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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形式上的线上和线下、级别类型和接受群体上的分层分类传播，扩大凤翔泥塑的民众

认识度，在产业融合发展中，构建凤翔泥塑适应社会变迁、不断更新发展的生态模式。方法 在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要求及文创产业良好发展趋势的背景下，研究从消费侧的民众认知与需求，供给侧的协同创

新两方面，梳理凤翔泥塑等非遗项目民众认知度低、创新发展不足的现代适应性问题，分析传播渠道、

创新重构、高等教育、产业平台、文化内力等资源和方式在其现代适应性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结论 凤

翔泥塑等非遗资源需要在新的发展模式下，不断形成具有文化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并参与到大

众日常消费生活中，从而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同时，提升其现代适应性的创新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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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Fengxiang clay sculpture can be expanded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forms, hier-

archical and classified dissemination of level types and receiving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

velopment, an ecological model of Fengxiang clay sculpture can be built to adapt to social changes and constantly update 

and develo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good de-

velopment tren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from public cognition and demand on the consumer side and collabora-

tive innovation on the supply side, the study sorts out the modern adaptability of Fengxiang clay sculpture and other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with low public awareness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alyzes the 

promotion role of resources and methods such a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no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higher educa-

tion, industrial platform and cultural internal force in its modern adaptive development. Fengxiang clay sculpture and 

othe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need continuously create products with cultural influence and market competi-

tivenes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 and be integrated in the daily consumption life of the public, so as to improv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modern adaptability while serv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

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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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泥塑是创造性手工劳动，在造型、用色、工

艺、观念表达等方面个性鲜明，是因材施艺的个性化

传统工艺，于 2006 年被列入第 1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陕西地区的重要非遗形

式之一，在近 15 年的发展中，凤翔泥塑仍以小作坊

生产、实物售卖的形式对外传播，在“促进自身和在

地经济发展、现代生活品质转换、生活美学提升”等

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不足也折射了整个陕

西乃至西北五省非遗传统工艺的发展状况。因此需要

梳理其现代适应性发展的不足，实践现代创新发展路

径，努力让这些文化禀赋彰显应有的时代价值。 

1  现代适应性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1.1  时代变迁对民众认知的消解 

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主体具有二元性，其中民众是

遗产的需求主体，在遗产保护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1]。广大民众是凤翔泥塑的消费终端、需求主体，

他们在认知基础上产生广泛需求，能够不断激发技艺

拥有者和研究者创造新形式、生产新产品来满足需

求，从而促进其活态保护和繁荣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全球化进程中，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对外开放、工业化程度越来

