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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虽然被首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知名度却不及同期

其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为了使御窑金砖制作技艺活化传承和保护工作获得社会公众更多的关注

和支持，对其文创产品设计路径进行研究。方法 分析苏州御窑金砖的造物思想、造型审美、工艺特点

以及现有的文创产品情况，归纳和总结其设计的瓶颈和问题，针对问题结合文创产品特点探讨其设计路

径，并通过设计实践进行论证。结果 得出御窑金砖文创产品的造物思想，以及重塑审美情感、刻画工

匠精神的设计路径。结论 将古人凝结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无形财富提炼并物质化、产品化，是御窑

金砖文创设计的重要思路，可以使更多人通过产品了解和认识其文化的精髓，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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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Suzhou Imperial Kiln Br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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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Art,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Suzhou 21501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making technology of Suzhou imperial kiln bricks was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national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the first batch, its popularity is not as high as other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the 

same period.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design ways of i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to make the activation, in-

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imperial kiln brick making technology get more atten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The 

creation thought, modeling aesthetics,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Suzhou impe-

rial kiln bricks were analyzed. The bottleneck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its design were summarized. Its design path 

was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was demonstrated through de-

sign practice. The design path of kiln brick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as obtained, that is, interpreting the creation 

thought, reshaping the aesthetic emotion and depicting the craftsman spirit. Materializing and commercializing the intan-

gible wealth condensed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ancients is an important idea fo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imperial kiln bricks, which can enable more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its culture 

through products and awake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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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御窑金砖是苏州陆慕镇（古称陆墓）窑厂烧

制而成的一种专供皇家建筑铺地的砖材。御窑金砖制

作工艺由明代传承至今，2006 年被列入首批传统手

工技艺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重要的国

家非物质遗产，御窑金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备受当地

政府关注。2016 年 5 月 15 日肩负御窑金砖活化传承、

文化展示使命的苏州御窑金砖专题博物馆正式建成

开馆。然而，由于受到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特点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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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博物馆有关御窑金砖的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一直进

展缓慢，成为了进一步传承发扬御窑金砖文化急需研

究的重要课题。 

1  苏州御窑金砖“金”与“御”的含义 

苏州御窑金砖名称中的“金”字和“御”字极好

地概括了金砖的特点与用途。金砖之所以称“金”，

有三种说法，分别从工艺、用途、价值等方面点出了

金砖的特点。其一，金砖采用了优质的原材料，且制

作工序繁复且严格，因此成品颗粒细腻，质地紧实，

敲起来有“金”石叮咚之声；其二，金砖为专供皇家

御用之物，需全部运往“京仓”，因此有“京砖”之

称。由于江南方言“京”“金”不分，后演化成了“金

砖”；其三，因为金砖的制作用时、用工、用料成本

巨大，素有“一两黄金一块砖”之称，所以“金”又

有黄金之意[1]。 

御窑的“御”字由来则是占尽了“天时、地利、

人和”。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迁都北京，

建造皇宫需要使用大量的砖材，此为“天时”；苏州

陆墓镇当地盛产一种特殊的黏而不散、粉而不沙的黄

泥，特别适合用于制作高质量的砖瓦，此为“地利”；

当时负责修建紫禁城的工匠多出自苏州香山帮[2]，经

他们推荐，家乡的陆墓砖窑被工部选中，此为“人和”。

陆慕砖窑被永乐帝亲封“御窑”，自此以后，由苏州

陆慕窑厂烧制的砖便成为了皇家专用建材。直到清

代，陆慕砖窑仍继续为皇家建筑建造修缮提供砖料，

且须由皇帝的御旨下令方能进行[3]。清末之后，由于

战乱，窑厂一度关闭，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时任御

窑村党支部书记的曹福男致信《参考消息》编辑部和

故宫博物院，极力呼吁“救救金砖工艺”，由此金砖

才恢复了生产[3]。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及多处皇家园

林铺地修缮用材仍由陆慕御窑专供。 

2  苏州御窑金砖文创产品设计瓶颈 

笔者走访了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文创商店，并从

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目前馆中销售的文

创产品主要围绕博物馆现代建筑造型进行设计，体现

金砖制作工艺特点的产品较少。为此，他们也向设计

公司及院校相关专业征集过设计方案。在对馆方提供

的设计草案以及设计项目实践过程中得到的反馈信

息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从设计原型、设计素材、

设计方法等方面比较分析了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

创产品设计的成功案例，发现苏州御窑金砖文创产品

设计存在以下几个设计瓶颈。 

2.1  经典实物参照的匮乏 

御窑金砖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文化

遗产所具备的有形、实在的特点，它所承袭的是一种

工艺技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而言，“虚”

