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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潮玩行业所占全球比例正日益增长，这不仅是基于消费群体的增加，更是对文化自信的助长，同时

也是消费形式变化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像这样的悦己式、个性化的消费形式，正推动着文化创意

产业的崛起，这不仅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喜欢的IP形象玩偶，真正的意义则在于共情和陪伴。本IP形象设

计以一只猫为形象主体，以打工文化为故事框架，以迷离和涣散的眼神作为形象的表现特色，形成呆呆

猫IP形象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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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proportion of China’s hip toy industry is growing, which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in-
crease of consumer groups, but also fuell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the 
changing forms of consump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like this pleasing, personal-
ised form of consumption, this form of consumption is driving the ris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
dustries, which is not only a consumer’s own favorite IP image doll, the real meaning lies in em-
pathy and companionship. This IP image design takes a cat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image, takes 
the working culture as the story framework, and uses the confused and lax eyes as the expre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 forming the whole of the dum-dum Cat IP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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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P 形象是设计师或艺术家的创意设计和艺术概念。这些形象可能是从抽象概念、传统艺术、流行文

化或当代艺术中获得灵感，并经过设计师的创作和加工，最终成为品牌或产品的代表形象。在设计 IP 形

象时，通常需要进行市场调研，了解目标受众的偏好和需求。基于调研结果，设计师会创造出能够吸引

受众、符合市场趋势并代表品牌形象的 IP 形象[1]。IP 形象也可能受到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影响，它们可

能反映了特定文化、民族或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并在这些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2. “呆呆”IP 形象概念设计 

2.1. 定位 

呆呆是一只猫，代表的是所有打工人的形象，表达着打工人的心情，映射出打工人生活中的一幕一

幕。 
打工人的心情状态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经历、工作环境和个人情况都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共性不难

发现。时常伴随着打工人的压力和焦虑，是打工人面临的大量工作压力和期望的积累，工作表现、职业

前景、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都是打工人所担心的。长时间的工作，特别是在高压的工作和环境下，伴随

而来的身心疲惫也时刻影响着打工人的心理健康和整体幸福感，在这样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面临着被

技能和知识的淘汰以及新的压力和挑战，更糟糕的是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工作和生活中，使得在人际关

系中感到孤立和疏远。尽管打工人可能会面临很多压力和挑战，但他们仍然会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仍然期待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期待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在工作中寻找满足感和成就感，实现自我

价值。 
实际上，正视自己的情绪往往会削弱情绪的起伏。例如正念冥想，它可以终止疼痛相关的大脑活动

区域和自我感知区域之间的联系，这是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开展的一项冥想对疼痛感

知的影响研究结果。再例如日本作者渡边淳一于 2013 年 10 月发表的文学书籍《钝感力》，讲述了现代

人不要对日常生活太过敏感，拥有“钝感力”是非常必要的。钝感力指的是迟钝的能力，如同“呆呆”

这只猫的 IP 形象，保持一个呆呆的外表，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受着每天不一样的心情，不论好坏，

会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伤痛，会正视旁人引起自己内心的羡慕和嫉妒，也会大方地接受表扬和成

功。打工人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主角，不如去品味生活中的平凡，也从平凡中寻找不一样的品味。 

2.2. 设计思路 

呆呆是一只心情猫。心情是生活的一部分，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移，因此，不同的人对于情绪就

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现如今，木鱼逐渐成为现代人们的解压玩具，它从寺庙走到人们的办公桌上，并

不是无迹可寻。木鱼原本是佛教徒用于“警众”与“自警”的修行工具，“鱼昼夜未尝合目，亦欲修行

者昼夜忘寐，以至于道”，是他们之所以敲木鱼的宗教内涵。然而木鱼逐渐成为现代打工人的解压玩具，

正是因为打工人也需要情绪上的“自警”与“修行”，这种修行同样是通过敲木鱼的形式外化，以达到

心灵上的抚慰。同样的，现代人还会通过养宠物的方式抚慰心灵。养猫逐渐成为现代人的日常，打工人

下班回到家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宠物正在门口期待自己回家的第一个抚摸，不仅是宠物最快乐的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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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工人最快乐的事情。因此，本 IP 形象设计将宠物猫与木鱼的概念结合，一是基于木鱼和宠物猫的功

