的情感需求和审美喜好，研究构建“期

待视野”在惠山泥人 IP形象设计中的融合路径。基于期待视野理论进行惠山泥人 IP形象设计具有可行性，这主要要求形象设

计符合接受群体的审美需求且不失惠山泥人文化特色，弘扬地域文化特色，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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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IP Image Desig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uishan Clay Figurine under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CHUNYU Budan, SONG Xiaoli*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IP image desig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Huishan clay figurine under the theory

of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methods for promoting and applying the ICH, and dig out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s,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 culture. The practical pathways of ICH IP image design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theory are explored and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s in terms of thematic representation,

stylistic features, and color expression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theory, from the audience's

perspective,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of the young audience is analyzed,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artistic works is surveyed, the

emotional needs and aesthetic preferences of the audience for cultural IP images are summarized and filtered, and the integrative

pathway of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in the IP design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 is studied and constructed. It is feasible to design IP

image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 based on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theory is feasible. This primarily demands that the image

design aligns with the aesthetic demands of the audience while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s,

promoting regional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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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非物质文化

遗产惠山泥人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代表之一，历史

悠久、盛极一时，生动展现无锡民俗民风和老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承载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高尚的艺

术价值。IP形象设计形式具有独特个性和情感共鸣，

能够广泛吸引受众的关注和喜爱，而数字化媒体平台

为 IP形象的设计和推广提供广泛的空间和渠道。在

国家建设文化强国大背景下，运用 IP形象设计与惠山

泥人传统艺术相结合是将古为今用的有效手段，同时

以“期待视野”理论支持，兼顾受众的内在需求和期待，

创造出受众群体喜闻乐见的惠山泥人 IP形象，不仅增

强受众对惠山泥人文化的认知和喜爱，且有助于推动

惠山泥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山泥人文化解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山泥人，作为无锡地区

独特的民间手工艺品，承载着无数劳动人民的辛勤付

出与精神传承，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惠山泥人不

仅融合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元素，更独具无

锡地域的艺术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

（一）题材表现

惠山泥人作为一门悠久的传统艺术形式，受到江

苏无锡惠山地域风貌、民俗风情和艺术审美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题材种类丰富多样，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

涵，呈现一幅绚丽多彩的文化画卷。惠山泥人的题材

主要包括5个方面（见表1）。

第一，人物题材在惠山泥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其中作品《大阿福》尤为经典，大阿福手抱青饕，

通常以成对的形式出现，服饰上常饰以牡丹等吉祥图

案，寓意百姓对平安幸福、祛病祛灾的美好祈愿。通过

生动的形象和富有寓意的服饰，将群体的愿望以形式

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深受人们喜爱。

第二，动物题材也是惠山泥人不可或缺的一部

表1 惠山泥人题材表现特点

题材

人物题材

动物题材

传统题材

民间故事人物

节庆和神明形象

代表作品/作者

《大阿福（清代）》 《大阿福》喻湘涟 王南仙《大阿福》高标

《蚕猫》 《春牛》 《虎（民国）》

《关公骑马》周金根，丁仲芳《负荆请罪》丁阿金《十二丑角》喻湘莲，王南仙

《三个和尚》池志坚 《东方朔偷桃》蒋晓云《鲁智深》章尧南，陈淡珍

《荷花仙子》曹燕波，钱惠琴《百花仙子》王国栋 《钟馗》张炜农

特征

描绘历史人物、民间英雄和百姓等形象

形象强调生动可爱、幽默趣味性

戏曲角色的神韵和故事戏剧性

描绘民间故事、四大名著和寓言

描绘传统节庆和庙会的神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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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主要包括龙、凤凰、家禽以及各类野生动物等。如

作品《蚕猫》（图片摘自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传说

泥猫是镇鼠之宝，寓意保护蚕桑、祈求丰收的美好愿

望；作品《春牛》（图片摘自微信公众号文化养老），象征

田地丰收、幸福祥瑞的吉祥寓意。

第三，传统戏剧角色是惠山泥人特色。以“手捏戏

文”为代表，通过精湛技艺、细腻表情和惟妙惟肖动作，

将戏剧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作品展现戏

曲艺术的独特魅力，也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第四，民间故事人物题材，是艺人们通过塑造经典

