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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大漆文创产品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走出困境，展现自我特色与卓越品质，实现在文化传

承方面的重要价值，从而促进其产品研发，以此更好地进行应用和推广。方法 从当代大漆文创面临的

矛盾入手，分析得到出现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自身所秉持的理念过于保守，没有真正地认识到大漆文创

产品的核心要义，在研发方式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同时利用调研，结合国内著名品牌——故宫文创以

及台湾和日本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探究大漆文创在产品开发和设计方面应当采取的策略，寻求突破之

道。结论 要面向市场更新不合时宜的思维习惯，采用现代设计手法强化材料的独特魅力，在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基础上提升产品的艺术品质和感染力，展现丰富的当代创意，呈现厚重的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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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acqu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LU Tie-zhu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4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how lacqu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in modern 

society, show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excellent quality, and realize the important valu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so as 

to promo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s, in a bid to carry out better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Start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faced by contemporary lacqu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s lie in the conservative ideas they hold and the lack of a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prod-

ucts, and some deviation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re-

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Forbidden City Cultural Innovation, a famous domestic brand, as 

well as Taiwan and Japa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hat lacquer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should adopt in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in order to seek a way of breakthrough. We should face the market, update the outdated thinking 

habits, adopt modern design methods to strengthen the unique charm of materials, improve the artistic quality and appeal of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meeting needs of consumers, show rich contemporary creativity and present a thick historic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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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为了提升国家实力，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我国政府逐步建立了多重发展战略，推出了一系

列的政策措施培养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积极鼓

励高附加值文化衍生品的研发和推广，大力扶植与此

相关的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在民族复兴和经济发展

的背景下，“大漆文创”产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1]。

但是，在机遇面前还需正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的旧有思

维模式和产品开发套路，突破其造成的种种束缚，寻

找符合时代特点的研发之道，这对大漆文创产业来说



356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10 月 

 

至关重要。 

1  面临的问题与矛盾 

中国人使用大漆可以追溯到刀耕火种的新石器

时代，根据“杭州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桑木漆弓”

推算，距今已有 8000 年以上的历史。古老工艺从秦

汉至隋唐再到明清延续着一个又一个的发展高峰，先

辈们创造的无数“大漆用品经典”不仅彰显着东方古

国在科技、人文方面的进步，也体现了这样一个民族

在造物智慧方面的优秀成果。它们是华夏民族呈显进

步的历史脉络，也是屹立于当今世界的文化名片。当

下，在科技浪潮下的社会急速发展，继承发扬这些传

统已成为必须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2]。 

大漆文创是在新世纪里，人们以新的视角，在满

足自我社会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传承古老技艺和文化

的一种尝试，虽然前景美好，但是在探索过程中，也

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总结起来有以下 4

个方面：（1）对于大漆文创的内涵认知不足，理解不

深；（2）忽视了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理念，缺少品牌规

划和市场细分；（3）未能充分遵循现代文创的设计要

求，文化元素融入不够，艺术造型千篇一律，机械地

复古造成了与当代生活的脱节，同时一些生产者短期

行为严重，为了降低成本而选取廉价的替代材料，未

能充分地呈现材料的独特魅力，质量低下；（4）产品

形式单一，销售渠道狭窄，市场关注度不高。 

清华大学知名教授、老艺术家乔十光先生也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内地市场上的大漆文创产品在大生产

面前遇到的问题：固守旧有的审美模式，形成简单的

淫技堆砌，用廉价的化学漆代替天然大漆，以次充好，

同人们的实际生活渐行渐远。可见，在快速变化的社

会时尚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面前，市面上的大漆

文创产品已显现出诸多尴尬，究其根源是在研发策略

上出现了偏差。这些问题使它既无法满足公众的使用

需求，也无法充分迎合大众对于现代审美的追求。总

之，诸多方面使大漆文创的正面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影响，造成了人们的认知度不够高。 

