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4 卷  第 8 期 

316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3 年 4 月 

                            

收稿日期：2022–11–21 

作者简介：宁绍强（1959—），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以及产品设计与区域文化创意研究。 

通信作者：蔡蕾（1994—），女，硕士生，主攻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 

钦州坭兴陶知识图谱数据分析研究 

宁绍强，蔡蕾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目的 针对当前钦州坭兴陶的历史文化文献数据较为零碎，产品缺乏普遍性的影响力，非物质的

活态传承断层、断链等问题，梳理坭兴陶的发展脉络及研究趋势，归纳整合现有的知识构架，挖掘钦州

坭兴陶背后的研究价值，达到文化传承发展与保护。方法 通过文本分析法，国内学者针对坭兴陶领域

相关的研究文献，使用 CiteSpace 软件实现知识图谱可视化。从发文量、作者合作、研究热点问题、关

键词共现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 学者近 40 年里对坭兴陶的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和产品设计两

个研究主题上。结论 坭兴陶的研究态势显现了跨学科的特性。研究成果为坭兴陶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上

的学理重构与设计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及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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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alysis of Knowledge Map on Qinzhou Nixing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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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fragment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iterature data on the Qinzhou Nixing 

pottery, the lack of universal influence of the product, and the fractured and broken chain of intangible living heritage, the 

work aim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Nixing pottery, summarize and integrate existing 

knowledge frameworks, to uncover the research value behind the Qinzhou Nixing pottery, and achieve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research literature of domestic scholars on Nixing pottery was 

visualized in knowledge map through CiteSpace software. 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author collaboration, research hotspot issues, and keyword co-occurr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Nixing pottery had been in the areas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product design.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e Nixing pottery reveals an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basis and data suppor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and design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Nixing pottery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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坭兴陶又称为“宜兴陶”，有“宜乎兴用”之意，

与江苏宜兴县名称雷同，因当地口音“宜”“泥”不

分，后定为“坭兴陶”[1]。坭兴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

一。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钦州县志》记录：

“我钦陶器，谅发明于唐以前，至唐而益精致，迄今

已历一千二百一十四年”[2]。广西钦州陶器的发展源

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隋、唐时期，才出现碗、盘、提

梁壶之类的青瓷产品。直至 1915 年，在美国旧金山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1930 年，又于比利

时国家独立百年陶艺展上，荣获第一名[3]。使坭兴陶

声誉递增，远销海外。1939 年，在“抗日战争”的

时代背景下，手工艺人无暇创作，停滞了商铺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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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坭兴陶文化产业经历了一段萧条时期。直到改

革开放末期才逐渐恢复生产，出现了一系列独具民间

特色的手工艺品。在 2008 年，广西钦州坭兴陶因其

特有的烧制技艺被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钦州坭兴陶的历史地位[3]。国内学

术界开始关注坭兴陶的发展，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历年来，坭兴陶文化史料零散，文本梳理较为传

统。为了打破现状，采用现代科学的计量学方法，对

坭兴陶近 40 年研究的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以

便直观地了解坭兴陶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图谱、研

究热点以及前沿的演化趋势。 

1  坭兴陶知识图谱的数据构建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由传统的文本分析、田

野调查等线下研究方式，延展至线上的空间转化，为

学科研讨提供无限的解决途径。先前对坭兴陶文化的

研究主要运用的是文献分析法，采用数据计量方法探

究其理论脉络、发展历程的文献屈指可数。将“知识

图谱”研究方法融入坭兴陶文化的研究中，力图为其

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呈现出跨学科、交叉性、多

元化、严谨性的学术特色，从而能够揭示学科发展的 
 

动态规律，探索该学科文化价值的多种可能性[4]。 

2005 年，陈超美博士开发了一款整合科技文本
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便利了各领域的研究与探新[5]。
本次研究使用 CiteSapce 6.1.R3 软件，时间定位于
1982 年 5 月至 2022 年 9 月，经过筛选、整合、去重，
搜集到中国知网中有关“坭兴陶”领域 337 篇期刊和
41 篇学位论文进行系统性计量模型分析，依据“机
构与作者分析”“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
“关键词时区图”“关键词突现图”的可视化图表，
通过设置合理的阈值，呈现出钦州坭兴陶研究领域的
热点主题、知识关联和研究态势[6]。在此基础上，厘
清坭兴陶的历史渊源，优化与发展坭兴陶文化的可再
生性问题。 