越高，可选的新兴文化和物质消费形式及产品日渐丰

富，获取也更便宜、便利。久处物质相对匮乏年代的

大众面对新的消费选择，不可避免地将诸如凤翔泥塑

等传统社会下形成的消费形式搁置在选择之外。随着

时代变迁的步伐加速，日常文化、生活消费品快速迭

代更新，凤翔泥塑等非遗传统工艺及产品的原生风

格、形式、功能也逐渐与现代生活需求的距离越来越

远，已很难参与到现代日常消费产品序列的竞争中。

久而久之，其广泛的大众认知基础会逐渐消失，对之

的需求也就无从谈起。 

虽然在 2006 年凤翔泥塑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有少数民间艺术爱

好者、在地高校师生、非遗保护机构人员对其进行过

政策、文创、实物售卖等的研究和推广，但由于关注

群体有限、传播形式传统、创新开发成果产业转化不

足，并没有有效扩大民众的认知和需求度。可见民众

认知基础的消解，严重阻碍了凤翔泥塑的传承和传播。 

1.2  协同创新不足阻碍现代适应性发展 

在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利用多方资源协同创

新开发，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多元形式融入现代社会

生活中，是凤翔泥塑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现代适应性

发展的有效途径。 

凤翔泥塑地处陕西地区，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经济

发展水平不高的状态，且所处大区域需要保护和创新

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非遗项目众多，非遗管理

部门以传承人日常管理为主，人力资源和激励权限有

限，对促进凤翔泥塑创新发展有心无力。在地高校基

于非遗文创市场人才培养的经验不足，且常沉溺在研

究圈子，以获取研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为主要目标

（如公开发表研究论文、专著、申报和完成纵向项目

等），人才培养成果的产业转化严重不足。 

从供给端而言，凤翔泥塑基于现代适应性的创新

开发，不是要简单复制一个实物泥塑产品，而是一个

从策划、创作、批量生产到加入市场循环的链式过程，

其开发时间周期较长、系统性强，需要设计研发、生

产、宣传销售等多方参与。由于经济效益回报具有不

可预期性，导致在地文创企业针对凤翔泥塑的自主创

新产品的研发投入较慎重。 

综合因素方面，使凤翔泥塑与其创新发展相关的

管理部门、研究机构、文创企业等资源，对其创新开

发的关注、引导、支持、实践严重不够，政策支持、

资金激励、队伍建设、创新研究、资本投入、市场推

广运营等全产业链方面没有形成合力，多种因素导致

凤翔泥塑仍主要以实物原型的形式游离在现代社会

的边缘。 

因此需要协同多方资源，积极实践凤翔泥塑现代

适应性发展途径，使之跟其他优秀民族文化一样得以

广泛弘扬。 

2  丰富传播渠道解决民众认知度低的不足 

认知是参与保护的起点，认可是参与保护的理

由[2]，凤翔泥塑要在日新月异的文化消费格局中，使

其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地被普及尤为重要。 

在“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力度”的总体

要求下，凤翔泥塑需在“非遗进校园”的单一活动基

础上，不断扩充传播手段，提升信息传递的时效性、

有效性和广度。如利用县域融媒体平台，以数字动漫

形式演绎凤翔泥塑缘起、发展等故事，以互动游戏形

式普及凤翔泥塑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知识，以虚拟仿

真形式实时不在场开展凤翔泥塑工艺传习，以短视频

的形式展示学、研、用的体验，增强大众爱非遗、学

非遗、用非遗的兴趣，从而“编织”起凤翔泥塑适应

新时代的传播网。 

亦可与旅游资源对接，在各大知名景点和网红地

标展陈布局，开展凤翔泥塑技艺的体验、传习、产品

售卖等活动，借助著名景点与网红地标引流，加大域

外旅游者的参与度，提升和扩大民众对凤翔泥塑的认

知；将凤翔泥塑符号广泛运用到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和

传统节日文化中，通过政府、民间对民俗和传统节日

的集群式宣传展示，形成线上线下交叉互补的推广模

式，更加“有温度”地讲述传统文化[3]，带动域内外

民众对之认知度的提升。 

不同文化群体的认知方式有异有同......在不同文

化群体里，会由于各自不同的认知方式而带来不同的

解读[4]。为使民众对凤翔泥塑文化特征有完整、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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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精准的认知，在多途径传播中，还需对目标人