是它的关键特征。正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方

法、技巧、表演等“虚”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所

以针对其设计以实体形式呈现的产品就存在了一个

转虚为实的难题。通常情况下，在进行物质文化遗产

的文创产品开发时，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实物原型作

为参照，在其基础上通过复刻、变形、重构等方法进

行设计。例如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的文创产品设

计，就有非常多的原型可参照，而御窑金砖的设计原

型就非常匮乏。作为一种技艺，金砖虽有众多成品流

传于世，但其均属建筑材料，外观为统一的青黑色方

砖，造型单一，设计参照的价值有限。 

2.2  艺术元素借鉴的欠缺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虽以“虚”为特征，但也有

一些种类其载体本身就是很好的文创产品设计素材。

例如苏绣、桃花坞木版年画等民间美术类，以及昆曲、

苏剧等传统戏剧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

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艺术审美元素。苏绣、桃花坞木

版年画中的图案、色彩、机理；昆曲、苏剧中的服装、

扮相、道具等都发展得较为成熟，提炼这些元素作为

创作素材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间艺术类非遗的表现形式及制作目的与御窑金砖

制作技艺不同，前者以满足精神需求为主，装饰性强，

给人“美”的体验；后者则以满足物质需求为主，实

用性强，给人“真”的感受。御窑金砖的外观是朴实

无华甚至是平平无奇的，这也就为造型创作带来了

难题。 

2.3  名人典故支撑的缺少 

名人典故具有知名度高、接受度广、辨识性强等

特点，可以增加产品的故事性，使用户获得更多的情

感体验，使产品得到更好的推广。因此在文创产品设

计中，运用与主题相关的名人典故作为素材进行创作

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方法。例如提及苏州香山帮传统建

筑营造技艺，则会联想到建筑设计师蒯祥和北京紫禁

城；提及昆曲艺术，则会联想到汤显祖与《牡丹亭》；

提及古琴，就会想到伯牙子期与《高山流水》。而在

御窑金砖技艺传承史上，并没有留下名人的印迹，留

下的只有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匠人所付出的心血与汗

水。因此在设计金砖文创产品时，故事性的体现很难

依靠传统的名人典故植入法。 

3  苏州御窑金砖文创产品设计路径 

文创产品设计的关键是要有文化的植入。理解和

把握非遗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开发文创产品，使

文化内涵成为产品核心，这样设计出的产品才能真正

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才能够起到传扬文化的作

用。而传统手工技巧类非遗文化的内涵恰恰就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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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造物思想、审美情感与工匠精神之中。从这些

内涵层面出发也正是具有“虚”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关文创产品创新设计的重要突破口。 

3.1  对“水火既济”造物思想的诠释 

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属于传统手工技巧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御窑金砖技艺所传承下来的核

心内容不是物质形式的砖块，而是古人凝结于生产过

程中的传统造物思想。脱离传统，创新就无从说起[4]。

要对御窑金砖进行文创产品创新设计，就必须先要理

解和认识它的造物理念，再通过现代设计方法将理念

巧妙地融入产品之中，使受众能够通过产品理解、学

习古人的造物智慧，从而真正体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 

小小一块“金砖”虽只二尺见方，却蕴藏了中国

传统和谐思想观的重要奥义：即阴阳理论与五行学说

中相反相克与互济互补的道理。金砖原材料为“土”；

烧制过程需要用到“木”生“火”焙烧；再用“水”

