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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数字化技术，对平遥漆器的保护与开发进行探索，实现对平遥漆器的数字化保护，使

其避免工艺流失与文化消淡，在数字化保护背景下展现漆器发展新风貌。方法 简要分析平遥漆器的发

展现状，从平遥漆器数字化保护的可行性出发，结合数字化技术，提出平遥漆器的数字化保护方法与开

发策略。例如搭建漆器数字艺术馆和数据库，将器物信息进行永久性存储和多样化展示；漆器的数字化

修复技术为器物原始风貌的保护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展开平遥漆器艺术 APP（游戏）的开发设计，提

升用户对漆器的兴趣以及了解等。结论 平遥漆器的数字化保护方法实现了传统意义上无法达到的保护

要求，其开发策略符合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需求，推动了平遥漆器的保护与发展，促进了平遥漆器

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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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ingyao Lacquerware 

ZHAO Min-ting, YAO Lei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ingyao lacquerware aere explored, and 

digital protection of Pingyao lacquerware is realized to avoid the loss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protection to show the new style of lacquer ware development. It brief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pin-

gyao lacquerware, based on the feasibility of digital protection of Pingyao lacquerware, combined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protection method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ingyao lacquerware are put forward. For example, the digital 

Museum of Lacquer Ware and database are established, the information on the permanent storage and diversification is 

displayed. The digit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of lacquer ware provides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riginal style of utensils.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he Art app (game) of Pingyao lacquer Ware is launched to 

promote the users '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of lacquerware. The digital protection method of Pingyao lacquerware has 

realized the tradition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which can not be reache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accords with the de-

mand of modern people's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culture, further promotes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ingyao lac-

querware, and promote the spread of Pingyao lacqu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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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漆器与北京漆器、扬州漆器、福建漆器并称

为中国四大漆器，平遥漆器以手掌推光技艺著称[1]。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文化以及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视度逐渐加强。为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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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效、生动地记录和展示漆器，漆器的数字化保

护是一种有效途径。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漆器的数字

化修复、数字艺术馆的搭建、建立数据库，实现对平

遥漆器的保护，通过平遥漆器艺术 APP（游戏）开发

与数字化包装的设计为漆器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1  平遥漆器 

平遥作为我国漆艺重镇之一，漆艺传承已逾千 

年[2]。其推光漆器是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平遥推光漆器起源于春秋，距

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兴于唐代，在明清时期达

到鼎盛，在清代以前，平遥推光漆器主要是素底描金，

清初以金漆器为主，到清代中期创作出了增厚漆层，

推出了新工艺[3]。“推光”，顾名思义，就是用手掌将

漆面推擦出光泽，使漆面光亮如镜。至此，形成了“推

光”这一独特的传统手工艺。 

近年来，平遥旅游市场的兴起，新漆材料的出现，

一些商家为了降低成本，缩短制作周期，进行批量化

生产，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缺少新的创作元素与设计

理念。在新时期，如何利用日益发展的新技术对平遥

漆器进行保护与开发，使其在传承手工技艺和文化内

涵的基础上，融入现代个性化需求的创新设计，扩大

发展空间，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  平遥漆器数字化保护可行性分析 

2.1  数字技术的有力支撑 

数字技术为平遥漆器的数据采集、图像处理、数

据库的搭建和展示提供了技术条件的支持，对平遥漆

器的数字化保护具有积极作用。通过数字化技术，建

立一个平遥漆器专有的数据库不仅能够更好地对漆

器进行保护，而且也为后期创新开发提供了信息基

础，起到了对漆器传承作用。 

2.2  基于平遥古城旅游的发展 

    随着平遥古城旅游文化的不断发展，带来了

众多的人流量，平遥文化得到了迅速传播。客流量的

增多对平遥漆器的传播具有一定影响，此情形下平遥

漆器的数字化保护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漆器

发展的必要支撑条件。通过数字化技术，建立一个平

遥漆器数字化展演馆不仅能够对漆器起到保护作用，

而且还能推动漆器的传播。 

2.3  基于政策的支持 

平遥漆器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得

天独厚的文化条件，同时，山西省出台的《平遥漆器

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4]，鼓励平遥漆器进行“创

意、创新、创业”保护发展。基于政策对平遥漆器发

展的支持，使平遥漆器的数字化保护有理可依、有据

可循。 

3  平遥漆器数字化保护方法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两种模式。一

是传统保护方法。例如传授继承人、博物馆、文化活

动的展开及政府资金支持等方法。二是以新媒体技术

进行数字化保护的新型方法[3]。例如搭建数据库、数

字博物馆、数字修复等方法。 

3.1  漆器数据库的搭建 

平遥漆器数据库的搭建，主要是为了将平遥漆器

这一文化遗产永久性地存储和保护，满足对漆器的资

料需求。在进行数据库搭建之前，首先需要对平遥漆

器进行数字化收集，进行地域性的全面考察与收集，

包括平遥内的漆器艺术馆，主要涉及漆器图形、图像

的信息采集，音频、视频的采集。通过高精密相机对

平遥漆器现存漆器进行采集，以防细节处的模糊；通

过文字记录或录音，采集艺人的资料，漆器的工艺流

程需要高精密摄像机，保证工艺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度。对采集到的图像或影像资料进行数字化保存，运