的人物形象，将传统故事和传说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呈

现给观众。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让人们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和深度。

第五，节庆和神明题材，通过对传统节庆的致敬和

神明的尊崇，将惠山泥人与文化传承、信仰表达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也为我

们提供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历史和信仰的途径。

（二）造型艺术

受黑泥制作材料的独特性以及题材表现的限制等

多重因素影响，惠山泥人在制作流程和精细程度方面

呈现出显著区分，主要体现在形态表现、细节处理以及

艺术风格等方面。据此，惠山泥人主要可划分为“粗

货”与“细货”两大造型艺术类别（见表2）。

粗货造型艺术采用中国写意画的方法。以夸张、

简练的手法刻画，常常达到意到笔不到的境界[2]。通

过模具精心压印黑泥底坯，待其阴干后，再施以色彩鲜

明、线条强烈的彩绘手法进行精心制作。粗货主要以

吉祥喜庆的民间泥塑玩具为主，又可称为“耍货”。艺

术性与实用性相得益彰。表2中《大阿福》《八仙过海》

《虎》等作品，展示出人物和动物造型的大胆变形，头部

放大至与身体比例相近，通过夸张表现手法，凸显主

题，使形象生动且富有趣味性，充分展现无锡惠山地区

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特色。

细货造型艺术注重精致细腻。集观赏价值与收藏

价值于一身，充分展现卓越雕刻技艺、逼真的真实感以

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制作无需模具，由手艺人亲

手捏塑加以彩绘而成。如表 2中《老黄忠》《廉颇》《关

公看春秋》等作品，受昆曲、徽剧及京剧影响，细货又可

称为“手捏戏文”，表现形式主要聚焦于戏曲脸谱和戏

曲片段人物的再现，深入展现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魅

力，具有高超的艺术性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三）彩塑语言

色彩，是惠山泥人艺术表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

素。展现浓郁的民间特色和区域文化特色，通过明艳

雅致、强烈丰富的色彩搭配，赋予作品深厚的艺术内涵

和视觉冲击力。上彩掌握“远看颜色，近看花。少里能

看多、多里能看少”的效果[2]（见表3）。

第一，高纯度对比色。用色“红要红得艳、绿要绿

得娇、白要白得净”[2],突出对比强烈、主次分明的色彩

效果。粗货以原色为主，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张力；细货

较柔和，更显细腻。如《金童玉女》，作品在色彩运用上

呈现“大调和，小画面”的特点，大面积的红、蓝高纯度

对比色与局部冷色调的点缀相结合，色彩新鲜、轻巧、

整齐、浓烈[2]，为观者带来强烈的视觉享受和情感冲击。

第二，色彩趣味化。注重运用复杂色和高明度色，

用笔大胆。大量运用天蓝、朱红、明黄等明亮色彩，结

合洒脱的线条进行装饰。如《小花囡》（图片摘自唯美

民艺馆），作品通过简单的线条和大色块的巧妙运用、

高明度色的精妙搭配，使作品具有视觉冲击力，展现三

表2 惠山泥人造型艺术特点

造型艺术

粗货

细货

代表作品/作者

《大阿福（清式）》喻湘涟、王南仙 《八仙过海》柳成荫 《虎（民国）》

《老黄忠》周作瑞，陈淡珍《关公看春秋》高标、成根宝 《廉颇》曹燕波，钱惠琴

特征

注重表现脸部神韵的描写，服饰纹理以

简练明快的手法刻画

高度还原人物形象的面部细微表情、人

物姿态和服饰纹理

86



淳于卜丹，等：期待视野下惠山泥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IP形象设计探究第6卷 第6期

