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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陶瓷文化科普的荥经砂器的可视化研究 

何毅华，李克难 
（西南民族大学 艺术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荥经砂器的发展植根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荥经砂器的创新发展。在

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中，荥经砂器的可视化研究必然会为寓教于乐的陶瓷文化科普带来更便利的渠道与

方式。方法 对荥经砂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进行整理，分析其设计构成；以“林窑雅烧”

“曾氏砂器”“朱氏砂器”产品为例，进行荥经砂器的工艺理论梳理，主要包括荥经砂器材质、荥经砂

器形制、荥经砂器装饰图案、荥经砂器文化内涵、荥经砂器烧制等内容。结合陶瓷艺术大众参与度高的

属性特征，融合寓教于乐的陶瓷文化科普理念，进行荥经砂器的可视化设计研究；以在线慕课、虚拟仿

真体验两种可视化设计形式，展现四川民间传统手工之精髓，既寓教于乐，又以陶瓷艺术科普形式浸润

大众心灵，传播了特色陶瓷文化。结果 以四个设计原则对荥经砂器进行可视化研究：分析传统工艺、

凝练艺术特征、非遗工艺的可视化、寓教于乐的手工体验。最终展现荥经砂器的艺术特征。结论 必须

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深入挖掘荥经砂器工艺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次的造物逻辑，并进行知识可视

化的展示与传播，才能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语境中建构荥经砂器的现代设计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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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of Yingjing Sandware Based on Ceramic Culture Popularization 

HE Yi-hua, LI Ke-nan 
(College of Ar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Yingjing Sandwar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promot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Yingjing Sandware.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vis-

ual research of Yingjing Sandware will inevitably bring more convenient channels and methods for popularizing ceramic 

culture based on edutainment purpos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Yingjing Sandwa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as sorted out, and its design composition was analyzed. With "Linyao Yashao," "Zengshi Sandware," and 

"Zhushi Sandware" as examples, the craft theory of Yingjing Sandware was sorted and analyzed, mainly including Ying-

jing Sandware material, Yingjing Sandware shape, Yingjing Sandware decorative patterns, Yingjing Sandwar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Yingjing Sandware burning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high degre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eramic 

art and the edutainment concept of popularizing ceramic culture, the visual design of Yingjing Sandware was studied. The 

essence of Sichuan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was presented through two visual forms of online MOOC and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ence, which not only realized edutainment but also moistened the public's heart with ceramic art popularization and 

spread the unique ceramic culture. Visual research of Yingjing Sandware was conducted based on four design principles: 

analyzing traditional crafts, refining artistic features, visualiz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afts, and providing an edu-

tainment experience. Finally,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Yingjing Sandware were displayed. It is necessary to be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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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r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eeply explore the rich connotation and deep creation logic of Yingjing 

Sandware crafts, and display and disseminate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design discourse system of 

Yingjing Sandware in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context.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of ceramic culture; Yingjing Sandware; visualization 

砂器，是指用地层中与煤伴生的矸子为原料做成

的民间文化生活使用之物品。砂器的材料类型介于陶

与瓷之间，因其配方中突出的砂质配料，故以砂器之

名区别于陶与瓷。砂器产地众多，其器形样式也很丰

富，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浪潮，借助传统

文化复兴的契机重获新生。同时砂器作为一种既具有

突出手工技艺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蕴含生活美

学内涵的艺术形式，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国家

各级各类政策的支持与保护下获得新的发展。四川雅

安市荥经县的荥经砂器便是其中一例。当前荥经砂器

随着现代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已然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与内容，因此如何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砂

器文化科普、实现荥经砂器的可视化传播、促进砂器

文创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当下社会历史语境中高质

量发展荥经砂器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1]。 

1  陶瓷文化与荥经砂器 

1.1  陶瓷文化与科普 

《周易》最早阐述了汉语中“文化”一词的内涵：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自古以来，“文化”二字