2  坭兴陶数据梳理及分析 

2.1  坭兴陶的研究文献发文量分析  

文献发文量的时间跨度是衡量该领域发展态势 

和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指标[7]。基于中国知网的文献
检索结果，首先对我国坭兴陶研究领域年度发文量进
行剖析。图 1 是我国坭兴陶各时间段发文数量分布
图，得知坭兴陶历史研究的发文量经历了初步摸索时
期—逐渐发展时期—曲折前进时期三个阶段。 

 
 

图 1  国内坭兴陶研究年度发文量 
Fig.1 Annual number of domestic articles published on Nixing pottery 

 
1）初步摸索时期（1982—2006 年），筛选得出

文献共 7 篇， 早发布的一篇文献可以肇启于 1982

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经济体制处于磨合期，

坭兴陶产业面临危机，文化技艺几乎失传；2000 年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建立了陶瓷公司和手工作坊，

人们的文化意识逐渐加强，经济发展较为快速，为坭

兴陶的本原性传承和产业链打造作出铺垫。 

2）逐渐发展时期（2007—2017 年），研究该领

域的学者逐渐增多，年度发文量整体稳步上升。2008

年，钦州坭兴陶被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度有所提高[8]。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

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代表着“一带一路”的正式

实施[9]。导致国内外文化交流更加紧密，东南亚、欧

洲、日本、韩国等海外华侨纷纷聚拢钦州购买坭兴陶

并学习当地文化技艺。为了更有意义地传承坭兴陶，

以地域性文化特色串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振兴

钦州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力量。 

3）曲折前进时期（2018—2022 年），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发文量共 167 篇，筛选得出 73 篇文献。

2018 年，钦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钦州市坭兴陶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对坭兴陶行业

产值[10]、行业人数的增长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使该领

域的学术专家、工艺美术家、企业家重操旧业，提速

了文化产业的建设。2019 年 12 月，全球新冠病毒疫

情的暴发，给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带来一定挑战，

研究途径受到局限，从图 1 中得出，2019 年至 2020

年发文量呈滑坡趋向。身处后疫情时代，人们不断

努力揭示坭兴陶产业文化发展的多维度方式。直到

2021 年以后，互联网线上会议的便利性，开拓了全

新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坭兴陶领域研究热度才逐



318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4 月 

渐有所回升。 

2.2  坭兴陶研究文献作者合作共现分析 

作者合作共现分析，可以明晰地阐释“坭兴陶”

领域中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11]。进入软件界面，设

置 时 间 跨 度 为 1 9 8 2 — 2 0 2 2 年 ， 节 点 类 型 选 择

“Author”，统计出共有 297 个节点，201 个连接，网

络密度为 0.004 6。每一个节点对应一个作者，作者

发表的文章数量与节点大小、合作时间长短以及与线 
 

的深浅和粗细产生一定关联，能表明该领域研究的紧

密度和影响力度[12]。 

根据研究数据可知（见图 2），坭兴陶研究领域
作者共现图谱网络结构较为分散，作者节点零碎，紧
密合作度亟待增强。当前，研究坭兴陶领域的国内研
究者中王宁、李帅、杨建军、周作好、毛文青、宁绍
强、倪文豪、马玉山、于长敏等学者，在坭兴陶领域
的研究发文量为 5 至 10 篇，研究内容较为系统化，
为后期的学术探究给予了基础性的参考意见。 

 
 

图 2  坭兴陶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Fig.2 Co-occurrence map of authors studying Nixing pottery 

 

