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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洛阳宫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促进洛阳宫灯的繁荣发展。方法 以文献分

析法、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分析洛阳宫灯的艺术价值，研究消费者对洛阳宫灯的认知与需求，总结其

面临的形式转化、文化消费、传承、传播与产业化等现实问题。结果 借助科技手段，创造智能交互新

型宫灯，扩展宫灯类别，为其发展注入新活力；提取特色文化元素，创造简单实用的宫灯衍生品，延伸

消费领域，丰富文化消费内容；注重传承人培育，创新高校传承力量，提升发展动能，解决传承断裂问

题；整合传播队伍，分析传播要素，创新细化传播途径，传递艺术魅力；探索“洛阳宫灯+体验+文创+

研学+文娱”的道路，创新产业化形式，把握发展机遇。结论 洛阳宫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

为传承人带来经济收益，也让洛阳宫灯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有利于其重现盛世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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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WEN Jie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nan Luoyang 4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methods, the artistic value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was analyzed, consumers' cognition and 

needs for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were studied, 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ey face in terms of form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inheritance, dissemin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were summarized. By virtue of technological 

means,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new palace lanterns were created, the categories of palace lanterns were expanded, and new 

vitality was injected into their development; unique cultural elements were extracted, simple and practical palace lamp 

derivatives were created,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was extended, and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content was enriched; the 

cultivation of inheritors was emphasized, the inheritance power of universities was innovated, the development mo-

mentum was enhanced, and the problem of inheritance fragmentation was solved; communication teams were inte-

grated, communication elements were analyze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ere innovated and refined, and artistic 

charm was conveyed; the path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Experience+Cultural Creation+Research+ Entertainment" 

was explor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forms were innovated, and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ere seize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bring economic benefits to inheritors, and 

als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and support to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ir revival of the glory of the 

prosperous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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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

洛阳宫灯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它是连接古代繁荣

文化与现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一方载体，见证了

中国历史的辉煌时刻。祥和、太平、光明与吉庆的文

化基因，讲述着中国光影故事[1]。以“洛阳宫灯”为

主题词在 CNKI、万方和 WOS 等知名度较高的数据

库进行检索，收集近 10 年的文献信息，共发现 46 条。

其内容包括洛阳宫灯行业用语整理、传承人现状调

研、文创灯具设计、数字化传承探索等。整理相关文

献并实地调研后发现，虽然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

发生了改变，但目前洛阳宫灯仍以私人定制为主，依

然保留着繁杂的纯手工工序，产品自身艺术价值与文

化价值展现不够。因此，解析洛阳宫灯的艺术价值，

梳理洛阳宫灯发展现状，并探索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路径，能较好地让洛阳宫灯这个非遗项目彰显