进行窨水，即泥坯焙烧四月停烧闭窑，从窑顶注水入

窑，汽蒸； 终炼制成坚硬如“金”的金砖。整个过

程自成一个“金、木、水、火、土”五行运转的系统。

当然，任何砖窑的烧制都需要“木、水、火、土”四

元素，但是要炼成“金”就必须充分把握刚柔，水火，

阴阳相克的关系。同时，需以和谐观为指导，利用相

克二元之反面互生、互补、互济的关系，充分把握火

候、水量，拿捏力道、分寸，使整个烧制过程达到水

火相济、阴阳相合、密透兼并、刚柔并济的效果。

终形成一个在矛盾产生的内在动力作用下能够自我

运动与自我调节的和谐系统。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

物》中所说，“水神透入土膜之下，与火意相感而成。

水火既济，其质千秋矣”[5]。 

在对金砖进行文创设计时，可以将蕴含和谐造物

观的金砖炼制过程形象化，创造出通俗易懂的图像、

符号、造型等。也可通过组装、配对、拼合、系列化

等产品形式将这种阴阳相谐、刚柔并济的古人造物智

慧诠释而出。重要的是要选择适合的产品载体，使造

物思想的融入自然且巧妙，同时易于被人理解。 

3.2  对“端正澄清”工艺之美的重塑 

除了造物思想，古人倾注于造物之上的审美情感

也是文创产品设计者需要从非遗文化中提炼出的重

要内容。具备美感是对产品设计的基本要求之一。而

作为传承传统文化载体的现代文创产品，其美感既要

体现传统造物的美学精髓，又要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

需求，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古典美与现代美之间找到共

通之处。李泽厚[6]在《美的历程》中提出“心理结构”

的概念用以揭示中国人审美传承的奥秘。可是对缺乏

装饰美的御窑金砖而言，这沟通古今的美又要从何

发掘？ 

苏州御窑金砖是一种建筑铺地材料，造型极为简

单，端正平直。虽然每个时期的金砖尺寸规格略有不

同，但大体均为方砖形式，边长为 60~70 cm，符合

量化生产和大面积铺装的生产及工程要求。金砖颜色

呈现独特的青灰之色，厚重沉稳；表面光滑细腻，澄

明如镜；敲击之声如古磬般清远悠长。御窑金砖既没

有苏绣、宋锦那般绚丽的色泽，也没有玉雕、核雕那

样多姿的形态，更发不出江南丝竹乐器奏出的婉转旋

律，但我们不能说它不美，因为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

里，美还与德、善密不可分。“比德”是中国美学的

永恒主题。“比德”将物之性与人之德相比，建立起

一种人与物的同构关系。“知者乐水，仁者乐山”[7]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8]说的便是这个

道理。因此，御窑金砖的美就体现在古代劳动人民用

智慧与心血凝练的质朴美感之上；体现在形的“端正

平直”、色的“厚重沉稳”、质的“澄明如镜”、声的

“清远悠长”这些美好的品质之上。 

对美德的崇敬与赞誉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共

同审美心理结构。因此，在进行文创设计时，可通过

现代设计手法将金砖的形、色、质、声之美与其所同

构的美好品格（端方正直、沉着稳重、纯净清明、淡

泊致远）相结合，以彰显品格之美作为沟通古今审美

的突破口。 

3.3  对“物勒工名”工匠精神的刻画 

明张岱在《吴中绝技》一文中这样写道：“吴中

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俱可上下百

年，保无敌手。”[9]如这些手工艺人一般，金砖匠人

之名也有流传了数百年的。只不过，他们的名字不是

记录在文章之中，而是被印刻在了金砖之上。御窑金

砖的每块成砖的侧边上都刻有款识铭文，包括年款、

官款、窑户款、印记款，其中窑户款记录的就是金砖

烧制者的姓名。不过与文人笔下那些匠人因技艺高超

留名传世不同，金砖上匠人的留款是为了方便追究责

任而设置的。《礼记·月令》有云：“物勒工名，以考

其诚。”[10]作为御用品的制造者，在极为严苛的质量

标准监督下，金砖匠人将其全部身家都投注在这落款

之上。落款不仅是责任的象征，更是他们职业道德、

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证明，也是匠人精神的集中

体现。 

苏州御窑金砖制造需要取土“掘运晒椎舂磨筛”