群基于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情况、地域分布等

进行分类，并从内容、渠道选择等方面开展差异化设

计研究，以提升传播实效。如利用凤翔泥塑制作过程

的虚拟展示，提升中小学生的参与兴趣；利用专有纹

饰图案等的学术解读，吸引高校设计专业师生、设计

者的关注；利用与民俗活动结合的短视频展示，唤起

中老年群体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而关注等。在多途径、

精准和趣味化的传播中，人们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度不

断提升。 

3  创新重构解决形式陈旧的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会一成不变，在应对外界环

境的适应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重构，也有创新，在

新陈代谢中不断发展 [5]。由于纵向时间创新的“断

层”，凤翔泥塑仍停留在原生形式上，没有随社会的

变迁不断演化出新的造型形式。因此，要博得新生代

的认同、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它必须在形式、功能、

观念等方面有一个重构突变的过程。如以动漫角色形

象、动画片的形式来讲科普故事，以办公用品等功能

产品的创新形式融入日常生活中。 

人们需要正确面对、认识和接受这一重构带来的

变化，因为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

需要，就必须不断地加以调整和重构，这样才能使其

“活态”被传承和发展，否则就容易固化为博物馆里

缺乏社会内容的藏品[6]。故宫文物有效介入文创产业

就是成功的参照。如对皇帝的动漫化处理，这在其原

生的文化语境中是不敬的，而在当下的时尚生活中，

宫廷皇帝的小摆件、金属书签等以更为亲和的形式赢

得了消费者的热宠。故宫文创通过历史人物形象的动

漫化、历史故事时尚演绎的趣味化、文化历史符号日

常生活的应用化，打破了博物馆以往的沉重和神秘

感，让更多民众能以轻松愉悦的方式主动参与故宫文

化的消费和传播。 

凤翔泥塑没有故宫这个大 IP 背书，也就意味着

要跳出现代适应性不足的困境，除以工艺美术的原生

形态存在外，它需主动接受创新观念和形式的介入，

进行更为大胆的“调整和重构”来对接民众的需求，

如时尚符号介入十二生肖等传统泥塑造型内容。同

时，还要特别重视高校青年群体的创新实践成果、文

创产业赋能的时尚表达形式，不能固执、保守地简单

认为这些转化是对凤翔泥塑文化的破坏。 

4  高教资源解决持续创新力量缺失的不足 

4.1  传承创新自觉是高校助力非遗发展的基础 

高校是非遗文化“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阵

地”。目前凤翔泥塑等非遗项目的困境是传承人年老、

创新研究和实践不足，而非遗业余爱好者又经常限定

在自身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无法自拔[7]，不能高效参

与到非遗项目的传承创新中来。高校创新研究和实践

的专有空间（学校、教室、基地）、专有时间（第一

课堂和第二课堂）、“源源不断”的学生资源，以及丰

富的人才培养和项目研究经验恰好能弥补以上不足。 

但现实是，在地高校并没有自觉从人才培养层面

与凤翔泥塑等非遗项目的传承创新对接。这既有管理

层对非遗文化“不感兴趣”的因素，也有师资队伍支

撑不够、已形成成熟教学科研领域和方向等客观原

因。虽也有教师个人将凤翔泥塑等传统工艺引入课堂

教学，但这纯属教师个人阶段性行为，不具有全面、

深入和持久性。 

可见，还需充分利用已有高教资源，提升高校研

究传承创新非遗文化、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的使命感和

自觉意识，为凤翔泥塑等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实效和

持久开展提供支持。 

4.2  加强专业建设促创新发展稳步推进 

非遗保护能力建设不是短期、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专门的学科来提

供稳定、专业的学术技术支持[8]。在提升高校非遗传

承创新自觉基础上，加强相关学科专业的建设，与促

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匹配，可为凤翔泥

塑等非遗文化提供长期稳定的学术研究、智力资源等

支持，解决其观念更新缓慢和团队建设、产品创新的

不足。 

如设立非遗保护学院或专业，通过制度规范建设

过程，夯实凤翔泥塑等非遗文化持久稳定的创新研究

平台；通过研究与教学成果对外交流、宣传，提升学

科专业的影响力；通过学科建设和专业实力提升的反

哺，稳步推进包括凤翔泥塑在内的非遗文化现代适应

性更新；通过学科专业建设中的田野调研等过程，全

面收集项目实物类型、工艺、材料、纹样等资料，并

在数字转化存储、虚拟仿真模拟及开放共享基础上，

运用大数据、新媒体等手段，构建非遗资源库[9]，为

其传承创新发展提供永久性的原始参考资料。 

在校企合作基础上，与非遗保护中心、园区、文

化企业合作共建创新研究中心，常态化开展区域非遗

项目集群化传播研究，增强研究的覆盖面和实效。 

4.3  有效对接消费市场助成果变现 

研究和实践成果产出，并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

效益是高等专业教育促进非遗资源创新发展成功度

的重要标志。目前，将凤翔泥塑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

效益是缺失的。如以“凤翔泥塑”为关键词在知网检

索，与之有关的学术研究论文超 177 篇、学位论文

37 篇、会议论文 2 篇，但没有以凤翔泥塑为主体视

角的创新产品问世。 

其中，师资的市场开发经验及校外社会力量介入

的缺乏，阻碍了教学成果产出及转化。在高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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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研究和教学经验丰富，但在没有产业转化的

硬性职责要求下，他们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学术圈子和

课堂教学内，常满足于发几篇论文、把课上好、指导

学生拿几个奖就行，“无暇”与社会市场“打交道”，

对凤翔泥塑等非遗文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体

爱好行为。由于主动对接消费市场不足，他们的“变

现”能力受限，导致大量有可能转化的实践成果长期

“封存”在存储设备里，发挥不了应有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社会资源介入高等教育缺乏的因素较多、较复

