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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品牌现状，重新划定品牌边界，提出了一种“活化”

自身原生品牌的文创集群品牌建构路径，有效地开拓了

“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公共文化品牌的服务内

涵，重塑了“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公共文化品牌

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通过梳理与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可知，地方或全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研究多是各地政府从政策导

向、经费支持、明确职责、发展机制、创建路径、落地

实践等环节做空间静态研究论述。乡村文创品牌的研究

大多以品牌构建、跨界融合及设计方法的单一文创品牌

体系进行研究；创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工作要

与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根据近

几年“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工作部署要求以及国家及陕

西省政府对于文化新业态的政策导向，陕西“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创建工作在新时代新政策的背景下亟待向提

质增效转型发展。以文创品牌为引领，“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探索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介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可行路径，是推动及

优化乡村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新时代乡村文化及经济振

兴的重要路径。

“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文创集群品牌建构路径

结合当下“乡村经济转型”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趋

势，针对“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公共文化品牌现

状问题，采用品牌定位及品牌跨界与联合的有效策略，

构架出“活化”自身原生品牌的乡村文创集群品牌优化

路径，强调在集群品牌的发展过程中注重以特色民间文

化艺术为核心的原生主品牌与联合跨界子品牌两者的共

同发展，相互促进，形成超越传统自然村落的大文创品

牌，目的在于通过原有公共文化品牌的辐射效应强化及

带动集群品牌整体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使集群内所有

业态/企业品牌享受集群品牌塑造的实惠，以此促进集群

品牌整体发展。

1、梳理原生文化基因，凸显文创集群主品牌核心价值

立足“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区域特色民间文

化艺术资源优势，充分进行市场调研，结合消费者需求

特点、市场竞争状况以及群内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深

度挖掘“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特色民间文化艺

术”文创品牌内涵，从本质上厘清特色民间文化艺术创

造活动与自然环境、伦理风俗、生活方式、社会发展及

组织制度管理等互通共融的生态体系，在既定的文化生

态环境与社会应用场合中按照内在逻辑结构关系凝练出

具有影响力、感染力的“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特色民间文化艺术”文化资源特色与亮点。其次，对富

有影响力、感染力的“立项文化资源”的历史文化资源

进行串联、整合、提升，梳理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文化资源主线，为文创品牌的核心文化内涵奠定基础；

再深入了解挖掘与“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特色

民间文化艺术”相关联的乡村民俗、名人、传说、神话

等各种资源文化，理清各文化资源之间的脉络内涵和联

系，通过串联、整合、提升、梳理，形成文创原生主品

牌产品品牌叙事内容，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创主

品牌的定位、传播及产业业态提供依据。

2、塑造原生文创主品牌形象体系，提升地域知名度

和影响力

首先，通过对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发展理念及优

势、地域文化主体动态行为、地域与周边区域文化差异

化等分析，对“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原生文化品

牌进行设计定位，确立“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

创主品牌形象设计系统，其内容包括：品牌命名及理念

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视觉识别系统的品牌形象识

别系统的设计。其次，打造“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主品牌项目/产品孵化机制，开发以“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特色民间文化艺术资源为依托的文创主品牌下

的文创产品及项目服务，即：以一系列主题相关的主视

觉设计、海报设计以及吉祥物和文创衍生产品等的延展

设计及策划与特色民间文化艺术相关的设计服务项目；

最后，构建“多”媒体、落地活动和线上活动、直接宣

传和植入宣传等多种模式的自媒、融媒、智媒的传播矩

阵，树立“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创原生主品牌

大众文化传播导向，将文化优势转化成话语优势，激发

民众的文化认同，实现与受众的文化连接与互动。

3、布局文创集群品牌品类支撑，盘活文创品类创意

产业链良性互动

研究各县（市、区）、乡镇“陕西省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等要素，重新梳理架构

文创品牌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乡民生活之间的关联

机制及产业布局；充分调研各县（市、区）、乡镇“陕

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特色民间文化艺术所处的空间

整体形态，通过联合与跨界将“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核心原生文化主品牌延伸至上下游的相关产业及相

关产品，打造以“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特色民

间文化艺术”立项文化资源为依托的品牌集群，在大品

牌框架下围绕具体镇（村）形成二级、三级小文创品

牌体系，在保持整体战略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