例如，以个人方式研究此领域较早的学者王宁，

相关文献发文量高达 9 篇，主要内容有产品设计与开

发、保护传承和装饰艺术三个方向，是同时期学者中

研究视角 为广泛，研究内容较为创新的，为人们重 

塑坭兴陶文化的生命力，奠定了学科基础。以导师为

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在坭兴陶领域作出一定贡献的学

者有于长敏、帅民风、宁绍强等。其中，学者宁绍强

刊登相关学术期刊共 5 篇，指导学生硕士论文共 25

篇，主要针对产品创新设计和历史文化角度进行系统

探析。产品创新设计是指通过感性工学、格式塔心理

学、CMF 等理论体系研讨其产品特征，设计出符合

坭兴陶文化本土性的产品造型。历史理论方向主要从

装饰艺术、保护传承、文化内涵等知识维度出发，深

挖坭兴陶历史溯源的考证依据，为后续论文的写作提

供重要的辅助资料。由此可得，由导师带领的研究团

队，研究的方向较为具体，研究的视角较为宽泛，研

究者合作的意识有所突破，利于其领域相互间交叉融

合、良性互动。 

2.3  坭兴研究期刊发文机构分析 

通过发文机构的解析，可以厘清坭兴陶领域中各

机构的合作机制，了解该机构在其领域中的研究地位

和前瞻性。首先，从图谱中得出，坭兴陶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广西各大高校。其中广西师范大学发文量 多

高达 33 篇（见表 1），具有引领性作用[13-14]。除此之

外，钦州当地高校、职业技术学校以及陶瓷与设计学

院也在该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坭兴陶领域的中坚

力量和落脚点。其次，针对坭兴陶研究频次较高的还

分布于地方的陶瓷公司、研究中心、陶瓷协会等，比

如钦州三大著名陶艺企业：广西钦州世军陶艺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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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广西钦州千秋陶业有限公司、广西钦州坭兴陶艺

有限公司，这些都属于本土性民间企业，对坭兴陶的

材质、技术、装饰等方面的探寻拥有相应的权威性。 

根据数据可知（见图 3），85%的发文机构为广

西地方高校，研究区域较为局限，各机构合作方式较

为简单，高校与高校、企业与企业之间合作较为密

切，未能形成交叉性研究成果。近年来企业与高校

的合作还处于摸索阶段，仍需要持续推进。只有实

现跨维度、跨学科、跨地域的共同研究，才能激发

出新的热点。 
 

表 1  国内研究坭兴陶机构发文量 
Tab.1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by domest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Nixing pottery 

序号 频次 年份 机构 序号 频次 年份 机构 

1 33 2008 广西师范大学 11 6 2011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2 21 2007 钦州学院 12 6 2012 钦州学院美术创意学院 

3 14 2013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13 5 2007 广西民族大学 

4 14 2015 钦州学院陶瓷与设计学院 14 4 2019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 13 2019 北部湾大学陶瓷与设计学院 15 4 2021 广西钦州世军陶艺有限公司 

6 10 2019 北部湾大学 16 4 2018 广西钦州千叶陶艺有限公司 

7 8 2012 广西大学 17 4 2009 广西钦州坭兴陶艺有限公司 

8 8 2012 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18 3 2014 广西钦州市永和陶艺有限公司

9 8 2008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19 2 2017 华东师范大学 

10 8 2014 广西艺术学院 20 2 2008 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图 3  坭兴陶研究发文机构共现图谱 
Fig.3 Co-occurrence map of research issuing institutions on Nixing pottery 

 

3  坭兴陶研究热点演变分析 

3.1  坭兴陶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共现的实质是学者将文献中的研究焦点

以简洁、囊括的词语进行表达，是论文的精髓[15]。见

图 4—5，根据对关键词出现频次以及中心度的剖析

得出：在坭兴陶方向的相关研究中，各领域间深度融

合、互相交叉。其中关键词“坭兴陶”出现的频次是

213 次（见表 2）,研究内容宽泛、涉及领域众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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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坭兴陶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study of Nixing pottery 

 

 
 

图 5  坭兴陶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5 Cluster map of keywords on study of Nixing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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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2—2022 年 378 篇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统计（前 20） 
Tab.2 High frequency keyword statistics (top 20) in 378 papers in 1982-2022 