2  探究研发之道 

2.1  认知大漆文创的核心内涵 

如何使大漆文创成为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更好

地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新时代赋予的重要

课题，而完成这一课题，取得突破的基础便是对于其

核心内涵的充分认知。大漆文创是指利用天然大漆作

为表现材料设计制造的能够形成较高附加值的现代

产品，致力于满足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具备特定的

知识产权、较高的使用价值和文化品性，其核心要义

在于展现丰富的创意同时呈现厚重的历史文脉。实用

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位形成了大漆文创产品的三

大属性。这些属性之间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为目标，相

辅相成，互为依托，不可或缺，其中实用价值是基础，

文化内涵是核心，艺术品位是保障。实用价值使产品

成为人们感受文脉延续的载体，艺术品位在一定意义

上保障了通过特定的艺术语言将优秀传统文化因素

融入文创产品中，使其更具吸引力 [3]。 

从上述核心内涵可以看出大漆文创既需要体现

文化传承，更需要重视研发探究。这是创造性地继承

传统所要求的，只有这样产品才能具有较高的价值品

位，不断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故宫文创近些年取得了较大成功，其经验说明，探索

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研发之道尤为重要，它会使产品材

质、造型、色彩和功能融为一体，幻化成为人们的一

种美妙体验，让使用者慢慢升起别样的心灵感悟，在

多维时空下自由地徜徉[4]。因此大漆文创研发一方面

要秉承现代产品开发与应用的理念，重视消费主体的

作用，另一方面要依靠市场，创设美妙丰富的设计品

牌。这是创造产品独特魅力的关键。 

2.2  以消费主体为基础的产品研发理念和市场品牌

规划 

2.2.1  以市场消费主体为基础的研发理念 

建立现代产品的开发与应用理念是充分认知大

漆文创产品核心内涵的具体要求和体现，它要以消费

主体为基础来从事系列活动[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主要经历 5 个阶段：市场调查、设

计研发、批量生产、产品推广、流通销售。各个阶段

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其中一

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围绕着消费者进行服务，并且都

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储备和人员来执行[6]。 

目前我国内地的大漆文创产品多来自“工坊”或

者创意产业园里的“创客”，他们熟悉设计与操作，

但是对于产品研发和消费心理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

从现代产品的生产销售来看，设计者、生产者、销售

者、使用者之间必须保持流畅的信息渠道，因此熟悉

开发产品各个环节的要求、关注消费群体、注重市场

调研、及时掌握反馈信息对于“大漆文创”设计应用

就显得特别重要。现代日本知名工业产品设计师村田

智明曾经说过：“创客”不能只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艺

人，要能创造美，还要能了解当下社会的各方需求，

深谙所面对的各级市场，做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现代产

品研发者。中国台湾国际时尚品牌 Yii，多年来的探

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它致力于打造各类基于传

统工艺的文创，研发了许多畅销海外的大漆文创产

品，弘扬了民族文化，广受好评。企业创始人林正仪

在创业之初，敏锐地发现如果对于消费者的需求缺乏

认知，仅凭超强的设计能力和高超的技艺，是无法在

市场上生存的，于是他从现代产品的角度建立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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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模式，根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创立了从设

计、生产再到销售的良性循环，产生了良好的收益。 

2.2.2  市场的细分和品牌发展规划的确立 

传统的大漆操作方式以手工为主，成本居高不

下，面对一般的消费阶层，劣势明显。这对于其文创

产品发展来说极为不利。市场主体还须更多地借助机

械化智能操作手段，充分利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

展提高产能，降低成本和使用门槛，使产品走向大众

化；同时 大程度地细分市场来满足不同阶层的消费

需求。日本经过多年的探索，大漆文创产品的设计与

应用已经非常成熟，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传

统手工艺制作往往针对的是富裕阶层，既具有广泛的

实用性，也有很高的艺术性，虽然价格不菲，但深受

高收入人们的喜爱。机械化生产造就的低廉价格，迎

合了普通民众的需求。日本“京都石川漆工房”每年都

用机械制造数量可观的大漆文创，产生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在市场上持久地立足，良好的产品形象十分关