用图形图像软件 CorelDRAW 和 Photoshop 对图片进

行优化，将图片压缩；使用 Premiere、After-Effects

对漆艺人以及工艺制作流程的音频、视频等进行后期

剪辑、添加字幕等[5]，使主要信息更加突出明确，将

这些资料录入数据库保存，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保护。

平遥漆器数字化保护流程见图 1，对已收集到的平遥

漆器，按类别整理与分析，从装饰内容、色彩要素、

工艺特点进行提取分类，并针对工艺特点进行深入研

究，其推光工艺是对漆器进行保护与发展的意义所在。 

一件完整的漆器主要是由它的工艺、色彩与装饰

构成的，又因漆器在出土地、作者、制作所处的时代

不同，每一件漆器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时代烙印，因此，

针对平遥漆器，其数据系统设计将从漆器的工艺、装

饰、色彩、属性 4 个类别进行设定，作为一级页面[6]。

每一件漆器都是经过繁复的工艺制作而成的，随着时

间与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创作思想、漆器之间多少产

生不同的差异，它的装饰内容、色彩、工艺、属性都

有其具体的内容形式。在漆器的 4 个类别下继续分设

二、三级页面，将每一个类别下包含的内容展现得更

加详细与具体。数据库的分级设定主要是为了明确漆

器的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整合，便于资料的输出与

使用，同时也能够随时添加或修改内部数据信息，平

遥漆器数据库见图 2。 

自此，数据库涵盖了平遥漆器的基本信息，不仅

对现存漆器作品进行了系统地整合记录，而且通过 

对漆艺人和工艺资料的录入，不断地加入了新的信息

加以扩展，为漆器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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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遥漆器数字化保护流程 
Fig.1 Flow chart of Pingyao lacquer digital protection 

 

 
 

图 2  平遥漆器数据库 
Fig.2 Pingyao lacquer database 

 

3.2  漆器的数字化修复 

对漆器进行数字化修复能够更好地保持漆器的

原始面貌，尽可能地将漆器中包含的原有信息展现出

来，继而完整、全面地展现平遥漆器。平遥漆器在保

护和发掘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受到自然环境与人为因

素的破坏，有的器身结构已残缺，漆面的装饰缺失，

不易辨认和保护[7]，受到物理环境的限定要求，有的

漆器无法进行展示，只能被深藏于库房之中，从而使

得人们无法欣赏到漆器的工艺特点。 

漆面被破坏后，传统方法主要依据修复者的主观

想象和查阅资料进行复原，致使装饰细节丢失，也达

不到修复如旧的要求。基于前期图像数据的采集与处

理，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其进行三维动画数据分析

并修复与重建，对漆面装饰损坏处进一步加强，根据

漆身保存完好部分对残缺部分进行曲率计算复原，相

对科学准确，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可及时更改和更

新复原成果[8]。同时，利用 3DsMax、Maya 等软件实

现漆器的三维模型，就算漆器本身无法展示，但是通

过三维技术的展示，也便于用户欣赏，为漆器展示提

供了基础，是展示的必要前提，不仅将三维修复信息

留存，方便日后使用，而且对漆器的保护与传播提供

了技术支持，使漆器展示不受二维静态的限制。 

3.3  搭建数字化艺术馆 

数字化艺术馆的搭建能够更广泛地将漆器传递

出去，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方便漆器的保护与传

播。在平遥漆器艺术馆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技术搭

建平遥漆器数字艺术馆，将馆内漆器作品与数字化技

术相结合，并以数字形式进行再现、延展与呈现。漆

器数字艺术馆的搭建展示主要有两类，一是面向前来

艺术馆实地参观的观众的导览展示；二是面向互联网

观众，建立平遥漆器数字化艺术馆的网站平台。 

随着平遥古城旅游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人流量的

提高，来漆器艺术馆实地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进行

数字化展示便于人们了解与体验漆器文化和其工艺。

利用数字化技术，在每件漆器作品前安装一个显示

器，用户在欣赏漆器时结合显示器，通过点击显示器，

观察漆器的三维立面，包括漆器的工艺视频等相关信

息，也可以打开漆盒，观察漆器的内部构成。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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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对漆器信息进行选择了解，获得在

艺术馆橱窗外无法获取的体验，并在此基础上，设计

一个互动体验的平台，基于数据库的搭建，用户可以

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用户对漆器的造型、

图案、漆色进行选择性的任意搭配，也可绘制自己的

漆器造型和图案，加入自己的想法，进行创新设计。

在图案完成后，进行堆鼓、雕刻等工艺选择，系统自

动生成，连接后台，进行漆器的线下实际制作。 

关于平遥漆器数字化艺术馆的网站平台建设，用

户可通过手动点击，了解每件漆器的相关图片和制作

视频，不受地点、时间的限制，无干扰地参观“艺术

馆”。将艺术馆静态陈列方式与动态展示相结合，加

强观众的参与性。数字艺术馆的搭建，不仅是让用户

对漆器有了详细的了解，而且也拉近了漆器与用户

的距离，引导用户学习与了解漆器，激发了群众的

好奇心。 

4  平遥漆器的数字化开发策略 

基于平遥漆器数据库的搭建，不断完善数据库的

漆器信息，通过数字化技术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有

机结合，使它不处于孤立状态，达到物尽其用，以它

为基础，进行新的开发应用。 

4.1  平遥漆器艺术 APP（游戏）的开发 

4.1.1  APP（游戏）设计构想 

平遥漆器的制作周期与工艺过程繁琐，为了呈现

一件精美的漆器作品，手工艺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与精力。基于漆器数据库的搭建，在游戏中用户可以

