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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一带一路”背景下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挖掘并分析漳州陶瓷文化多维内涵，
为开发具有显著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和文创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方法 以漳州窑陶瓷文化为

核心，通过分析漳州陶瓷文创产品行业现状，剖析其存在的问题，提炼城市文化符号和地域人文特色，

对漳州陶瓷文化资源进行再挖掘和再归纳，将传统文化元素和创意产品系统设计与开发进行融合，构建
基于漳州陶瓷文化的创意产品开发模型，并通过具体设计案例进行论证。结论 将传统文化元素和创意

产品设计结合，找寻传统文化与创新产品的平衡点，使其真正成为具有符合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

并有着较大地缘辐射影响力的重要文化遗产，综合提升陶瓷文创产业良性发展和区域文化传承发扬的双
重价值，为传统文化的有序传承和文创产品的多样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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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Zhangzhou Ceram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U Xuan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 of Zhangzhou 
ceramic culture, to provide powerfu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ith Zhangzhou kiln ceramic culture as the core, the city 
culture symbol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were extrac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Zhangzhou ceram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industry and the discussion on existing problems, to explore and sum-
marize Zhangzhou ceramic cultural resources agai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creative product system were integrated to construct a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Zhangzhou ceramic 
culture and carry out demonstration through specific design cases.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re combined with crea-
tive product design to find out the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to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current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has great geographical ra-
diation influence. The dual value of ceram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reg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compre-
hensively improve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ul-
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angzhou ceramic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velopment mode 

文创产业在全球日渐兴盛，文创产业的发展逐渐

成为许多国家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途径[1]。

十九大前后，文化产业、设计服务业、制造业有机协

调发展，文创和设计服务成为了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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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点，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

抓手，是引领国家产业创新和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2]。

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坚持创新驱动，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已成为各级政府规划发展的关注点。 
文创产品源于文化形象理念，是具有特定文化内

涵、社会价值和象征意义的产品，它既是地方文化、

民俗风情推广的有效载体，又是新思想、新技术、新

内容的物化形式[3]，是发展文创产业的最显性且回报

比最高的路径之一 [4]。文创产品具有鲜明的文化价

值，揭示的是一种文化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意义，是一

种对消费者超越需求的满足[5]。陶瓷的独特文化内涵

及中国人长久以来对陶瓷的情结，使得陶瓷首先在材

料上就被赋予了人情味和文化特质[6]，因此将传统陶

瓷文化融合到现代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中具有重要

意义。 

1  漳州陶瓷文创产业发展现状 

随着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及消费观念

的转变，漳州作为闽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丰富

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对外交流方面具有久远的历

史。漳州窑作为漳州陶瓷产业的发展源头，在历史上

曾是当地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相比历史上曾盛极一时

的漳州窑陶瓷，目前漳州陶瓷文创产业的发展仍然存

在很多问题，表现为一方面针对漳州陶瓷文创产品的

开发模式专题研究较少，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漳州特

色陶瓷文化符号元素的提取存在较大缺失，大众普遍

对于漳州区域陶瓷文化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产品设计

盲目追求新奇独特，对于区域传统陶瓷文化的区别度

挖掘较为欠缺，在产品开发与运营模式上还不够完善

等。为了改变现存问题，通过对漳州陶瓷文化的发掘

与再发扬，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漳州陶瓷文创产品的系

统开发与运营，也为相关非遗文化的传承、活化与发

展提供良好的契机和思路，并积极作用于“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经

济建设。通过对漳州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式的研

究，实现陶瓷文创产品实用方面的高转化率，再通过

转化后的设计，促进行业经济发展，形成可观产业规

模，并且进一步有效依托市场经济和品牌竞争优势，

提升相关地域、产业文化影响力，为漳州的文创产业

丰富终端产品和拓展推广提供较为可行的研发思路。 

2  基于漳州陶瓷文化的创意产品开发模式 

从文创产品开发层面出发，意识到文化资源的整

合是区域传统文创产品开发的基础，是文创产品开发

的起始点，是提炼、转译、生成文创的来源[7]。松散

的文化资源和概念对于创新产品设计开发中文化内

涵的表达是残缺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然而依托博

物馆建立系统的文化资源数据库进行文创产品开发，

不仅能延伸人们对于文化传统的记忆，更是一种激发

参观愿望、唤醒参观记忆、催生深度共鸣的物质载体[8]。

因此结合博物馆资源进行文创产品开发，对于区域特

色文化元素的提取及保证产品创意设计开发的原真

性、系统性、连贯性及恰当性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漳州博物馆作为地区陶瓷文化集中地，陶瓷馆藏