键。日本“京都石川漆工房”和台湾品牌 Yii 的文创

研发实践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建立品牌规划和发展战

略是进行现代生产并赢得商海竞争的必由之路[7]。为

此大漆文创的研发应用可以采取以下 3 个方面的措

施：（1）通过调整使品牌意识深入人心，提升产品质

量，精准定位多阶层的产品需求，制定不同的生产策

略；（2）借助多种平台、多个途径，扩大宣传覆盖面，

促使消费者有更多机会了解大漆天然环保等方面的

特色，另一方面把握“产品”的实用属性，更有针对

性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增强产品的认知度，从而逐

步建立商品的知名度；（3）联合成熟的创意设计公司

进行产品的合作开发，利用其在专业化生产、内部管

理、客户反馈信息和品牌推广方面的诸多优势，深入

结合地域文化，打造知名产品。 

2.3  遵循现代文创设计的要求 

2.3.1  灵感的获取与文化元素的融入 

任何艺术上的创新与设计都是深深地扎根在文

化土壤中的，文创更是如此。没有灵感的设计必然苍

白无味。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汇聚成一

个巨大的知识宝库，由此形成的丰厚积淀和民族美学

传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源泉[8]。大漆文创

在设计的初始阶段一定要善于从中感悟、提取设计的

灵感，创设充满感染力的、包含温度的艺术产品。故

宫文创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便是研发人员致力于从故宫文化里探求灵感，使产品

内外充满灵动设计。优秀的文创需要结合文化元素来

设计，使产品体现文脉，展现文化的内涵与精神，这

是其与生俱来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说，文创的价值不

仅体现在其外观优美和使用方便上，还在于其拥有重

要的传承意义，只有与历史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出高级

的品质，才可以发挥出自身的独特优势，形成完美的

产品样式。 

故宫文创设计极为重视传统文化元素的作用，旗

下开发的“寿桃·随手礼茶具”灵感来源于其藏品“粉

彩过枝桃树纹盘”。它利用寿桃图像，将形、色、气

韵融为一体，变化成为极具韵味的新造型，把健康长

寿、吉祥美好的祝福从宫廷之中传到寻常百姓家中，

寿桃·随手礼茶具顶面见图 1。上海历史博物馆在这方

面也较为成功，其中一件名为“崧泽小陶猪”的 3D

夜灯，趣味盎然，充满童真，获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它采用的造型源于 6000 年前“马家浜文化”遗址出

土的小陶猪，朴素可爱的面貌使人们感受到了数千年

前生活在上海地区的古人饲养的家畜形象，体味到了

“崧泽文化”时期人们的勤劳和智慧。另外，湖南长

沙“宝莲华”茶具产品“大漆香云”纱茶垫，见图 2，

把云纹与大漆工艺结合，展现了先辈对于天地的敬

畏，表现出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上述案例证明了

文创离不开文化，产品借助它的力量能够 大限度地

发挥自身材质的优势，焕发出勃勃生机。对于大漆文

创研发来说，重视探寻历史，把文化元素与产品结合

在一起是获取灵感、在传统基础上创造新的设计样式

的关键因素，也是增加产品附加值、让先辈们留下的

宝贵遗产永续传扬和不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

件[9]。 

2.3.2  独特材料工艺的呈现 

重视呈现材料工艺的独特性，这是大漆文创产品更

好地进行设计与应用，创造出与众不同一面的基础[10]。

大漆是一种享誉世界并承载着独特内涵的天然涂料，

它源于漆树，呈半透明状，主要产于我国，是一种油

包水的植物材料。它的产品色彩沉稳，经过打磨抛光

等表层工艺处理可以焕发出温润的光泽，优雅、含蓄、

意蕴丰富，大漆茶则见图 3。其包容性极强，许多其

他类别的材料都可与之搭配使用，如织物、木质、石

质、贝壳、金属、皮质等。这些质地不同、机理不同

的材料与大漆在一起可以相得益彰，营造别样的审美

体验，展现独特的东方气息——内敛、和合、包容。 

大漆的独特不仅体现在材料上，也展现在工艺

中。早在明朝时期，漆工黄成所著《髹饰录》里就详 
 

 
 

