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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在惠山泥人推广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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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对无锡惠山泥人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了惠山泥人的发展窘境并用交互设计的方法

加以解决。方法方法 分析了如何将交互设计融入惠山泥人，重新挖掘了惠山泥人的时代价值，并让它更

能被当今社会接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3种交互设计在惠山泥人中的创新应用思路，即开发惠山泥

人小游戏、应用二维码和惠山泥人APP来保证惠山泥人的正宗性。结论结论 用一种全新的理念传承古

老的惠山泥人艺术，同时将此思路运用到推广其他传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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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 Huishan Clay Figurines

JIN Yi，LI Shi-guo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uxi Huishan clay figurines，it discovered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s，to solve the problem with interaction design. Methods Then it analyzed

how to blend interaction design into the Huishan clay figurines，and rediscovered the value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s.So it

can be accepted by today′s society.On this basis，it proposed three kinds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deas

in Huishan clay figurines，developping Huishan clay figurines games，applying two-dimensional code to guarantee the

authenticity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s and developing Huishan clay figurines APP. Conclusion It passed on the ancient art

of Huishan clay figurines with a new idea，so the traditional crafts can be promoted better，also this idea can be applied to

promote other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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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泥人作为无锡传统手工艺的代表，既是一种

物质工艺品的留传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惠山泥人是一个具象的产品，但在

工艺大师们的手中，它也是一种技艺文化，是人与惠

山泥交互作用下的产物。交互设计努力去创造和建

立的是人、产品及服务之间有意义的关系。交互设计

的目的是设计某种让人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与之互

动的系统[1]。通过交互设计的平台，用户看到的不仅

是惠山泥人可爱的造型、绚丽的色彩，还可以透过它

了解惠山泥人的历史、文化以及相关的故事传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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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继承古老的技艺文化。

1 惠山泥人的现状分析

1.1 惠山泥人简介

惠山泥人产于“惠山”，用惠山脚下软柔细腻的泥

土制成，早在北宋就有苏东坡赞誉“惠泉山下土如糯”

的诗句。作为中国泥人艺术的杰出代表，惠山泥人在

4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艺术风格[2]。

惠山泥人按制作工艺、艺术形式、风格可分为“粗货”和

“细货”两类。“粗货”主要是指一些模具印刻的反映祥

瑞如意主题的泥塑，如大阿福、蚕猫、春牛等。大阿福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寄寓了老百姓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见图1。“细货”又叫手捏戏文，