序号 频次/次 年份 关键词 序号 频次/次 年份 关键词 

1 213 1982 坭兴陶 11 4 2015 创新设计 

2 13 2009 创新 12 4 2012 推广策略 

3 12 2011 钦州 13 4 2017 文创产品 

4 10 2008 传承 14 4 2013 文化产业 

5 6 2008 工艺 15 4 2012 校企合作 

6 6 2015 包装设计 16 4 2008 装饰 

7 5 2015 广西 17 3 2001 书法 

8 5 2012 文化 18 3 2007 传统工艺 

9 5 2008 窑变 19 3 2007 保护 

10 4 2011 产业发展 20 3 2008 地域性 

  
究主题分别是“创新”“钦州”“传承”和“工艺”，4

个热点词的出现频率大于等于 10 次；“包装设计”“发

展”“产品设计”“地域文化”“窑变”“校企合作”等

词出现的频率仅次于以上研究主题。 

当前，有关坭兴陶领域研究热点中出现频次较高

的关键词有以下八类，分别是坭兴陶、民族陶艺、广

西、传承、窑变、元素、少数民族和钦州坭兴陶，中

心度颇高的关键词分别是“坭兴陶”“传承”“产品设

计”，因此将其概述为装饰工艺、传承发展、产业营

销、文化创意四大类。这些类别的关联性图谱，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坭兴陶文化研究的基本状况。 

3.2  坭兴陶关键词 Timeline 图谱分析 

关键词 Timeline 图谱分析可以从横向和纵向双

重维度出发[16]，精确地辨别出该方向中不够完备的地

方[17]。本次研究截取 7 个关键词集群（见图 6），总结

出不同时间点，同一关键词，不同方向的研究内容。因

而，将坭兴陶的研究集群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见图 7）。 

 

 
 

图 6  坭兴陶研究关键词 Timeline 图谱 
Fig.6 Timeline map of keywords on study of Nixing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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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82—2022 年坭兴陶研究前 20 个关键词突现分布图 
Fig.7 Distribution of top 20 keyword emergencies in research of Nixing pottery, 1982-2022 

 
1）将集群关键词#3 地域性和#6 民族装饰归纳

为：坭兴陶“工艺装饰”的研究。主要观点：一是关

键词为“装饰”“技术”“窑变”，相关文献有邓敦伟[18]

《坭兴陶的装饰法》和颜昌德等[19]编写的《古朴幽雅

的坭兴陶》，是坭兴陶的开源之作。主要根据坭兴陶

传统技艺，雕刻纹样，窑变现象进行深入推进，图案

素材融合坭兴陶古色古香的特点，迎合当代市场的需

求；二是关键词“历史文化”和“艺术特色”，较为

系统地研究此领域的重要文献有平友舜的《坭兴陶的

历史沿革和艺术特点》和黄立廉[20]编写的《钦州制陶

与坭兴史考》，主要是对坭兴陶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

行追溯，文献中心度高达 1.89；三是对关键词“宜兴

紫砂壶”与“坭兴陶”进行比较分析，代表性文献有

《宜兴紫砂与广西坭兴陶的区别》《钦州坭兴陶与宜

兴紫砂陶装饰主题影响因素比较》[21]，主要是对两者

手工技艺间的联系与差异进行对比，探求其文化内涵

和艺术特征，为坭兴陶产品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范

例，进而凸显出陶艺的自然美与艺术美，开阔更大的

发展空间。 

2）将集群关键词#0 坭兴陶和#4 钦州市归纳为：

坭兴陶“传承与发展”的研究。主要观点：一是关键

词为“传承与保护”“发展”的相关文献，其中以黄

万稳[22]的《钦州坭兴陶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吴

小玲[23]的《论钦州坭兴陶的文化内涵、特点及发展》

为例，文中分别以坭兴陶起源、兴盛、衰落、复兴、

技术为切入点，研究传统工艺技术的文化变迁，提出

相应的措施，以便保护、传承与发展坭兴陶，将其打

造成为城市名片和标志性产品；二是依据关键词“技

艺传承”，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针对坭兴陶烧制记

忆传承的应用研究》文献为例[24]，提出利用虚拟仿真

交互技术，与先前记录的坭兴陶烧制技艺进行统合，

延续坭兴陶烧制技艺传承的生命周期。 

3）将集群关键词#2 推广策略#5 校企合作归纳

为：坭兴陶“产业营销”的研究。主要观点：关键词

为“营销观念”“人才培养”“推广策略”的相关文献，

其中《改善企业管理、更新营销观念—关于钦州坭兴

工艺厂的调查》[25]提出坭兴陶产业长期营销模式单一

的问题。针对坭兴陶经营现状，调整营销观念，注重

产品质量，增强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产品创新与设计

中调整产业结构，分别从宣传推广、资源管理、落实

责任等策略入手，加强与高校合作，培养理论与实践

统一的设计人才，开发出新产品，从而增加产品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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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价值，重新激活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4）将集群关键词#1 创新归纳为：坭兴陶“文化