个小花囡淳朴可爱的形象，独具装饰趣味性。

第三，色彩象征性。运用色彩传达特定寓意和情

感。例如金、红和黄等色彩在财富、节庆、舞狮等泥人

作品中广泛运用，寓意祝福、尊贵及喜庆；淡绿、浅蓝等

色彩更富自然风光之感。例如《八仙过海》，作品大量

运用红色以象征喜庆和热情，与八仙欢乐过海的情景

相对应，使观者更融入作品情境之中。

二、期待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 IP形象转化

思路

姚斯的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理论最为重要的理

论。强调作品、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主张

“读者中心论”，重视接受者的主体地位。期待视野指

接受者根据以往的人生观、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经验

等历史因素，综合形成对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审美

期待］。其次，姚斯认为具有调动积极情感的优秀艺术

作品，可以促使接受者在阅读作品时不断修正自身的

期待视野，扩展自身审美经验。

期待视野影响作者创作的内容、风格和形式，创作

时必定考虑到作品是否被接受者所理解和接受。当读

者与作品的视野接近时,作品的潜藏意义与价值会被

受众发现，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进一步阐发探讨 IP

形象的内在意义和审美价值，赋予作品丰富内涵和色

彩，有利于促进受众与作品形成更深的黏性。

在惠山泥人 IP形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中，作品、

作者与接受者之间也存在至关重要的互动关系。新时

代背景下，接受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概

念的认知变化、IP形象为接受群体提供精神需求和情

感寄托、接受群体对视觉化传播形式的喜爱日益增加

以及惠山泥人 IP形象作为独特文化可以为接受群体

提供精神滋养。因此，需要重视接受群体需求，置于设

计重要位置，把握设计方向，有助于提高设计内容的针

对性，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与发展注入新活力。

综上所述，基于惠山泥人文化艺术特点，运用期待

视野理论指导设计者如何更准确地把握接受者的审美

期待，在 IP形象设计中融入更具吸引力的元素，产生

情感共鸣。此理论及应用方式有助于深化 IP形象设

计的认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通过传统艺术

与现代IP形象设计方式相结合，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更具生命力与时代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

工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播与传承注入新的活力（见图1）。

三、“接受群体”特征及需求分析

本研究从接受群体，即受众的角度出发，以满足惠

山泥人 IP设计需求为目标，面向关注 IP形象的受众，

收集有效问卷 243份，基于数据得出接受群体需求信

息，明确惠山泥人 IP形象设计思路，为深入挖掘和塑

造惠山泥人 IP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 IP形象关注度的过程中，

表3 惠山泥人彩塑语言特点

特点

名称

作品

色卡

高纯度对比色

《金童玉女》生继兰，顾惠

色彩趣味化

《小花囡》喻湘莲、王南仙

色彩象征性

《八仙过海》王国栋，王南仙

图1 “期待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IP形象转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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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年轻接受群体对 IP形象关注度更高。主要集中

在 90 后、00 后的年轻接受群体，女性占比高于男性。

这类群体可塑性、包容性、接受学习能力等方面相对较

强，对新事物的探究兴趣更为浓厚，有利于 IP形象的

推广和传播。

多数年轻接受群体对惠山泥人有所了解，但较少

深入研究，甚至一部分人完全不了解。因此，提升非物

质文化遗产惠山泥人文化传播度是有必要的。借助 IP

形象这一高效视觉传播形式，设计针对年轻接受群体

喜爱的惠山泥人 IP形象，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兴趣度，

进一步了解背后的文化，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山泥

人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见表4）。

在明确接受群体基础上，探究对惠山泥人 IP形象

的偏好和特征。通过展示惠山泥人经典作品和颜色，

发现“大阿福”备受欢迎，而红、绿、黄被认为是惠山泥

人的代表颜色。此外，结合惠山泥人寄托的辟邪祈福

象征含义，从“健康平安、好运常在、富足多财、多福多

寿等”多方面调查，发现接受群体对“健康平安、富足多

财”更为青睐（见表5）。

进一步调研发现年轻接受群体最注重的是 IP形

象的外在视觉感受，对弱攻击性、可爱唯美、生动有趣

的形象更为青睐。同时，期望 IP形象能够融合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化与潮流，展现时尚感与传统特色，实现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的情感需求（见表6）。