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昆曲、京剧等戏曲为题材，基本

为手捏制作，较为精细[3]。贵妃醉酒见图2。

惠山泥人早期是以“粗货”为主，主要用于儿童玩

具。到了清代晚期，产品转入高档，艺人们开始着力

刻画人物，出现了“细货”，即手捏戏文，泥人艺术步入

了新阶段。解放后，惠山泥人开始创新改革，涌现了

一批以近现代题材为主的泥塑作品[4]。

从造型角度来讲，惠山泥人的代表作大阿福“一

团和气”的外形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处世之道，是人们

道德修养的体现，起着宣传教化“和为贵”的文化。惠

山泥人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说，由此可见色彩对

于惠山泥人的重要性。江南的地域色彩在惠山泥人

身上得到了体现：青山、绿水、红花、粉墙、黛瓦……每

一件作品都是一幅江南山水画。从题材上分析，惠山

泥人的主题是吉祥祈福，寄托了人们消灾避邪、迎祥

纳福的美好愿望，这也是惠山泥人在早期深受人们喜

爱的原因之一[5]。

1.2 惠山泥人的零落

时代在不断变迁，人们渐渐将惠山泥人这颗明珠

遗忘，工业文明急速发展带来的却是民间工艺的凋零。

（1）由于惠山泥的过度开发，泥人的原料已经越

来越稀少。（2）传统的手工作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粗

制滥造的仿制品鱼龙混杂，打着“弘扬民间文化”旗号

明目张胆贴着知名商品的标签导致产品越来越不正

宗，文化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6]。（3）惠山泥人的工

艺大师们年事已高，少有人愿意继承，惠山泥人面临

着后继无人的窘境。国家级的三位惠山泥人工艺大

师王南仙、喻湘莲、柳成荫已逾古稀之年，传承的问题

迫在眉睫。（4）惠山泥人的当代特征不明显，很难受到

年轻人的青睐。购买惠山泥人的消费者一般都是游

客和收藏爱好者，它的市场不是很大。

现代的发展不应以毁灭传统为代价。惠山泥人

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亦是宝贵的文化资源，蕴含了劳

动人民勤劳聪明的精湛技艺，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代

表，它的兴衰关乎着一个城市的地方文化发展。在时

间的长河中，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创造革新才能延续

传统并赋予传统新的生命。

2 交互设计在传承惠山泥人中的价值

2.1 增加用户的情感化体验

情感化强调的是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挖掘出用户

对某种产品隐藏的情感，使用户与该产品能够产生共

鸣，这是一种避开了传统理性观念的设计，让人与产

品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7]。诺曼在《情感化设计》中

提出设计有3个层面，即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而

情感化就属于行为层，它注重的是物品意义的表达，

设计的精髓就是一切都在观看者的脑中[8]。

惠山泥人是很多无锡地区的居民熟悉的不能再

熟悉的民间工艺品，憨厚可爱的外形、绚丽斑斓的色

彩和吉祥欢乐的寓意充满其特有的文化气息。惠山

泥人本身就是充满趣味化的一种工艺品，之前也是作

为儿童的玩具存在的。如果能够唤醒用户对惠山泥

人儿时的美好记忆，让用户在欣赏或是购买惠山泥人

的过程中和它建立起内心激起的美好情感，拉近用户

图1 阿福阿喜

Fig.1 A Fu and A Xi

图2 贵妃醉酒

Fig.2 Drunkened Concu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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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惠山泥人间的距离，从而博得用户的青睐。惠山泥

人不仅是具象的物品，也可以是一个符号，或者是一

段童话的记忆，或者是一抹城市的鲜明，或是一场无

忧的欢笑，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深藏在脑海中的情感挖

掘出来，找寻惠山泥人对于不同用户存在的意义[9]。

惠山泥人是无锡特有的文化遗产，它从某种意义上代

表了一方水土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朴素、

单纯的情感不应该被现代化冰冷生硬的技术埋没，人

们需要在冬日的暖阳中找到心灵的慰藉。

2.2 保证惠山泥人的品牌正宗性

惠山泥人在时间的洗礼中，沉淀出自己独有的芬

芳，它对于城市来说有一抹无法割舍的情感。但随着

社会竞争的激烈化，粗制滥造的仿制品浑水摸鱼，惠

山泥人的正宗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将是对民间文

化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地区的特色产品真伪难辨，旅

游的顾客如果因为买了一个粗制滥造的惠山泥人而

对无锡这座城市不满意，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运

用交互设计将泥人标上唯一的代码，保证惠山泥人的

来源，同时也让顾客买得安心。

2.3 用现代化方式传承惠山泥人文化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全球化互联性的加强使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越来越多的断代问题。传

统的传承方式已经很难适应当今快速交融的大环境，

传承了多代的惠山泥人，不应被快速的现代化步伐遗

忘在身后。和技术相比较，文化的延续是人类社会最

有价值的东西[10]。

经历了农业、工业和服务经济之后，伴随着信息

化时代到来的不再是传统的经济，而是大规模的体验

经济。在体验经济时代，消费者追寻的不只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产品造型、触感和功能，而是感觉，是一种非