杂，如文创企业极力寻求在地学科专业支持，解决人

力、智力和创新方案资源的不足，但或因专业所在管

理层思考的重点不在此处而不重视、不主动，或因校

外机构的需求超出了学科专业建设的政策规定等，致

使合作共赢关系无法达成。专业教育自身社会经验不

足，导致文创效益产出程度良莠不齐、不可预期，也

是社会资本、项目深度介入慎重的因素之一。 

可见，高等教育在制度上必须对成果转化有相应

的约束机制，倒逼从业者积极主动对接消费市场，提

升自身产业创新能力；需要向资金配备、场地提供等

方面倾斜，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引入优质产业资源，

实现产教无缝对接，促进凤翔泥塑等非遗文化在高等

教育领域创新发展的快速“变现”，有效服务区域经

济和文化建设。 

5  产业平台赋能解决形式单一、协同乏力

的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毕节考察调研时曾强调：把

苗绣发扬光大，传统的也是时尚的。它既是文化又是

产业，它既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又用产业

来扶贫，用产业来振兴乡村，可以作出贡献[6]。与苗

绣一样，凤翔泥塑可以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文

化创意产业的兴盛之势，以文创的形式融入时尚生活

中。在此过程中，凤翔泥塑等非遗技艺的拥有者、开

发者还需更新观念，有效对接产业化的赋能。 

5.1  点群结合促丰富创新表达 

产业化发展是凤翔泥塑融入大众生活的有效途

径。在产业技术赋能和成功范式参照下，凤翔泥塑等

非遗资源需要构建其独特文化标签、打造 IP 价值点，

再通过恰当、有趣的 IP 开发创新，不断衍生出具有

统一文化标识、系统性强的主题产品群，形成尽可能

多的民众接触融合点，给民众带来凤翔泥塑文化生命

力的多维感知，从而促进其广泛传播。 

如对凤翔泥塑渊源文化深度挖掘，进行 IP 故事

提炼，并通过网络文学故事、漫画、动画等方式，借

助互联网、移动设备等途径广泛传播，提升曝光率；

结合在地民风民俗、旅游资源，构建凤翔泥塑 IP 场

景，增强旅游者的体验感，扩大其影响力、吸引更多

关注，激发大众消费传播。还可结合时尚文化消费特

征，策划、开发家居用品、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等

系列文创实物产品，供民众消费选择，实现它与现代

生活的直接对话。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方面，如利用

AR、VR、MR 技术打造虚拟数字艺术作品、场景，

延伸和扩充其文化艺术内涵；利用三维打印技术创制

定制式、个性化的三维打印 Q 版泥塑摆件，利用综

合材料和现代工艺设计生产流行的凤翔泥塑动漫造

型手办、盲盒等，扩大其物质形态外延，并在拓展变

现模式基础上提升盈利水平。 

通过时尚、多样主题产品群的立体式创新表达和

对外传播，可提升其与大众“接触”的有效性、高效

性和广泛度，实现从 IP 打造到多维变现的目的，从

而为其适应现代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5.2  集聚发展合力出圈 

“因为集群成员在地理上的邻近，为他们之间通

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分享提供可能”“集群成员之间

的信息流动和知识溢出，对应快速变迁的技术和市场

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构成整个集群的战略性资

产[10]。”凤翔泥塑在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迁中，可与

区域非遗资源聚集发展，在相互融汇、紧密合作、优

势互补基础上，实现信息、渠道、技术等的互通共享，

在更高集团效应基础上，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提升对

外传播度，达到借力出圈的目的。 

据陕西省宝鸡凤翔区文化馆统计，该区有凤翔泥

塑、木版年画、草编技艺、罩金漆器制作技艺、刘氏

皮影制作技艺、刺绣等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项

目 69 项，非遗资源丰富。凤翔泥塑可以利用这一资

源优势，在传播与销售渠道、管理经验、专家团队、

市场开发等资源共享机制下，协同创新、整体推进，

以便更高效率应对“单打独斗”所致的创新和传播缓

慢局面。与旅游等其他产业的融合集聚，也是其提高

有效传播度和适应时代发展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作为国家级项目，凤翔泥塑可利用已有的对外影