应有的时代魅力。 

1  洛阳宫灯的艺术价值 

洛阳宫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流传至今，曾悬

挂于新中国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上。相传，汉光

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后，在宫廷庆功摆宴，张灯结彩，

盏盏皇家制作的灯彩精美别致，艳丽非凡，便被称为

“宫灯”。后来，宫灯制作技艺在民间流传开来，洛

阳全城家家悬挂宫灯，灯明璀璨。提灯游玩、悬灯庆

祝逐渐成为元宵节活动的重要特征[2]，洛阳宫灯也由

此家喻户晓。唐代元稹的《灯影》“洛阳昼夜无车马，

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

游”；宋代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其中描述

的“灯”就是指洛阳宫灯。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交

融，使得洛阳宫灯技术独特，种类众多，造型丰富多

彩，集实用功能与艺术美学于一体[3]。 

1.1  独树一帜的撑合方式 

目前，市场上 具有代表性的宫灯主要有 3 种，

分别是藁城宫灯、北京宫灯和洛阳宫灯。藁城宫灯以

纸雕灯为主，美观明亮，耐风耐用， 早起源于民间，

因乾隆喜爱，由民间传入宫廷。如今，人们设计出集

剪纸、宫灯与纸雕 3 项工艺为一体的藁城纸雕彩灯。

北京宫灯以宫纱灯为主，制作精美，木制框架，画面

窗扇，配流苏或中国结装饰。六方灯、八方灯是其经

典款式。洛阳宫灯与他们相比，除了造型优美多样，

典型的特点是骨架撑合自如，即用时撑开，不用时

合上，长久保持原貌不走样，节省空间，便于收藏，

且使用方便。 

1.2  宜书宜画的优美造型 

传统的洛阳宫灯形状有圆形、蛋圆形、长圆形、

方形、多边形以及其他造型。根据其样式特征，可以

分为 4 大种类，每大类中又包含多个小类，各类洛阳

宫灯的具体名称、用途及寓意见表 1。 

 
表 1  洛阳宫灯分类、用途及寓意 

Tab.1 Classification, use and implication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类型 名称 图片 形状 用途 寓意 

张合

架纱

绸宫

灯 

圆样宫灯，

也称门灯 
圆形 大门装饰 

肃 穆 、 团

圆、富贵、

喜庆 

老样宫灯 
蛋圆 

形 

商 店 的 字

号灯，写号

称、画商标 

开 市 、 招

徕客众 

清化样宫灯
长圆 

形 

送官衔、还

愿 

光 宗 耀

祖、功绩、

心想事成

拼装

架方

型彩

绘宫

灯 

方白娟 

方形 
题字、写

词、画画 

扬文化，颂

功德，显耀

门庭 

方罗汉 

粗方灯等 

拼装

架多

角彩

绘宫

灯 

六角龙头宫

灯 

多边 

形 

观赏，大户

人家使用 

太 平 、 庄

严、气派

蝴蝶型宫灯

桌灯 

各种壁灯等

玩灯、

花灯、

纸灯

走马灯 

形状 

各

异 ，

多为 

仿生 

造型 

儿童游玩

用品 

光 明 、 幸

福、吉庆

猴灯 

玉兔灯 

宝塔灯等 

 
洛阳宫灯的颜色多为红白两色，红色常用于观赏

及喜庆节日，白色实用性更强，照明效果好。白色的

洛阳宫灯一般选用白绢、白纱或绫绸做灯面，灯架四

周雕刻花边[4]。根据实际用途，灯面上请人写字或绘

画，既是文化载体，又有装饰之美[5]。写诗词，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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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传承文化；写商号，画商标，宣传广告；写功绩，

显功德，歌颂和平。一方小小的灯面，既宣传艺术，

又雅致实用。优美的宫灯造型，丰富多彩的灯面文化，

让洛阳宫灯极具代表性。 

1.3  复杂独特的传统工艺 

洛阳宫灯由灯架、灯面、烛台、挂钩和彩穗５部

分组成。其制作工艺复杂，从备料、上灯、捏灯、网

灯、糊灯、补灯、描胶、镶灯、洗灯到装饰，共有

72 道工序，见表 2。 

每道看似简单的工序都对制作材料选择与制作

技艺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备料中的做竹篾，

要求选用生长时间超过 4 年以上的洛宁淡竹（选竹）。

这种竹子竹皮厚、韧性好，且不易生虫，做成的竹篾

能保持长时间的弯折，不变形、不走样。砍竹后（砍

竹），将竹子先截成段（截竹段），放置 1 年以上的时

间（磨竹），再选用质地良好、没有虫蛀的竹子，放

水中浸泡 7 天左右（浸泡）。取出浸泡后的竹段，将

其在蒸笼中蒸软（蒸竹），放阴凉处阴干（晾竹），且

不能让竹段过于干燥，以防变脆易折。将竹段表面的

青皮刮去（刮青），增加粗糙度，以方便糊灯时黏稠

块。用刀将阴干的竹段劈开，形成大小合适的篾条（劈

篾条）。再精心刮去竹节和软肉层（剔仁），根据要制

作的灯的形状，把篾条刮成相应的状态（刮翘道）。

如：日常见到的圆样宫灯，需将篾条中间位置刮薄；

蛋圆形的老样宫灯，则在篾条上下约 1/4 的位置刮出

较长的薄处；清化样宫灯上下弧度较小，篾条上下约

1/4 的位置应刮出较短的薄处。 后在篾条两头用电

钻钻上小孔（钻孔），铁丝串起备用。 

洛阳宫灯制作涉及木工、竹编、铁匠与剪纸等多

种技艺，工艺复杂独特，需要制作者技艺精湛，认真

细致，稍有差池，则前功尽弃。 

1.4  饱满厚重的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是指人们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