图 1  寿桃·随手礼茶具顶面 图 2 “大漆香云”纱茶垫

Fig.1  Top view of peach- 
shaped tea set gift 

Fig.2  Lacquer Fragrant 
Cloud yarn tea 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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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漆茶则 
Fig.3  Lacquer teaspoon 

 
细阐释了 479 种技法，对我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漆工艺

进行了系统地总结，由此可见大漆的艺术表现力是多

么丰富。在设计开发产品时，许多造型和色彩可以表

现在漆上，也可以呈现于漆下，或是镶嵌在大漆的表

层之中；不仅可以通过“漂流工艺”塑造出水墨的写

意，也可以通过“刻填”和“堆漆”技法呈现出东方

的率意。浑厚的雕塑感与充满诗情的意象美都在它的

表现范围之中。大漆文创产品需要彰显自我的品质和

气息，需要表现出富于韵律的机理和巧夺天工的效

果，这决定了其研发制作时要重视做好基础性工作，

把握材料和工艺的特性，重视古人的发现和创造，由

此才能让富于东方韵味的设计尽显其中，无限的艺术

之美也才会尽现于产品之中。 

2.3.3  选取凸显创意的设计手法 

完美设计是好产品的必要体现。“解构”和“同

构”是常用的现代设计手法，大漆文创可以利用其进

行构思制作，凸显创意，使产品生成更加迷人的魅力，

满足消费者不断变换的审美需求。“解构”遵循形式

美的规律，以艺术的形式分解结构或拆卸形体，塑造

出新的形象。在运用此种设计方法的过程中要注意以

自由的精神大胆地想象，打破原有的完整性，新的具

有感染力的统一体才可形成。分解、拆卸是手段，不

是目的， 终是为了生成有意味的新造型。“同构”

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视觉元素按照一定的方式进

行有机组合的设计方法，它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

种新的创造。可以进一步将其分成意象同构、变象同

构、残象同构、抽象同构、重象同构 5 种形式。“意

象同构”将社会文化生活元素融入作品的造型之中，

藉此提升作品的内涵，使其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变

象同构”着力通过形态的变换与不同的排列组合创造

新的面貌；“残象同构”追求不同材料、不同机理的

组合变化，并把其作为主要方式进行构思设计；“抽

象同构”运用创造性思维，对表现物象进行高度的提

炼概括，升华出创意的理念，将其转换成独特的审美

元素，从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视觉形象；而“重象同

构”则是把看似没有关联的不同物象进行重新组合，

以此创造出新形态的设计方式[11]。 

以上述方法作为主要设计手段的优秀案例颇多。

台湾知名品牌“游漆园”多年来以大漆作为主要材料

开发文创产品，漆盘“福如花开富贵”见图 4，其以

葫芦和牡丹作为主体形象，采用意象同构，创造出具

有浓厚东方意味的漆盘产品，雅俗共赏，深受客户好

评。北京故宫文创“福禄香插”，采用“抽象同构”

进行构思制作，概括提取了“故宫镂空葫芦金香薰”

的造型特点，温润典雅，充满禅意气息，福禄吉祥香

插见图 5。还有福州平安社所作“大漆海棠托盘”见

图 6，利用“重象同构”的方法设计制作，借用民族

文化里的海棠花图案，寓意和美，市场销路极佳。故

宫文创旗下“宫门双肩包”见图 7，亦采用同样的方

式进行设计，结合宫门上的“门钉”和“金铺首”元

素，寓意吉祥，生动有趣，魅力十足。 

造型元素之间的共生、共用是同构设计必须要把

握的要点。这种方式并不是无序地组合，而是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的，其中 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符

合现代人们的审美习惯，遵循形式美的法则，适当引

导，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机械地模仿或索然无味地简单

复制，创造出人们喜爱的产品[12]。总之，大漆文创应

当积极吸收其他门类文创产品的成功经验，研究利用

现代创意手法，呈现自身优势，这对于传承传统造物

文化与美学思想、提高大漆文创产品的社会价值和审

美格调、助推研发实践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13]。现

代文创设计示意图见图 8。 
 

 
 