响，让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发展成市场竞争优势，

从而发挥头雁效应，对在地非遗文化的传承创新起到

重要支撑作用。 

5.3  有效协同促生态发展 

在凤翔泥塑等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创新发展中，人

们需要统筹政产学研各方优势与责任，在满足各自利

益和价值实现基础上，合力实现非遗文化“供给端”

创新度的突破。 

其中，政府管理部门掌握有非遗项目审批、官方

传播渠道等资源，在发挥好引导指挥棒作用的同时，

需配合文化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开展项目调研、论

证、数据收集等工作。在项目开发上，可利用政策、

创新发展扶持资金、版权归属等有力措施实质刺激和

促进产学研的有效对接。如定期发布研究指南、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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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基金，为学研机构科研人员指明研究方向，并进

一步激发学研机构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11]；利用政府

媒介对本地校企非遗项目的创新开发成果推广传播，

提升成果的认可度等。 

属地高校、研究机构项目研究、教学实践经验丰

富，但要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主动作为，加大校企联

合基地建设，积极进行非遗项目创新传承、开发模式

研究和实践创新，最大可能提供智力支持。 

属地文化企业市场开发和运营经验丰富，应加强

与属地高校、研究机构等合作，在资本注入、实践指

导的基础上，参与凤翔泥塑等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开发

和研究成果转化，解决优秀创作人员紧缺的不足。可

通过产品盈利反馈非遗传承人和研究人员（机构）的

形式，使非遗传承人在没有经济负担下继续非遗创

作，使研究人员和机构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继续研究

和实践产出，从而使凤翔泥塑等非遗文化在生态发展

过程中不断延续。 

各方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何找到各方有效互

动、协同促进凤翔泥塑等非遗文化生态发展的着力

点，还有待突破。 

6  文化力的表达解决创新产品竞争力弱的

不足 

凤翔泥塑等非遗资源适应新时代语境创新传播

的核心意义，在于其文化特质与当代审美载体、物质

形式的结合，形成与现代消费场景匹配、且个性独特

的产品供民众选择，触发他们对特定文化内涵的自觉

解读、深层价值认同和内心固有民族文化情感的外

溢。这要求在凤翔泥塑适应新时代的创新表达中，要

立足文化的根基之上，“变”或者说重构要在遵从非

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泥塑文化）特质的前提下进行适

当的选择和组合[6]，否则其“文化创新”就无从谈起。 

目前，“开发性破坏”的反面案例较多，如为迎

合“文创”这一时髦趋势，没对凤翔泥塑等非遗文化

成因、工艺形式、艺术特征等进行深入研究，或根本

没有研究的前提下，便借“文创”之名，把凤翔泥塑

图案、产品照片简单印制在各类生活用品（抱枕、帆

布袋、手机壳、T 恤等）表面，以为这样就文创了。

在高校设计学毕业创作实物中，这类案例更是成为

“标配”。这些同质化低级模仿，不仅促进不了非遗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播，产生不了价值引领作用和社

会、市场竞争力，更使这些文化资源被简单化、庸俗

化和泛化，严重消解了它们可能产生的文化影响力。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非遗项目或受现代

工业冲击、或因审美取向转变传承受阻，亟待保护[12]。

文化力的表达是凤翔泥塑等非遗创新的根，是其适应

现代社会需求的竞争力所在。因此，人们必须在恰当

的物质、造型、媒介载体选择与组合基础上，以传承、

再造、传播非遗文化为目标，形成有文化影响力、有

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真正激发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整

体兴趣[13]。 

7  结语 

为了提高凤翔泥塑等非遗资源的现代适应性，需

要加大传播力度，通过形式上的线上和线下、级别类

型和接受群体上的分层分类传播，扩大这些非遗项目

和资源的民众认识度。同时，还需在接受新发展理念

基础上，不断聚合协同创新资源，实践多维创新模式，

并借助产业融合发展平台的赋能，衍生出更为丰富的

产品形式，构建其更为个性的文化张力，打造其别具

一格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在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变

现的前提下，促进自身的长久发展。其中，还需政

产学研等机构人员不断增强非遗资源保护、传承、

利用的自觉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担当应有责任，

凝心聚力，补齐短板，以使这些“历史文化成就的

重要标志”为“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更

好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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