一直蕴含着文明与教化的双重内涵[2]。陶瓷文化因其

文化表征与技艺传承也有着丰富的文明与教化的双

重内涵。陶瓷的发展包括陶与瓷的发展，早期的人类

在劳动中获得智慧，学会了用黏土烧制陶器，创造了

丰富的彩陶文化。后期随着社会的演进与制陶技艺的

提升，中国古代人民又发明了瓷器。在遥远的唐代，

青瓷与白瓷就以“南青北白”而闻名；历经宋代的官

窑、哥窑、汝窑、钧窑、定窑更是以“五大名窑”而

出彩；元明清时期的青花瓷，更是将中国瓷器的工艺

水准推上了顶峰，形成了闻名世界的陶瓷文化。只是

在灿若星辰的陶瓷文化之下，还有一种介于陶器与瓷

器之间的砂器艺术，因其朴素、简陋的形象已经被瓷

器的光芒所遮蔽。作为其中翘楚的荥经砂器，同样具

有陶瓷文化的深刻内涵，也始终以形而下之器承载、

映射着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审美情感。因此，砂器艺术

的文化科普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科普”一词，从社会学视域来看，“科学

普及”简称“科普”，它是一种社会人群广泛参与的

社会活动与现象，有着易读性、普遍性的特征。从实

践层面来看，科学普及是一种社会教育与社会知识的

传播与推广，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里谈到的陶瓷

文化的科学普及是指运用社会化、群众化和经常化的

科普方式，辅以现代社会的多种流通渠道和信息传播

媒体手段，发挥各种社会活动功能，从而实现受众面

广、认可度高的陶瓷文化知识与技能的传播与推广。 

1.2  荥经砂器的可视化科普 

所谓荥经砂器的可视化科普，是指借助现代科

技、数据分析、多媒体展示等手段，聚焦荥经砂器工

艺文化与技能的可视化设计，整理砂器艺术的形式、

内容、内涵，通过网络慕课、虚拟现实课程等进行的

荥经砂器艺术文化与技能的知识传播与推广。荥经砂

器文化的传播与砂器技能与内涵的可视化整理密切

相关。正如实验心理学家赤端持拉（reicher）通过实

验证明得出的结论所言：“人类在接收的信息中，通

过视觉获得的占 83%，听觉占 11%，嗅觉占 3.5%，

触觉占 1.5%，味觉占 1%。”[3]研究证明了以视觉特征

为主的图像艺术等视知觉要素的重要性。荥经砂器艺

术的材质、造型、装饰、烧制等工艺构成的每一个环

节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荥经砂器艺术的可视

化，正是充分利用了视觉、工艺这二者的重要特性。

通过对荥经砂器艺术进行可视化整理研究，能清晰无

误地展现出完整的工艺流程与文脉，实现砂器艺术知

识与技能的有效传播。 

1.3  荥经砂器传统工艺可视化 

通过整理荥经砂器的工艺理论知识（材质构成、

造型手段、装饰形式、烧制技巧等），从中提取知识

要素，构建系统的展示框架，形成荥经砂器工艺技能

的知识谱系，将知识图谱在慕课视频中进行系统展示。 

2  荥经砂器传统工艺分析 

2.1  荥经砂器材质 

传统工艺使用的原料大多就地取材，特定的材料

属性特征决定了其手工技艺的形式[4]，四川雅安气候

类型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雅安整个地区多雨，

矿藏丰富。荥经县当地天然地质形成的陶土，即荥经

严道古城特有的黄白色优质黏土，俗称白善泥，其土

质细腻，黏性很强是砂器的主要原料[5]。但荥经砂器

的优势不是对白善泥这种陶土材料特性的展现，而是

对烧过的炭粉即煤粉材料的属性特征的充分体现。荥

经砂器泥料是陶泥与炭粉的混合，通常砂器手工艺人

将已经烧制过的煤炭渣打磨成粉，按照 1∶1 的比例

混合白善泥料，揉炼拍打成泥团，最后才做成砂器。

这两种泥料在砂器制作中优势明显，劣势也很突出。

其优势在于白善泥泥料非常有利于砂器产品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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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而炭粉配料是砂器坯体承受急速升温和降温的

保证，二者通力合作促成、完善了荥经砂器由泥到器

的升华，在氧化焰烧制后呈现红褐色，而在还原焰烧

制后又变成亮黑色，见图 1。其劣势是炭粉配料降

低了白善泥的塑造性能，阻碍了砂器造型的多样化

发展。 
 

 
 

图 1  荥经砂器材质 
Fig.1 Yingjing Sandware material 

 