能近似，都有抚慰心灵的作用，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二是敲木鱼的“鱼昼夜未尝合目，亦欲修行者昼

夜忘寐，以至于道”的内涵与打工人熬夜加班的形式相契合[2]。 
呆呆还是一只有钝感力的心情猫。将这种钝感力外化到形象上，使外观保持一种迟钝的“呆”的形

式，这与内心的平和并不冲突，反而是对内心世界的保护。将“呆”这个字形与心情猫的外形相联系，

设计出名字、外形与性格三位一体的“呆呆”IP 形象。 

3. “呆呆”IP 形象外观设计 

3.1. 呆呆外观 

呆呆的整体颜色近似原木色，头部为横向的椭圆形状。呆呆形象外观主要是基于普通猫的形象上添

加了一些有辨识度的符号，以契合打工人身份的形象。如图 1： 
 

 
Figure 1. Overall image 
图 1. 整体形象 

 
在造型细节上，黑眼圈是使呆呆的外观最有辨识度的符号。打工人熬夜加班是常有的事情，黑眼圈

则是熬夜加班的产物，同时，“鱼昼夜未尝合目，亦欲修行者昼夜忘寐，以至于道”的文化内涵，使得

黑眼圈成为了呆呆 IP 形象的重要元素之一，再加上呆呆的大眼睛和迷你的黑眼珠，呈现出眼神的迷茫与

涣散。打工人有时也会因为工作压力，将眼神放空，暂时将所有的事情抛之脑后，达到“一心无挂，四

大皆空”的状态。具体颜色说明如图 2： 
 

 
Figure 2. Color matching 
图 2. 配色 

 
呆呆外眼角下方的小黄点，起到渲染打工人氛围的作用。“仰天长啸迷朦月，何日天涯返小村？”

打工人辛勤工作经常弄的自己一身尘土气息，也只能自己轻轻拍去，小黄点则代表的是没有被完全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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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尘土，如同吃完饭的小孩儿嘴边总是会沾上几粒米，狼狈又可爱。呆呆 IP 形象作为打工人的代表，其

面部的小黄点也是重要元素之一，同时也增加了面部设计的丰富度和识别度，成为呆呆外观具有代表性

的设计。 
木鱼棒通常是由柱状的木杆和球状的端部组成，将木鱼棒的形象应用在呆呆的尾巴上，一是体现出

呆呆形象的来源之一，可以将呆呆的形象与木鱼的形象相呼应，二是因为尾巴是猫咪表达心情的重要部

位，因此，尾巴的设计也是呆呆 IP 形象的要点之一。此外，本 IP 形象设计的主题为“心情猫”，需要

通过尾巴的状态来体现呆呆的心情状态，例如当尾巴翘起时表示开心，当尾巴蜷缩时则表示不开心或害

怕，用呆呆的心情来作为打工人的心情的外化表达。生活中不是所有人都擅长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是

有的人并不愿意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情，从而会产生误会，尤其是在工作中，可能会因为一件小事冒犯到

他人却不自知。处在复杂的环境中拥有多变的心情，但并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即时向他人转达时，可以通

过呆呆的状态向他人委婉的表达，例如：我很开心，想和你分享；我不开心，想一个人待着。此时的状

态就需要通过呆呆的尾巴进行分辨。 
在平面的 IP 形象展示中，勾勒各部位轮廓的线条均为边缘带有颗粒感的黑色线条。大多数 IP 形象

的轮廓线设计都是平滑的线条，而呆呆 IP 形象的轮廓线设计则是带有颗粒感的黑色线条，这是对呆呆 IP
形象在平面展示中的重要辅助。如图 3： 
 

 
Figure 3. Line 
图 3. 线条 

3.2. 衍生形象外观 

1) 小呆呆 
小呆呆整体颜色与呆呆颜色一致，木鱼的开口处设计为小呆呆的眼睛，与呆呆拥有相同眼睛外观，

但是小呆呆的双眼通过黑色的粗线条相连接，使得其形状与日常生活中的木鱼开口处相关联。敲木鱼的

木棍则幻化成小呆呆的尾巴，尾巴主干与身体同色，末端为白色，也同呆呆的尾巴一致。眼睛、尾巴和

颜色是小呆呆与呆呆之间联系。所有线条均与呆呆用线保持一致。如图 4： 
 

 
Figure 4. In dum-dum’s childhood 
图 4. 小呆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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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呆”字体 
将“呆”字与呆呆的外观相联系。“呆”字的上半部分为“口”字，将方形的“口”字转化为椭圆