资源丰富，是陶瓷文化对外展示的窗口，利用丰富的

馆藏资源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库，并开发博物馆系列文

创产品，符合漳州区域独具特色的陶瓷文创产品开发

模式。通过博物馆资源开发文创产品，一方面有利于

增强漳州区域陶瓷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提升核心

价值观与市场竞争力，带动区域文创产业的发展；另

一方面也将博物馆的重心从传统的对“文物”的建档、

保存、展示、研究等基础功能延伸至关怀社群与公众

精神文化需求上，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

展提供服务[9-10]。为此，提出以博物馆文化资源为源

头带动文创产品设计的开发模式，见图 1。 
 

 
 

图 1  博物馆陶瓷文创产品开发模式 
Fig.1  Development mode of museum ceram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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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Strengths） 劣势（Weaknesses） 
   内部能力 

 
 
 

外部因素 

1. 藏品资源丰富，特色文化的识别性

较强； 
2. 博物馆公信力较高，具有文化的可

解码与传播优势； 
3. 运营方式灵活多样 

1. 创意研发力不足，市场同质化产品严重；

2. 管理机制滞后及粗放式经营； 
3. 民族文化的建构与认同较弱 

机遇（Opportunities） SO 战略 WO 战略 

1.“一带一路”战略下政府对文创

产业发展的支持与资源倾斜； 
2. 体验式经济带来的契机，发挥互

动、手工、温度的艺术优势，使其

更具现代性； 
3. 传统文化受到众多年轻人喜爱，

文化类产品消费潜力巨大，民族认

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增强 

1. 政策扶持与制度的完善，开发运营

成本较低、具备藏品特色的文创产品；

2. 深层次挖掘体验式经济，拉动文化

解码与传播； 
3. 通过“互联网＋”促进文创产业有

效更新与迭代，发挥传统文化优势，

加深受众认知，引导文化产品推广与

销售 

1. 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增强文创产品设计研

发交流平台的搭建，增加多元化产品结构模

式，避免同质设计； 
2. 管理机制改革，吸引人才加入，策划推广

体验式文化活动，提高文创产品质量和利用率；

3. 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

和集成作用，将传统文化与受众认知紧密联

系，提升文创产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挑战（Threats） ST 战略 WT 战略 

1. 非遗文化传承及传统工艺束缚，

如何提升与人五感的互动，增加文

创产品适用范围； 
2. 区域特色文化挖掘及知识产权

保护； 
3. 文创产品设计产业链不完善，外

来文化的影响和渗入 

1. 结合新兴科技（如 VR）与“博物

馆＋非遗”构建文化智库； 
2. 积极开展与藏品资源相关的知识

产权保护，保障文创产品设计的独一

性，树立区域特色品牌文化； 
3. 完善产业链，多渠道拓宽文创产品

合作形式，如采用“联名”设计的方

式吸引更多消费者，线上线下宣传展

览及销售推广 

1. 增强内部管理，加强风险监测和研究判断

能力，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用户产品体验；

2. 发展集约式经营，建立对外合作与交流机

制，对传统文化载体、工艺技法和艺术形态

进行保护、再造与传承； 
3. 开展文创内容专项培训 

 

图 2  SWOT 模型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策略分析 
Fig.2  Development strategy analysis of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SWOT model 

 
同时利用 SWOT 模型对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中

存在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

（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进行分析并加以论

证，见图 2。通过 SWOT 模型分析，从博物馆带动文

创产业发展广度来看，基于政策支持与法制、知识产

权，充分使博物馆馆藏的传统文化艺术得到保护和传

播，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形成合理、完整的文化布阵，

提升自身对地域特色文化的信心和文化认同感，同时

加深群众对区域历史文化的理解，感知文物背后的文

化内涵。从博物馆带动文创产业发展深度来看，更深

层次的挖掘、整合博物馆资源，将传统文化形态符号

和文化内涵联系起来，构建出更加系统、完整、有序

的文创元素宝库，形成有效的文化矩阵，为文创产品

后续开发提供丰富而细致的元素资源支持，使开发出

的产品兼具文化价值、功用价值与市场认可度，是文

创产品持续创新的保障，也是促进文创产业走向良性

发展的轨迹。 

3  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型及应用实例 

3.1  陶瓷文创产品开发模型 

文创产品作为设计对象是一种具备区域文化属

性、特点和代表性的显性符号，强调主体文化或文化
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
方式进行开发、营销、知识产权保护等，是将独特的
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延伸出来的创意过程和呈现形
式。这些文化符号经由创意转化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赋
予了新的文化意义和功用体验，通过产品形态与设计
内容相统一，使文创产品能够体现出文化的内涵并将
其传达给受众，增加受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具备更加鲜明的视觉感染力，能够迅速吸引人们的眼
球，使受众产生购买意愿，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最
终使其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形成一种良性
循环，推动文化事业的长效发展与运作。 

从产品系统设计与开发的层面出发，提出漳州陶
瓷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型，见图 3。基于漳州人文、
贸易、旅游等历史文化内容与形式繁多的区域特点，
以及漳州现代文创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区域产业优势，
针对漳州陶瓷文化资源、文化原型基因特征及内涵符
号等进行收集、梳理和分类，实现快速获取陶瓷文创
产品创意元素的目的，继而辅助创意产品设计开发的
展开。 