综上分析，得以窥见接受者对于惠山泥人 IP的审

美趋向与期望，深入展现年轻接受群体对于自我内部

需求高度重视。在惠山泥人 IP形象设计需要考虑到

以下方面。

第一，审美需求的满足。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简洁

有辨识度、设计紧跟潮流的 IP形象，使观者能够立即

识别出其身份和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视觉上能够为

接受者提供丰富的美感体验和审美享受，对 IP形象产

生更加积极的情感共鸣。

第二，自我情感投射的需求。当 IP形象能够满足

接受者的情感需求，提供情感陪伴、共鸣和寄托，带来

情绪上的愉悦时，接受者更愿意进一步了解该 IP形象

及背后的文化内涵。情感连接增强了接受者情感的主

动投入，激发他们对背后文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形

成更为深入的情感认知和文化理解。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同

艺术作品的背后都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只

有当 IP形象塑造出自身文化性、符合当代精神价值，

才能使接受者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形象的感染

力和凝聚力 5］。

四、“接受美学”下惠山泥人IP形象设计融合路径

（一）审美呈现贴合接受者期待感

受审美经验影响，接受者对 IP形象会产生期待设

定。基于个人审美经验的预期性心理，在很大程度上

左右接受者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当接受者的审美期

待与作品相融合，形成正向认同，可对 IP形象产生持

续且强烈的兴趣。

在设计 IP形象过程中，须充分考虑年轻接受群体

的多元化和娱乐化的审美偏好。挖掘和保留惠山泥人

的文化内核和艺术特征的同时，应巧妙地融入现代设

计元素，满足年轻受众的时尚追求。通过打造兼具时

尚感、文化独特性和辨识度的 IP形象，吸引更多年轻

群体的关注，推动惠山泥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色彩运用方面，色彩体系能够体现 IP形象的文

化独特性和时尚性。运用惠山泥人大红、金黄、云青等

高纯度色彩和搭配方式，易引起接受群体对惠山泥人

的联想。同时，融入温暖、明快的现代色调，营造年轻、

活力的视觉氛围。

在造型设计方面，注重将惠山泥人的传统造型与

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在保留惠山泥人整体造型基础

上，恰当运用当代流行的图案、动态线条等元素。同

表4 接受人群基本特征

性别（占比/%）

男性（34）

女性（66）

年龄段（占比/%）

26~30岁（39）

18~25岁（68）

职业（占比/%）

学生（45）

学生（71）

对惠山泥人了解

程度（占比/%）

一般了解（57）

一般了解（69）

表5 “接受者”对惠山泥人的喜爱程度及需求特征

惠山泥人第一

印象的作品

（占比/%）

大阿福（53）

最喜爱的惠山

泥人作品

（占比/%）

《大阿福》高标（38）

认为惠山泥人

的代表颜色

（占比/%）

红色（45）

蓝色（23）

黄色（20）

日常的

祈福倾向

（占比/%）

健康平安（70）

富足多财（45）

表6 “接受者”对惠山泥人IP形象的喜爱程度及期待特征

喜爱的 IP形象首位

影响因（占比/%）

外形惹人喜爱（47）

色彩鲜艳（30）

看到 IP形象作品期待

得到的情绪（占比/%）

欢乐（53）

喜庆（48）

喜爱的 IP形象

风格（占比/%）

Q版（64）

唯美（51）

期望惠山泥人 IP形象作品的

设计特点（占比/%）

文化特色（55）

可爱潮流（37）

喜爱的 IP形象性格

（占比/%）

善良呆萌（58）

幽默风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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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添加可爱表情、生动动作以及符合主题和人物特色