2.2  荥经砂器形制 

最常见的荥经砂器大多为百姓日常使用之物，如

砂锅、米缸、水缸、洗脸盆、洗脚盆等，其中砂罐砂

锅的数量最多。从形制上来看，传统砂锅造型最为常

见，多为大口、双耳、鼓肩、深腹带盖样式，且盖与

罐身连烧，这样的形制也利于烧制过程闷烧呛釉环节

中的勾取。目前在荥经，现代砂器形制仍然延续传统

的经典造型，有传统的炖汤砂锅、煲鱼砂锅、如意炖

锅、煎药砂锅等砂锅类造型。在造型上继续秉承传统

的圆浑样式，由鼓圆的腹部、开敞的口部、凸圆的盖

子、平坦的圜底构成，是传统的经济实用美观的审美

理想的观照。随着现代设计观念的传入，荥经砂器产

品的形制已经打破了单一的形态，以比较有名的从事

砂器制作与生产的林氏雅烧公司、朱庆平砂器制作

厂、曾庆红砂器制作厂为例，这些公司与工厂都在砂

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创新，给荥经砂器艺术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尝试与丰富的形制式样。在砂器产品

中有形式丰富的茶具，如各种饮用的茶壶，包括侧把

壶、提梁壶、侧耳壶等类型。还有当下流行的围炉煮

茶所使用的壶与炉的配套设计，以及现代家居空间的

砂器花瓶等造型。现代砂器整体形制特征趋向浑圆简

练、朴素大方之美的表达。不管是砂锅还是茶壶、茶

杯、花瓶，每一个器物造型轮廓都讲究对称与比例，

突出了浑圆、粗犷的形制观念，体现了砂器艺术对日

常生活的凝练之美，见图 2。 

2.3  荥经砂器装饰图案 

现代砂器艺术中的装饰图案日益丰富，从整体来

看，有一些图案是对传统样式的发展，如荥经砂器中

的龙纹；而有些图案是对当前审美观念的表达，极具

创新思维，因此荥经砂器图案可以分为传统和现代两

种类型的装饰图案，见表 1—2。 

2.3.1  传统装饰图案 

就传统荥经砂器而言，因其售价低廉，材料含砂，

雕刻图案的难度系数较大，故其装饰样式不多，归纳

起来主要为龙、凤、狮、鱼、兰、竹、菊等民间艺术

中常见的祥瑞纹样。其中以浮雕手法刻画而成的龙

纹、竹纹、鱼纹最为多见。从其生动的形象中可以看

出手工艺人们精湛的雕刻技艺。那些搓泥、粘贴、塑

造、刻画等手法，落脚在稀疏的泥条，松动的轮廓上，

寥寥几笔就将龙的动态、竹的样式、鱼的形象表现出

来。在装饰处理中，依靠坯体造型的凹凸起伏进行雕

塑，生成由浅至深的浮雕纹样，是对平面到立体空间

转换的艺术法则的完美实践。“中国陶瓷工艺历来以

模仿自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6]，荥经砂器的装饰

也遵循这种标准，模仿自然物、表现自然物，同时又

在创造自然物，完美地诠释了天人合一的中国陶瓷之

精神。 

2.3.2  现代装饰图案 

荥经砂器的现代装饰形式逐渐丰富，从釉料的开

拓到综合材料的运用，都让荥经砂器之美得到了充分

的展示与显现。由林窑·雅烧品牌推出的颜色釉装

饰、竹编装饰等系列砂器产品，就是借助新的釉料配

方，设计了丰富的装饰形式，或以釉为色，在已经烧

制完成的砂器上描绘图案，增强砂器艺术的色彩对比

之美；或者直接将釉色均匀地施在器物内部，历经高

温烧制，产品呈现出黑黄等颜色的对比效果。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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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荥经砂器形制特征 
Fig.2 Yingjing Sandware shape features 

 
表 1  荥经砂器传统纹样 

Tab.1 Yingjing Sandware traditional patterns 

装饰类型 龙纹浮雕 如意花纹浮雕 几何花纹刻画 艺术美感 

浮雕纹样 

  

龙纹、竹纹、

鱼纹等纹样，

尽显自然、稚

拙的淳朴之美

 
表 2  现代装饰纹样 

Tab.2 Modern decorative patterns 

釉色类型 红色釉刻画装饰 黄色釉装饰 竹编装饰 艺术美感 

现代创 

新装饰 

   