3.2  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应用实例 

基于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式及模型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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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漳州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型 
Fig.3  Design model of Zhangzhou ceram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图 4  帆船纹陀螺 
Fig.4  Sailing lines gyro 

 
传统陶瓷器皿中的纹样提取及漳州陶瓷海丝贸易文

化等具备典型特征的内容为原型，进行文创产品设计

案例展示和应用分析。 

3.2.1  文创产品设计与漳州传统陶瓷纹样的融合 

以漳州窑五彩瓷品类中最具特色的海洋文化类

纹样瓷器为原型，收集并对比多件不同时期的文物瓷

盘纹样。了解到漳州海洋贸易外销瓷器皿中有山水舟

船纹、仙山楼阁纹、方位帆船纹等，纹饰及器型融入

了很多西式风格的设计元素，说明当时的陶瓷在设计

上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又极具地方特色，体现了文化的

交流与碰撞，是当时中西方海洋贸易文化真实交流的

写照，具有很高的欣赏和研究价值。因此，从瓷盘器

皿中提取相关贸易文化元素，如方位帆船纹，对其进

行创新式解构重组，充分考虑时下年轻人的喜好，并

与产品功能紧密结合进行元素转化再设计，将特色帆

船纹饰融入到现代产品设计中。帆船纹陀螺见图 4。 

3.2.2  文创产品设计与漳州陶瓷海丝贸易文化的融合 

将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贸易文化作为设计原型，引

起消费者对海丝贸易文化之情感共鸣，使产品呈现出

特有的地域文化识别和认知。从陶瓷海丝贸易文化中

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入手，分别以海丝贸易航线、海洋

色彩、水波纹、罗经盘、指向标等为文化原型提炼元

素，将航海贸易沿路风貌一一呈现，凸显漳州港特有

的对外贸易特色及外销瓷贸易繁荣景象。同时造型采

用球形，寓意对外贸易生生不息，对外交流互通融合，

深刻地表达出漳州地域贸易文化内涵和陶瓷文化底

蕴，使消费者感受到地域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航海

投影灯见图 5。 
通过对漳州陶瓷文创产品开发模型应用实例的

分析，基于漳州陶瓷文化特征提出两组陶文创产品设

计开发案例，恰当地表现出漳州陶瓷地域文化特色，

凸显出陶瓷文创产品特点，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品质，

也有效地论证了以博物馆文化资源为源头带动文创

产品设计的开发模式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4  陶瓷文创产品运营策略 

从文创产品运营层面出发，联合周边，集聚智慧

资源，协同多种传播媒介，营造传统文化氛围，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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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航海投影灯 

Fig.5  Sailing projection lamp 
 

区域文化凝聚力和吸引力。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

推进、消费观念的转变及“旅游＋”时代的到来，将

地域资源特色文化融入文创产品中，不仅加强了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联系，而且增强了受众对当地文化

的认同感[11]。例如从“文创新视野”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再造出发，通过“旅游＋文创＋互联网”的“互融

互助”的模式，多渠道拓宽文创产品合作形式，线上

线下宣传展览及销售推广，借助新媒体传播渠道将漳

州区域陶瓷文化传输给大众。在以陶瓷文化内容为核

心，提供文化内容体验的同时，引导消费，提升产品

创意价值。以平和、漳浦、南靖、云霄、诏安、华安

等县，尤其是南胜、五寨地区最为集中且最具代表性

的窑址为核心，逐步打造古窑遗址探访、传统技艺体

验、陶瓷文化教育、陶瓷手工艺造物等线路，鼓励创

建各类民俗体验馆、文化艺术馆、陶艺展览馆等，将

文化旅游、民俗创意、陶艺制作、文化体验等融为一

体。同时搭建艺术家交流平台、文创产品设计研发交

流平台及文创基地等，通过对受众的感官体验、行为

体验、情感体验等感知，深化传统陶瓷文化的魅力，

并促进陶瓷文创产品的商业转化，为陶瓷文创产品的

推广开辟新局面。 

5  结语 

漳州窑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式研究不仅对

漳州窑传统陶瓷文化进行了保护、传承和再造，更是

在产品系统开发模式的对接下，以漳州窑陶瓷文化为

核心进行的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中提升产品文创附加

值的有效方法，也是传播和复兴优秀区域文化的重要

途径。通过构建漳州窑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型，

对漳州窑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进行实例论证，有助于行

业内设计师开发出更多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文化地

缘优势的创意产品，并对现代产品系统开发模式下文

创产业的构建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为推动漳州本

地的市场、行业发展，形成以漳州为中心的地域贸易

文化枢纽和产业推广基地，打造和提升地域文创产业

的品牌知名度，综合促进漳州特色陶瓷文创产业的发

展及闽南多项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并

为行业拓展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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