形，与呆呆的脑袋形状相同，中空部分填充黑白两色，形似呆呆的眼睛。“呆”字的下半部分为“木”

字，将“木”转化为呆呆的四肢，但是仍然保留原本字体的形态。所有线条均与呆呆用线保持一致。如

图 5： 
 

 
Figure 5. Font design 
图 5. 字体设计——“呆” 

3.3. 设计要点与特色 

本案例的特色就是将打工人的心理状态外化到呆呆猫 IP 形象中。虽然打工人的心理状态因个体差异

和环境影响而有所不同，但压力和焦虑，疲劳和厌倦，不满和挫折，社交孤立，缺乏成就感等是一些常

见的可以被观察到的心理状态。在呆呆猫 IP 形象中则体现为黑眼圈、尘土气、略显呆滞的表情和经常敲

打自己的木鱼棒尾巴。这种形象的外化并不是为了体现打工人的辛苦，而是将这种外化形式作为可替换

的情感框架，将内心世界的能量信息浮于形象表面，形成与观者之间直观的情感交互，这是呆呆猫 IP 形

象的生命力之表现。 

4. “呆呆”IP 形象衍生品设计 

4.1. 呈现效果 

作为打工人形象的“代言人”，呆呆猫 IP 形象的呈现主要是以打工人的日常为主，包括生活日常和

心情日常。例如工作通勤时的呈现效果，如图 6 和图 7： 
 

 
Figure 6. Commuting Scenario 1 
图 6. 通勤场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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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ommuting Scenario 2 
图 7. 通勤场景 2 

 
以及可以体现工作心情的表情包呈现效果，如图 8~15： 

 

 
Figure 8. Leaving 
图 8. 溜了 

 

 
Figure 9. Yelling 
图 9. 大叫 

 

 
Figure 10. Shoot you 
图 10. 击毙你 

 

 
Figure 11. Not possible 
图 11. 不允许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4479


俞寒冰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4.94479 334 设计 
 

 
Figure 12. Good idea 
图 12. 好主意 

 

 
Figure13. At a loss 
图 13. 一脸茫然 

 

 
Figure 14. Fall asleep 
图 14. 睡大觉 

 

 
Figure 15. Sleepy 
图 15. 我好困 

4.2. 发展计划 

打工人是整个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以服务人员的身份填充着整个世界，不论是服务团体，还

是服务他人，可能区域不同，职业各异，但他们无处不在，不可或缺，仿佛是整个世界的 NPC，没有他

们，世界无法运行[3]。打工人最大的心理慰藉在于自我肯定、经济稳定、社交支持、职业发展和自我实

现等方面，这些因素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和应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并获取更多的满足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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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但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部署。 
“呆呆”不仅是代表打工人的 IP 形象，也是数字世界中的一个数字人 IP 形象。作为代表着打工人

形象的数字人，在未来发展计划中，呆呆猫通过虚拟形象，声音和文字出现在娱乐和创作领域，创建虚

拟世界和虚拟现实体验，让用户沉浸其中。用一个虚拟打工人的形象出现在所有的打工人的身边，之所

以让“打工人”陪伴打工人，因为“打工人”最懂打工人，“打工人”服务打工人。 

5. 结语 

潮流玩具的热潮已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它有着街头文化、流行艺术的文化背景；有着追求个性化

和独特性心理的市场需求；有着工艺更先进、材料更科学的技术进步；也拥有着商业价值和文化象征的

社会影响。像这样的悦己式、个性化的消费形式的消费群体正推动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人们消费的

不仅是一个自己喜欢的 IP 形象玩偶，真正的意义则在于共情和陪伴。在未来，数字化和虚拟现实技术的

融合，可能会导致潮流玩具数字化版本出现，也可能出现更加环保的材料和生产方法制造出的潮流玩具；

同时，全球文化交流加深，也可能会将潮流玩具的风格和主题推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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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图 1~15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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