的辅助道具等元素，凸显 IP形象萌、潮和活力。

如一马当先 IP 形象（图片摘自甘肃省博物馆官

网），形象憨态可掬。创作者在保留文物原型和本身文

化属性的同时，加入大胆创意。以马踏飞燕为原型，色

彩以绿色为主，在原有青铜材质基础上加入现代色彩

效果。造型保留马嘴部嘶鸣状，设计为开心大笑，形态

有较大改动，动作呈金鸡独立状，脚踏圆润有趣的飞

燕。可爱有趣的颜色、表情和动作独具创意性，贴合了

现代年轻接受群体的审美趋势（见图2）。

（二）情感投射符合接受者需求感

年轻接受群体重视 IP形象提供轻松愉悦、积极向

上的心理情感。当 IP形象融合美好元素，为接受群体

提供情感陪伴、共鸣和寄托，引发愉悦的情绪感受，有

助于产生情感共鸣，增强与 IP形象的粘性和情感连接。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积极元素和寓意符号的运用：

在故事背景和性格塑造方面，应深入融入积极元

素。通过展现友情、热情、友善、努力等正向品质，使 IP

形象符合年轻接受群体对积极情绪、勇气等内在期望

的情感投射。这样的设计能够引发年轻受众群体对美

好未来的向往和渴望，为其带来愉悦感和正能量，从而

进一步加深与 IP形象的情感联系。

在故事情节和造型设计方面，应巧妙融入文化寓

意符号元素。结合如惠山泥人大阿福所蕴含的吉祥祈

愿意义，同时融入大众及社会共同的纳福观念，不仅能

够激发接受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还能有效吸

引受众对 IP形象的关注与了解，深化受众对惠山泥人

文化传承的认知与理解。

如唐朝仕女胖兜 IP形象（图片摘自练阿斩）。造

型采用年画娃娃造型特征和肚兜服饰，突出珠圆玉润

的体态。发型源于唐朝仕女圆形发髻，发髻略带方形

突出形象个性，面部妆容简化，突出侍女主要特征。主题

有“福气多多”的寓意，赋予 IP形象故事性，视觉化极

具趣味性的生活场景，生动展现胖兜古灵精怪、虎头虎

脑的可爱性格，与现代年轻群体“躺平”理念相契合，使

受众与胖兜建立亲近感，增强认同感和喜爱度（见图3）。

（三）文化内涵提升接受者归属感

IP形象是地域文化的综合展现和文化象征符号，

承载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对于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IP形象设计应引起接受群

体的文化归属感，深入挖掘并呈现地域文化内在价值

和精神意义的表达，赋予丰富的文化情感和故事性[4]。

可注重融入文化内涵和经典造型元素进行设计。

可考虑在故事背景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融入惠山泥

人文化内涵。将丰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元素结合其

中，如融入惠山泥人大阿福平安幸福、去病去灾的文化

含义，形成惠山泥人 IP形象文化符号，激发受众的文

化情感共鸣和认同。

提取大阿福经典人物造型元素，能够直观展现惠

山泥人艺术特色。惠山泥人的造型常以人物为主题，

具有鲜明的夸张性和表现力，通过对“大阿福”的经典

动作、表情以及服饰图样等元素的提取与运用，进一步

图3 唐朝仕女“胖兜”IP形象

图2 马踏飞燕“一马当先”IP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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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受众对于传统工艺的认识和情感共鸣，强化接受