七道工序；炼泥“澄滤晾晞勒踏”六道工序；制坯“揉

托装碾刮捶翻筑遮晾”十道工序；日日翻转，面面梆

打，阴干八月；焙烧四个多月，其中砻糠、片柴、稻

草各烧一月，松枝烧四十天；窨水后 终出窑。其历

经二十多道工序，耗时十八个月制成，真正体现了敬

业、精益、专注的工匠精神。 

名人典故是文创产品设计常借之东风。诚然名人

效应确实具有很好的宣传和引导作用，但是，无名英

雄、平凡英雄的感染力也不容忽视。御窑金砖匠人们

虽是一群普通人，但是他们却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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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工匠精神的力量。因此，在设计时，可以以工

匠精神为基础构建产品故事。一方面可以对名款元素

进行再设计或再应用，突出承担责任的刻印仪式感；

另一方面可将匠人们的制作过程用设计语言进行表

达或转化成产品体验，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读懂金砖

制作的故事，体悟古人工匠精神的伟大。 

4  苏州御窑金砖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尽管苏州市御窑金砖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上花了

很多巧思，采用了多种展示宣传手段，包括场景再现、

互动体验、视频播放等，以便参观者能够直观和高效

地了解金砖的制作工艺、应用情况以及发展历史等信

息[11]。然而，这些信息内容多、涉猎广、专业理论性

强，参观者很难在短时间的浏览过程中真正吸收和消

化这些知识。如果不能使受众形成长期记忆，那么御

窑金砖文化就无法获得高质有效的传播。因此，金

砖文创产品的开发，一定要营造一种情境，使用户

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获得深刻的体验，达到触发反思

的效果[12]。 

4.1  金砖造物思想的诠释——解谜绘本设计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能

够使学生更扎实地掌握文化知识。同样是传授知识，

如果将御窑金砖的造物思想与制作过程的相关信息

融入文创产品之中，并通过互动游艺让受众自己去发

掘，去学习，那么这种寓教于乐、充分发挥用户主体

作用的做法往往比直接授予知识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解谜绘本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充分调动读者自主学习