创意”的研究。主要观点：一是关键词“包装设计”，

文献《浅析钦州坭兴陶伴手礼包装中符号化图形情感

设计的研究》[26-27]采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融入情感

化的设计理念，调研坭兴陶产品包装设计[28]的发展现

状，进行研究与再创作。从而使消费者亲自体验产品

的文化特性，达到宣传本土文化的作用；二是关键词

“文创产品”[29]“完形设计”，文献《格式塔理论在

坭兴陶文创产品中的设计应用》[30]从格式塔心理学的

角度分析用户的产品感知度以及对产品的需求，从而

创作出吻合“为人设计”理念的相关产品。总之，2017

年至今，从“文创产品设计”方向进行研究的文献中

心度约为 1.49，是近几年中研究的高频词汇。 

3.3  坭兴陶关键词突现图谱分析  

突现图谱，便于在短时间内根据关键词的使用频

率，识别研究对象的文化因子。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显示，较多的文献集中于坭兴陶传统装饰文化与制作

工艺方面。笔者将时间维度定位于 1982—2022 年，

对筛选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挖掘，检索出热点 高的

20 个关键词。其中影响因子 大的关键词为“钦州”

（4.22）。2012 年，国家授予钦州“中国坭兴陶之都”

的荣誉称号后，坭兴陶产业得以快速发展，为后人讲

述坭兴陶故事，传播钦州声音作出铺垫。对地域文化

特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其次影响因子比较强

的关键词有“窑变”（2.01）、“文化”（1.89）、“包装

设计”（1.81）和“产品设计”（1.49），市场上大部分

产品都属于工艺品范畴，这类产品的造型、图案创新

度不足，使人们纷纷将注意力转向文化产品创意设计

研究。迄今为止，依然成为学者持续关注创新视角的

重要出发点（见图 7）。 

4  结语 

目前，国内对广西钦州坭兴陶的相关研究已经积

聚了显著的成果，但对打造坭兴陶自身领域的独特性

还亟待加强。将文化学、设计学、销售学等理论基础

应用于坭兴陶相关文献中，利用可视化方式，结合坭

兴陶的发展前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坭兴陶研究阶段性特征相对显著，经历了

由循序渐进到曲折发展的关键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

坭兴陶学理构建刚刚起步，研究方向相对局限，思维

方式未能拓展，主要是历史沿革和装饰艺术两大类。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其产品营销方向的视野逐渐表

露，拓宽产业链，促进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直到

2015 年“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坭兴陶研究方向

从装饰艺术向产品创新转移，更加注重跨学科联动，

秉持商品推广与保护传承的目的，从而获得文化产业

的新生。目前，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钦州

代表性名片的坭兴陶，受其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

化传承的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互联网高

速发展的时代，科技创新与文化内涵的汇聚交替，有

利于其产业向积极的趋向承续。 

第二，坭兴陶研究的作者和发文机构相对集中。

近些年，由坭兴陶研究的作者和发文机构数据显露的

问题得出，85%以上的研究者和发文机构属于岭南地

区，广西钦州、北部湾、南宁、桂林各大高校学者把

坭兴陶作为申请国家级、省级课题的研究指向。依靠

地理优势、生态资源和文化特色，保护其本真性传播。

但在地域交叉性研究上缺乏联系，可以将研究语境延

伸至相近的陶瓷领域，比如江苏、云南、四川、长沙、

江西等地，根据不同地域陶瓷文化特色的研究架构，

吸取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进行斟酌，更利于其表层与内

涵的发展。 

第三，坭兴陶研究关键词较为聚焦。研究文献中

大的集群是“地域性”“创新设计”“传统工艺”“保

护传承”，集群间的跨越度较小，都属于周边知识链。

在产品设计方向，针对虚拟仿真、参数化设计、生态

设计等跨学科技术方向的研究较为匮乏，应加强各学

科的理论互动，关注技术创新、智能科技对坭兴陶产

业的发展影响。在历史理论方向，从文化交流、文化

传播、海丝文化视角研究坭兴陶历史释源、艺术特征

等的文献较少，处于相对封闭的自我边界中，还需要

汲取大量文献进行佐证。能否从相近的历史文物考证

出发，采用嵌入式方法，挖掘其深度，思考其目的与

意义，为坭兴陶文化研究纾解出新的思路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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