群体对惠山泥人文化连接。

如小仓颉 IP 形象（图片摘自中国文字博物馆）。

以传说创造汉字的仓颉为设计原型。IP形象提取仓颉

画像特色元素，服装为树叶样式的披肩和袍子，头发披

散、胡子留长。道具设计为戴着眼镜，表达传说仓颉拥

有四只眼睛的神奇形象。主形象脚下呈现时空穿梭

门，可以穿越到不同时代。因此延展一套不同时代的

IP形象，造型运用不同材质、纹样的服饰，结合不同时

代书写汉字使用的工具，生动有趣地演示汉字发展过

程（见图4）。

五、惠山泥人 IP形象设计实践

（一）主题构建：

受民间寓意、习俗礼仪的影响以及时代发展的积

淀，设计融入“纳福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和 IP

形象培养接受者一定的关注度和审美经验，具有文化

内涵和民族精神的 IP形象，能够激发接受者的文化认

同和情感共鸣。

结合“大阿福”辨识度最高、最受年轻接受群体喜

爱的泥人形象、蕴含“福运福气”吉祥寓意、年轻群体对

“健康平安、富足多财”的祈福倾向几方面因素。将“大

阿福”设定为惠山泥人 IP形象的原型，“福运满满”定

义为 IP形象的主题寓意。有助于与接受者产生积极

的情感连接，激发情感共鸣和文化归属感，促进进一步

对 IP形象背后文化的深入了解、认知和认同[5]，巩固与

IP形象、文化传承之间的情感纽带，形成良性循环。

（二）性格塑造

接受者对于形象性格的接受范畴较高，在设计过

程中可创造性格具有反差、个性鲜活的形象，加入惠山

泥人文化背景，使 IP形象更具本土特色，为形象的延

伸和发展提供想象空间，易激发接受者强烈的心理反

馈。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惠山泥人 IP形象设定为一对

搭档，建立惠山泥人 IP形象两位成员的身份信息档案

（见表7）。

（三）色彩搭配

IP形象设计既要强调色彩搭配的吸引力和可识别

性，又要兼顾文化传承与时代需求，独具东方魅力和现

代感[4]。形象设计考虑惠山泥人的文化背景及其主题

象征意义、年轻人倾向高饱和度、亮度和渐变关系的色

彩视觉特征以及情感需求。

基于此，在 IP形象色彩搭配中，借鉴惠山泥塑的

色彩体系。针对惠山泥塑 IP 的建立专属色彩体系。

红色作为 IP形象主色调，象征喜庆、热情和吉祥的主

题寓意。黄色和蓝色作为辅助色彩，丰富形象的层次

与细节。白色和黑色作为点缀色，增添形象的雅致与

稳重感。此外，加入渐变色彩效果，增强形象的时尚性

和立体感，为更好地贴合大阿福原型和 IP形象性格特

征，福运形象以蓝色和红色为主，突出智慧、细致的性

格特征和喜庆吉祥的寓意。满满以橙色和黄色为主，

突出活泼可爱的性格特征和喜乐、富足的寓意。

（四）造型表现

IP形象能够满足年轻接受群体审美偏好和情感需

求，可以促进他们对 IP形象的情感投入。考虑大阿福

整体造型圆润的特点、接受群体观众对风格和情感需

求等因素。IP形象造型设计上，设置Q版、唯美造型风

格，服装融入大阿福服饰上经典的牡丹和竹叶元素，象

征纳福、富贵的吉祥寓意。福运头戴青饕样式帽子，手

抱元宝，寓意平安富足；满满头戴柿子元素，怀抱如意，

寓意柿柿如意。通过将接受群体的日常祈福观念与 IP

图4 小仓颉IP形象

表7 惠山泥人IP形象性格塑造

名称

福运

满满

性别

男

女

年龄

18

16

身高/cm

90

75

性格

他是惠山泥人小镇里的传承者，内向呆萌，是小镇里的智慧担当。热爱钻研泥人精湛的制作技艺，作品

精致细腻，可以看到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她是惠山泥人小镇里的宣传大使，热情开朗、古灵精怪，是小镇里的活力担当。热爱美与时尚，设计年

轻人喜欢的泥人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观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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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相连接、符合对形象亲和性和趣味性的需求，可以

激发他们主动参与性，在文化传承、满足接受群体对积

极愉悦的情感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5]（见图5～7）。

六、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山泥人 IP形象设计验证基于

“期待视野”理论的可行性。设计过程中注重挖掘接群

体的审美需求和内在情感需求，提取惠山泥人艺术特

征，构建符合年轻接受群体审美认同的惠山泥人 IP形

象，以期深入触动受众心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

相结合，旨在让惠山泥人这一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出

新的活力，推动惠山泥人艺术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促进

文化、历史和审美价值的传承，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

化的传播和有效保护。

图5 惠山泥人IP形象比例线稿

图7 惠山泥人IP形象三视图

图6 惠山泥人IP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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