积极性的文创产品载体。将解谜元素融入绘本中是对

传统绘本的一种创新设计尝试。一方面解谜绘本保留

了传统绘本较之文字书籍更为形象生动的优点，极富

艺术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它又兼备了解谜游戏互动

的功能，极富体验感和娱乐性。 

绘画风格的定位、文化情境的营造、故事脉络的

编写、解谜关卡的设定以及解谜方式的嵌入和选择是

解谜绘本设计的关键。以御窑金砖为主题的解谜绘本

设计，首先需根据绘本目标读者确定绘画风格。以《开

物·金砖图说》解谜绘本为例，绘本内容围绕金砖的

制作方法及造物思想展开，目标读者为青少年群体，

因此选择了时下青少年更易接受的卡通动物定位角

色形象。兔子温顺可爱、聪明伶俐的特点与金砖产地

吴地人民勤劳温和、心灵手巧的性情相符合，贴合主

题。其次，将场景设置在古代金砖生产场所，还原明

清苏州御窑厂的劳动情境。然后按照金砖的生产流程

展开绘本内容。再次，将金砖复杂的制作过程与精深

的造物思想等凝练和归纳成知识点，巧妙地融入谜题

之中。 后选择合适的解谜互动方式，如感官解谜、

操作解谜、逻辑推理解谜等，让读者自行寻找答案，

加深对知识点的记忆，起到高效的科普作用。如图 1

所示，画面描绘的是金砖炼泥的场景，场景角色多，

需要根据图片提示依次找到“澄、滤、晒、晞、勒、

踏”相对应的兔子形象。读者在寻找的过程中会对工

序产生深刻的印象。通过解谜，读者可以在休闲娱乐

中更好地掌握金砖知识。 

4.2  金砖工艺之美的呈现——文具设计 

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根据文物真实造型进行复

刻、变异、重构是较为常用的满足用户审美需求的几

种设计手法。复刻即根据文创产品开发需求选择合适

的比例，对文物进行原样复制，运用这种设计手法开

发出的多为模型，工艺品类的文创产品，或是冰箱贴、

钥匙扣等产品本身结构简单、无须对文物造型进行改

动的产品。这一方法要求文物本身具有较高的审美价

值，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玉白菜、陕西的兵马俑等。

变异设计则是以文物与文创产品载体结构的有机结

合为前提的，根据目标用户群体审美需求对文物的外

观造型、色彩纹饰等进行改造和再设计。较之复刻设

计，变异设计需要依靠更多的理性分析和推导，如苏

州博物馆的青瓷莲花碗茶杯、故宫的暗香盈袖手环

等，都是在原物基础上进行的再设计。重构设计则是

对已有的不具备物质实体的传统文化进行符合现代

审美理想的视觉形象的重新设计[13]。 

对金砖实物而言，因其本身属于建筑材料，实用

性多于观赏性，所以单块复刻作为模型摆设可行性不

高，且金砖原型过于简单，变异和重构很难保留金砖

本身的造型特色。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文创产品载

体，将产品特质及使用体验与上文归纳的金砖形、色、

质、声同构的美好品格相联系。在这里选择了文具橡

皮擦这一载体（见图 2），原因有三，其一，金砖的

形、色及视觉质感都可与橡皮擦完美匹配；其二，文

具作为学习用品，可以很好地承载文人品格，具有劝

学的美好寓意；其三，橡皮擦属于消耗品，在使用过

程中会从原来的端正澄清变得逐渐残缺脏污，这种变

化也可引发用户对人生的思考，进一步提升产品的体

验价值。 

4.3  金砖工匠精神的传扬——DIY 玩具设计 

对传统工艺的工匠精神进行感悟和传承，通过沉

浸式体验的方法 容易实现。设计师应注重消费者对

文创产品的使用体验感[14]，在此基础上通过情境模拟

法达到让用户感悟工匠精神的目的。情境模拟法即通

过产品这个载体，用设计的语言去讲好一段有关文化

的故事，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通过产品这个桥梁体

验和感受那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生活方式、

精神理念等， 终起到文化传播及传承的作用。情境

设计通过设计巧思与技术手段，将产品作为道具，模

拟再现传统文化情境，让用户身临其境、触境生情[15]。

其通过产品体验，调动了用户的情感与情绪，使其能

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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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造物·金砖图说》揭秘绘本样本 
Fig.1 Sample of puzzle solving picture book of "Creation · Illustration of Kiln Bricks" 

 

 
 

图 2  金砖橡皮设计效果图 
Fig.2 Rubber design renderings of imperial kiln brick 

 

DIY 玩具就是情境模拟法运用的一个典型文创

载体。河南博物院开发的考古盲盒，将传统的文物复

制品设计成需要玩家使用洛阳铲（模型工具）挖掘的

形式，由于增加了考古挖掘过程的体验以及盲盒机

制，即使 终获得的物品仍是传统的模型摆件，还是

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成为了网红文创。而金砖 DIY

玩具的开发则可以从其制作过程入手，见图 3。首先，

设定成品金砖模型尺寸，并给出标准参照件；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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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DIY 金砖制作实验样机 
Fig.3 Experimental sample of imperial kiln brick DIY 

 

选取适合的替代材料作为泥料，如可塑性黏土等；然

后配合金砖模型尺寸缩小和改造其制作工具，如金砖

坯盒、月亮钎、泥寸、刮棍等；再次，结合实际情况

简化金砖制作步骤，并制定 DIY 金砖制作说明；

后可提供制印工具，让玩家仿照实物在金砖上留下独

一无二的名款。玩家需按照说明完成御窑金砖的制

作， 终与标准参照件进行比较，评判自己的成果。

金砖虽然只是一块四方的砖，但是要做到完全方正平

直，需要极大的耐性。可将完成标准提到一个较难达

到的水平，这样，既可以让玩家在体验过程中了解金

砖制作工艺，起到科普的作用，同时又可以使玩家深

切体会到古代匠人的工匠精神。 

5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不仅需要专业人士

对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工艺技术手段等知识体系与

实践方法进行继承和保护，同时还需要更多的普通大

众的认识、关注和宣传，而后者恰恰是非遗能获得活

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因此，将社会公众接受度高、影

响范围广的文化创意产品作为载体进行宣传和推广，

成为了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对苏州御窑金砖制

作技艺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重点关注了如何将古人

凝结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造物思想、审美情感、工

匠精神等无形财富提炼并物质化，产品化的途径，这

也是非遗文创设计的重要思路。只有当产品载体能够

准确地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设计才能真

正起到唤醒更多人的文化自觉、进一步促进国人建立

文化自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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