图 4  漆盘“福如花开富贵” 图 5  福禄吉祥香插 

Fig.4  Lacquer plate Blossom 
and Wealth 

Fig.5  Auspicious incense 
sticks 

 

  

图 6  “大漆海棠托盘” 图 7  “宫门双肩包” 

Fig.6  Lacquer begonia- 
shaped tray 

Fig.7  Gongmen back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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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现代文创设计示意图 
Fig.8  Sketch map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2.4  产品多样化与销售渠道的拓展 

产品多样化与销售渠道的拓展对于促进产品研

发具有重要的意义[14]。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大

漆文创来讲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在消费群体中应用，

在社会中推广，因此，其产品形式要尽量多元化，以

满足人们的多样需求。近些年，市面上的大漆文创产

品应用范围较多地集中在日用生活器皿上，这已经远

远不能适应消费者口味的变化和迅速发展的市场需

求，导致企业利润不佳，新品研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 

故宫文创研发十分重视产品多样化，2017 年故

宫博物院以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为创意源设计

开发了 40 余款文创产品，涉及玩具、文具等十余种

类。2018 年开发了百余种贺岁文创产品，包括福禄

寿、门神等。据相关部门统计故宫博物院多年来设计

应用的文创产品达到一万余种，涵盖了 27 个系列，

其中很多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火爆。由此说来，多样化、

系列化的产品研发形式是故宫文创成功的一条重要

经验。大漆文创产品的推广还要依靠强大的销售渠

道，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产品销售与传统方式相

比已有很大不同[15]。思科发表的报告指出，截至 2019

年，全球网民数量已达到 38 亿，商务部报告指出 2019

年我国网民也已超过 9 亿。庞大的网民数量给网络销

售带来难以想象的商机。北京“故宫文创”近年来紧

紧依靠网络积极开拓线上、线下市场，互联网销售业

绩连年攀升，已达到整体售卖总额的四成。要适应新

的变化，使线上、线下销售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企业

网站以及电商平台如“淘宝”“拼多多”“京东”等互

联网资源，开拓国际、国内市场。 

电子商务日新月异，已悄然向第二代发展，21

世纪的今天还需紧跟时代的步伐，不但要依靠传统网

络销售，还要密切关注“新零售”和“网络直播营销”，

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构成连接企业产品与

消费者新的强大渠道。网络直播，可以打破时空界限，

使大众更为直观地了解产品信息，彻底消除对于大漆

文创的陌生感，更好地发挥大漆文创自身的优势，使

其产品的应用销售渠道获得更大范围的扩展，使人们

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产品蕴含的文化思想、工艺传统、

材料特性等内容。同时，也要扎扎实实打好线下基础，

寻求以旅游文化市场为基础的突破口[16]。日本“轮岛”

位于国土中部石川县能登半岛 北端，四周美景环

绕，是观光客向往的旅游地区之一。这里大漆产业发

达，走在“轮岛市”的街头，随处可见制作经营大漆

产品的工坊和商店，著名品牌“轮岛涂”多年来深耕

旅游产品市场，以当地优质“硅藻土”为底料制作大

漆产品，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广受国内外游客喜爱。

由此可见，上述方式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满足了

消费者深层次的内心体验，成为保证大漆文创产品的

研发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的重要条件。 

3  结语 

总之，要积极开拓创新，扬弃旧有的模式，以市

场和消费者为基础，充分发挥大漆在材料特性和文化

底蕴方面的优势，扩充销售渠道，运用丰富的现代创

意设计手法创造多样的产品，展现其无穷的魅力，从

而建立起一条新的产品研发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在科

技飞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进步的条件下，完成时代赋予

的这项重要课题，建立起新的大漆文创产品研发策

略，逐步摆脱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更为

稳健地步入信息社会，实现有序传承，让光辉灿烂的

大漆文化永远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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