自然、稚拙 

的淳朴之美 

 

种竹编装饰产品，充分利用了四川的竹编技艺特色，

将砂器与竹编两种工艺相结合，以竹编包裹砂器水

杯，促成竹材与砂器质地的对比，既显出竹的细腻，

又增添了砂器的韵味，二者呈现出综合材料的冲撞与

和谐之美[7]。 

2.4  荥经砂器文化内涵 

作为当时古代蜀国的边陲小镇，荥经的严道处在

茶马古道上，是非常重要的驿站。荥经砂器艺术便在

这里发生发展。当地关于砂器艺术的来历有段民间传

说，据传古代有一位官员取道严道时，抵挡不住长途

跋涉的辛劳，就命令手下人找水来解乏，谁料当地条

件艰苦，竟找不到盛水烧水之物，焦急之时，有人就

在当地找到一块泥，然后手工捏制成钵的形状，接上

水直接放到火上烧制，官员喝了这个钵盛装的水，竟

觉得味道甘甜。由此流传开来，就有了砂器的制作。



第 44 卷  第 10 期 何毅华，等：基于陶瓷文化科普的荥经砂器的可视化研究 433 

 

此民间传说虽无证可考，却包含丰富的生活情节与内

容。从其制作可以看出砂器手工制作的传统；从其生

成的目的可以看出“凡人制物，以期致用”[8]，砂器

的产生源于生活之用，这与砂器实用之器的特征高度

一致；从其烧制方式还可以看出砂器使用加热方式的

源流，直到今天，砂器都一直运用就地取材明火烧制

的工艺形式。这些素朴的实用观点，正是砂器深沉的

文化内涵。素朴是一种美，更是小县人们恬淡生活方

式的表现。“雅雨”“雅鱼”“雅女”是雅安的三大特

征。雅安县城多雨，故称“雅雨”，掌管雨的龙就成

了人们敬畏与祈祷的神灵，所以雅安砂器中最主要的

装饰就是那些盘旋在器身、飞跃在器盖之上的龙的形

象。同时湿润的地理环境气候也使陶土、煤炭资源丰

富，砂器自然有土可用。所谓“雅女”，是指雅安女

性人美心善、心灵手巧，砂器艺术中那些栩栩如生的

龙、鱼、竹等造型大都出自雅安女性之手。“雅鱼”

是因为当地的鱼肉质鲜美，当然这种鲜美也与其烹制

的器具——砂锅紧密相关，砂锅鱼至今都是当地的特

色菜肴。由此可见，砂器艺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即“用物为人”“物为人用”[9]，既是当地朴素民风

的物质载体，也是人们就地取材抟土为器的生活智慧

的集中体现[10]。 

2.5  荥经砂器烧制 

荥经砂器的烧制特色在于高温中将坯体取出进

行闷烧呛釉（也有学者称之为渗碳），这种方式是典

型的乐烧形式。其过程是先将坯体经氧化焰烧制约

3 h 之后，快速将通红坯体取出，放置到呛釉窑坑中，

接着用细碎的木屑闷捂约 0.5 h，然后取出来清扫干

净，就得到乌黑亮丽的砂器，见图 3。整个烧制过程

体现了砂器泥料材质的多变性。当坯体烧制采用氧化

烧制方式时，砂器产品呈深棕色或者深褐色外观；而

当坯体烧制转换为还原烧制手段时，砂器产品又变成

光泽亮丽的黑灰色。同时，因其乐烧的方式，又使荥

经砂器的烧制具有强烈的观赏性，给砂器工艺增添了

具有表演意味的视觉欣赏的魅力，见图 4。 

 

 
 

图 3  荥经砂器的烧制 
Fig.3 Yingjing Sandware burning 

 

 
 

图 4  荥经砂器的烧制 
Fig.4 Burning of Yingjing Sandware 

 
3  荥经砂器的可视化 

综上可以看出荥经砂器作为地方陶艺生产技艺

资源，拥有优秀的传统技艺与深沉的文化内涵，但是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统手工艺的传承逐渐跟不上