根据个人需求与喜好选择漆器的形体，在色彩与装饰

上对其进行选择搭配或个性化创作，完成作品后预览

后效果图，支持图像存储与制作。同时在游戏中加

入漆器制作的视频与漆器相关知识的功能设计，让用

户在体验的过程中认识漆器，了解其制作工艺流程，

这有利于漆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4.1.2  APP（游戏）内容设计 

平遥漆器 APP 的内容设计主要分为 4 个模块，

分别是“交互”、“功能”、“漆艺”、“开始创作”。其

中“漆艺”是为用户提供了解漆器历史与文化的渠道，

便于开展漆器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功能”则是声音

大小、作品存储等相关功能的个性化选择；模块“交

互”一是给用户之间提供交流的渠道，二是为了用户

在体验后，方便联系商家实现成品的制作；“开始创

作”则是游戏中的主体部分，目的是让用户体验漆器

制作的工艺特色[9]。平遥漆器游戏 App 内容界面设计

见图 3。 
 

 
 

图 3  平遥漆器游戏 App 内容界面设计 
Fig.3 Pingyao lacquer game App content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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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游戏流程设计 

漆器游戏的操作流程是从进入游戏开始到结束

并可选择实物制作的操作过程。游戏的使用逻辑符合

用户的思维流动，点击进入游戏后呈现漆器的器型选

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器型里

的主要是装饰品和实用品两大类别，将一些代表性产

品的具体化图片列举出来，用户便可通过自己的喜好

进行选择；选择之后来到下一步色彩的选择，有剔红、

漆黑、五色杂陈的漆色；选定后点击下一步开始装饰，

在这个选择上主要有两大模块，参照纹饰和自由绘

制，用户可以自主创作进行绘制，也可以根据游戏中

提供的纹饰完成作品； 后进行工艺的制作并选择保

存或取消，保存后的作品可依据个人需求是否对作品

进行制作。平遥漆器游戏流程见图 4。 

 

 
图 4  平遥漆器游戏流程 

Fig.4 Pingyao lacquer game flow chart 
 
在游戏的体验过程中，用户可以感受到漆器制作

的乐趣，同时里面对漆器相关知识的介绍使用户对漆

器艺术与游戏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为漆器艺术的保

护和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 

4.2  数字化包装新体验 

在传统包装设计中，用户对产品的认知需求仅限

于包装，又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一方，使得两者之间

的了解被模糊化，而数字化的包装设计能够让产品信

息输出变得更直观，产品能更真实地展示[10]。基于数

字化技术，平遥漆器的数字化包装展示能够将漆器完

整地展示给用户。 

首先，收集整理目前市面上现有的平遥漆器包

装，包括它的结构、材料、装饰和色彩等，通过数字

化技术，将这些资料转化为数字符号进行分类，其中

包括漆器的具体信息及工艺简介等，将每一件漆器制

作信息录入，方便用户通过包装对漆器信息与工艺一

目了然。 

其次，针对前期资料的整理分析，了解用户需求，

结合漆器造型、工艺价值，利用 3DsMax、Photoshop

对包装进行外观设计，符合用户的心理需求，使其具

有独特的设计理念。用户在浏览一件产品的时候，随

着在拆解包装的这个过程中，漆器的工艺、产品信息

等相关内容也不断更替出现，应使用户体验更加自然

和真实，对漆器信息了解更为全面。 

后，基于漆器数据库的搭建，实现漆器包装满

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设计，将原有漆器的组成元素重

新打散，变得具有选择性、创意性与目的性，根据自

己的喜好重新设计，融入自己的设计思想，体验包装

设计的过程。让用户在虚拟环境中完成包装的拆解，

方便用户对漆器购买前的了解，使用户可以放心地进

行自助购买，完成网上交易。数字化包装设计，不仅

能够起到人们对漆器保护的关注，提高传承力度，而

且有助于用户对漆器的了解，实现对平遥漆器的资源

共享与利用。 

5  结语 

平遥推光漆器的保护与开发离不开数字化技术

的支持。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数字化技术有机结合，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发展。平遥漆器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使漆器文化的

传播更远、更长久，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漆器的保护与

传承中来。通过搭建漆器数据库，更好地将资源共享

利用，以数据库为基础，建设漆器数字化艺术馆，带

来新的保护形式，推动漆器的发展。通过漆器游戏

APP 与数字化包装的体验开发，可以使更多人了解这

一非遗文化，提高保护意识，从而推动平遥漆器的保

护与发展，促进平遥漆器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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