物质层面的生理、心理的体验。交互设计在这样的背

景中应运而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

脉。交互设计是一门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的综合

性新兴学科，它建立的是人与产品、服务或者系统间

的一系列对话。在传统的惠山泥人制作中，手工艺人

通过与泥土的交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赋予了作

品一个完整的实体[11]。交互设计帮助用户与惠山泥人

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沟通对话，通过泥人交互小游

戏、泥人品牌二维码和泥人APP应用，带给用户一种

全新的体验，提升用户对惠山泥人的关注度，从而达

到延续惠山泥人生命的目的。

3 交互设计在惠山泥人中的创新应用

3.1 惠山泥人小游戏

基于叙事法，运用交互的方式讲述一个关于惠山

泥人的小故事。用户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调整叙事的

流程和方向，并不断开启新的挑战，颇具趣味化。例

如，以无锡民间传说“阿福阿喜”的故事为主线，讲述阿

福阿喜为人民除害保卫家园的故事。其中会有很多关

卡，赢得一个关卡的胜利就会解锁一条关于惠山泥人

的小知识，可以是惠山泥人的历史、发展、制作步骤，抑

或是品种、寓意等，让用户在欢乐中将惠山泥人文化根

植于脑中，寓教于乐。惠山泥人小游戏图示见图3。

3.2 二维码的应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上网成为众多消费者

追捧的对象。使用手机上网的年龄层从青少年跨越

到各个层次，直接导致了二维码的迅速发展。无论是

机场、车站、地铁还是电影院等地方，都出现了这种黑

白相间的二维码。二维码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它可以

将人、移动设备、地理位置信息、线上线下结合到一

起，用户只需用手机轻轻扫一下即可完成信息的搜

索，方便快捷。

惠山泥人的品牌正宗性一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民间粗制滥造的仿制品让惠山泥人的正宗性受到了

毁灭性的打击。在惠山泥人的包装上可以加上一个

二维码的运用，见图4。当消费者想要了解这个惠山

泥人背后的故事时，只需用手机轻扫，很快会得到该

图3 惠山泥人小游戏图示

Fig.3 The illustration of Huishan clay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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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人的具体信息。比如它是谁制作的、它背后的传说

故事、它代表的寓意等。一方面保证惠山泥人的来

源，保证品牌正宗性，调动工艺大师们的创作热情，另

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与惠山泥人产生互动体验，了解

泥人背后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3.3 惠山泥人APP应用

APP是英文Application 的简称，现在一般指手机

的第三方应用。随着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智能终端

的普及使用，APP的流行不言而喻。年轻人比较热衷

下载APP小应用，将惠山泥人融入APP元素，吸引年

轻人的目光，使传统也可以很时尚。

通过APP这个平台，用户可以了解惠山泥人的文

化、惠山泥人的制作工艺等。APP平台的运用图示见

图5。例如设计一款惠山泥人知识竞答APP，回答一

个关于泥人文化和制作工艺等方面的小问题即可获

得积分，可以与第三方商家合作，积分兑换奖品、优惠

券等，用户甚至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与惠山泥人对话。

自己可以亲手在手机上设计制作泥人，并能通过网络

出售自己的泥人，体验手工艺人的快乐。国外一款

APP应用“Pottery一起玩陶瓷”，用户可以在手机上制

作、出售自己的陶瓷作品[12]，见图 6。DIY惠山泥人

APP可借鉴此款应用模式，把手机变成与惠山泥人交

流的平台，主动引发用户对惠山泥人的兴趣。

4 结语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保护和传承它们是

设计师义不容辞的义务。交互设计在惠山泥人推广

中的创新应用，为解决无锡惠山泥人文化的传承问题

提供一种创新模式，未来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思路

用在其他的传统文化传承中。交互设计的运用创新

颠覆了传统给人古板的印象，将情感化融入其中，让

用户与传统进行对话，唤醒用户内心对传统文化的美

好感情，是一次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创新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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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或“高技术”走向“适宜技术”、从“传统审美”走向

“生态审美”的引导性设计理念来引导人们向着健康合

理且适宜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发展，最终

达到人类向自然索取与回报自然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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