新媒体发展的步伐。而当代生活文化需求中的方方面

面都涉及某种程度的视觉性和视觉效果，“虚拟网络

空间已是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11]。因此，砂器艺术

的可视化研究势在必行。以砂器艺术的高质量传承为

契机，充分利用当代设计的技术手段，设立砂器艺术

知识传播的在线课程以及虚拟仿真的砂器制作体验

环节，通过砂器艺术的可视化展现，从而实现荥经砂

器艺术知识的科学普及。 

3.1  荥经砂器可视化内容提取 

在基于陶瓷文化知识科普的可视化研究中，以荥

经砂器的工艺特征、文化内涵、情感表达为基础，聚

焦现代器用文化[12]，对荥经知识可视化内容进行分析

提取，主要包括荥经砂器材质、荥经砂器形制、荥经

砂器装饰图案、荥经砂器文化内涵、荥经砂器烧制五

个方面。在提取方式上，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等

方法，获取荥经砂器的工艺文化知识；通过实地调研，

收集荥经砂器工艺制作过程与步骤等资料，并进行有

序梳理；分类整理荥经砂器资料，制作成在线课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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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课件与文案；最后发布在线课程。 

3.2  荥经砂器信息架构及布局 

在探究荥经砂器工艺技巧与文化知识的同时，需
要赋予其清晰的文脉展示。其工艺文化知识的展示包
括历史发展、产品造型、装饰制作、烧制技艺等内容。
采用在线课程在线讲解的模式，进行相关知识整理解
析式的展示传播。其历史发展包括对荥经砂器的起 

源、发展以及现状相关知识与文献的梳理。其中产品

造型主要从荥经砂器材质、荥经砂器形制两个方面分

析其特征。装饰制作从传统装饰图案、现代装饰图案

的雕刻、刻画、施釉等技能比较出发，进行分析阐述

与可视化展播。最后是荥经砂器的烧制技艺，通过装

窑展示、呛釉展示、呛釉材质展示、还原烧制后产品

展示、砂器产品展示进行知识讲解与分析，见图 5。 

 

 
 

图 5  在线课程展示 
Fig.5 Online course presentation 

 

3.3  荥经砂器知识化传播 

荥经砂器工艺具有传统技艺的特征，同时也有深

刻的文化内涵，在工艺技能知识可视化提取的基础上

归纳演绎荥经砂器的素朴之美，在这一部分主要通过

讲解的形式进行传播，使工艺技能的图片视频之实与

授课讲解音频之需相结合，从荥经砂器的概念、来源

以及文化价值、美观价值、实用价值等方面进行讲述。

这一层面知识传播的目的是让学生对传统砂器制作

技艺的文脉有系统的了解，能够以相应的技能支撑创

作出现代砂器文创作品，获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4  虚拟仿真的手工体验 

“世界已经进入信息-物理-机器-人类四元空间”[13]，

传统器物艺术的现代解码与编码以及可视化、智能化

已然成为时代的关键词。同时，在传统工艺中，“虚

拟的真实”[14]类型的体验也成了新的研究热点，基于

荥经砂器工艺可视化研究，以期通过虚拟仿真课程，

以及砂器艺术产品造型与外观色泽随着不同制作方

式、烧制技法而变化的程序体验，实现砂器制作、装

饰、烧制等工艺的虚拟仿真实践与领悟，达到科学与

技艺融合的工艺传承目标。同时以简单的操作程序的

设计，使荥经砂器工艺的虚拟体验轻松易行。例如在

第一个界面会有分类选择，包括砂器的泥条成型、砂

器的压坯成型、砂器的烧制工艺三个部分。 

4.1  泥条成型体验 

此界面提供成型方式的菜单选择，一旦选择砂器

的泥条，界面上会出现极细泥条、中度细泥条、粗泥

条三种粗细不等的泥条，并提供三种不同的砂器泥条

成型后的样式，然后根据选择的不同泥条制作出不同

效果的砂器坯体，见图 6。 

4.2  压坯成型体验 

模具成型的方式有两种：内模成型与外模成型。

因为砂器成型的方式主要以内模制作为主，因此仅仅

设计内模模具制作体验。界面提供两种菜单选择，一

是石膏内模压坯，以石膏材质的内模模具为载体，采

用泥条围合的方式压模，操作完成后得到与内模形态

相同的坯体。这一步主要强调与展现石膏内模的可塑

性特征与作用。另外一种是荥经砂器手工印模成型步

骤体验，首先制作一块砂器泥料的圆形厚泥片，然后

将内模放置在泥片上面，最后进行围合、拍打、修整、

完善等步骤，得到荥经砂器经典的产品——砂锅的造

型，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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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泥条成型体验路径 
Fig.6 Mud strip molding experience path 

 

 
 

图 7  压坯成型体验路径 
Fig.7 Blank molding experience path 

 

4.3  烧制工艺体验 

砂器一般分两次烧成，烧成效果通过不同的温度

和烧成气氛进行设定。不同的温度烧制出来的陶坯呈

色效果都不同，故在程序上设置相应的变量以得到不

一样的外观。 

4.3.1  第一次烧制 

登录进入主界面，下拉菜单能够显示不同的操作

选项。当用户点击选择“荥经砂器烧制工艺”后，在

二级菜单选择中出现“互动仿真操作”提示。进入“仿

真操作”后，程序显示不同的泥坯。当用户选择砂器

泥坯后，就进入窑炉操作界面，会显示电窑窑炉与燃

气窑炉的选择、窑炉管道，以及各种开关和仪表。因

为在烧制环节安全是第一要领，故在界面底部，设置

一个列表用来显示所有必须检查的安全选项。当检查

完压力表、温度设置、阀门等安全措施后，底部列表

对应的选项显示“√”标记。此时窑炉会打开，用户

选择的泥坯会出现在窑炉车架上面，一个“装窑”的

按钮会出现。接着动画显示窑车车架会进入，并关闭

窑门。此时一个仪表盘出现，用户可以通过该仪表盘

选择烧窑的温度、时间以及其他参数。如果用户设置

的温度超过推荐范围，程序会提示用户是否要继续，

如果继续可能会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设置完毕之

后，点击“开始烧制”，旋转进度条出现，显示烧制

进度，同时显示烧制动画。在烧制完成之后，用户可

以点击“查看烧制效果”进行查看，见图 8。 

4.3.2  第二次烧制 

用户可以选择“熏烧”。选择后，出现仪表盘，

用户可以在仪表盘上设置各种熏烧参数。接着可以选

择两种材质（砂器材质或陶泥材质，还可以在熏烧之

后做外观效果对比），然后进行窑炉开关设置，设置

完毕后，点击“开始熏烧”，出现熏烧动画。在熏烧

完成后，用户可以点击“查看”，检查最终的效果。

最后程序还会给出提示，询问用户是否希望尝试不同

的参数，再次进行互动实践，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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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第一次烧制路径 
Fig.8 First burning path 

 

 
 

图 9  第二次烧制路径 
Fig.9 Second burning path 

 

综上，在荥经砂器知识虚拟仿真体验中，其工艺

技能知识的模拟体验，缩短了手工技艺现实体验的时

间，并通过工艺知识的不断模拟与体验练习，其强烈

的形象特征能够有效避免对荥经砂器艺术知识的错

误认知和曲解，也避免了不可预期的安全事故的发生。 

5  结语 

当前立足于寓教于乐的手工体验与智创设计研

究，是民间工艺等非遗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探索的热点。时代的变迁推动着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

发展[15]，其中民间手工艺的可视化主要是指工艺技 

能、工艺文化知识谱系的可视化。在荥经砂器可视化

研究中，旨在通过构建符合大众审美的砂器工艺知识

谱系框架与虚拟技能体验体系，传播砂器艺术与文

化。对荥经砂器工艺的内容（荥经砂器材质、荥经砂

器形制、荥经砂器装饰图案、荥经砂器文化内涵、荥

经砂器烧制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整理，提取了

其中的手工艺知识。通过线上陶艺慕课，聚焦砂器艺

术知识与技能的传播与推广。最后通过将传统工艺融

入多媒体技术，以虚拟仿真体验等现代手段进行荥经

砂器艺术的技能知识体验。总之，荥经砂器艺术的可

视化研究旨在适应时代之需，充分发挥现代设计新概

念、新科技的语言表现优势，探讨荥经砂器高质量传

承与知识传播的方式与路径，传承、传播与推广现代

砂器工艺文化的同时，为现代手工艺的可视化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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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种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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