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信念、习惯与价值观等，是一

个群体认同的、长期稳定存在的文化特性。当社会动

荡、民不聊生时，洛阳宫灯就销量锐减，衰落一时；

当盛世太平、国泰民安时，洛阳宫灯就销量大增，繁

荣发展。洛阳宫灯折射出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发展情况，作为手工技艺形式创造出的具有艺

术价值的手工产品，除了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外，灯体

造型、灯面装饰图案与色彩更是体现出饱满厚重的祥

瑞文化基因[6]。 

杜甫曾写“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围灯团

聚，圆满温暖。宫灯文化代表前程光明，盛世吉祥，

圆满有温度。洛阳宫灯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建明老

师说，洛阳以前有习俗，外甥女出嫁当日，舅舅送一

对红色洛阳宫灯，洞房花烛夜，彻夜不息，寓意长久

明亮，圆满光明。洛阳宫灯开合自如，张弛有度，寓

意懂得收敛，方能长久。灯体多为方形、圆形与规

则的多边形。方形寓意方正、廉洁，圆形寓意圆满、

美满，多边形则体现均衡与和谐。灯面装饰图案多

为 极 具 民 族风 格 的 书 法字 体 或 承 载祥 瑞 之 意 的纹

样。回纹寓意连绵不断、富贵长远，云纹寓意风调

雨顺、平安吉庆，龙凤纹则寓意天下太平、祥瑞美

好。线穗多为金黄色或红色，随风轻扬，摇曳多姿。

穗同“岁”，寓意岁岁平安。白色的洛阳宫灯透光性

强，以实用照明为主。红色的洛阳宫灯则多用于喜

庆节日，代表着热情吉祥，充满朝气与活力，承载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

基因。 

 
表 2  洛阳宫灯制作工艺 

Tab.2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工序 具体内容 

备料 

做灯底（选木、截段、旋圆柱、抛光、浸泡、水煮、挖孔、刻槽、钻眼）、选铁丝（截段、弯折、烧铁丝、做尖

状）、做竹篾（选竹、砍竹、截竹段、磨竹、浸泡、蒸竹、晾竹、刮青、劈篾条、剔仁、刮翘道、钻孔）、做灯杆

（削灯杆、磨灯杆）、选灯罩（选绸、截绸）、做祥云（选金纸、裁祥云、裁汉文、裁金纸条）、打浆糊（放面、

放水、搅拌）、熬胶（放胶粉、放水、搅拌）、做线穗（选线、缠线穗） 

上灯 穿竹篾、装灯底、紧拉丝、装灯杆 

捏灯 撑灯架、捏灯篾 

网灯 网上端线穗、网中端线穗、网下端线穗 

糊灯 粘丝绸块、拉展、裁四角、晾灯 

补灯 粘小丝绸块、晾灯 

描胶 毛笔描胶、晾灯 

镶灯 贴祥云、贴汉文、贴金纸条、擦浆糊、晾灯 

洗灯 毛笔洗浆糊、毛笔洗胶水、毛巾抹干净 

装饰 彩绘、贴排须、挂彩穗、装挂钩、上套底、装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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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洛阳宫灯的发展现状 

洛阳宫灯具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而今已无法承

受时代变迁的冲击，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均面临

一定的问题。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针对洛阳市民与洛阳在校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各 150

份，共 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92 份。统计结果显示：

74.7%的调查人群对洛阳宫灯基本不了解，希望通过

多种线下活动走近它；96.6%的调查人群希望通过网

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兴媒体传播形式了解相关信息；

98.6%的调查人群希望洛阳宫灯与时俱进，创新形式，

拓宽消费领域。有 52 名调查对象提出应该让洛阳宫

灯制作技艺走出家族，走向大众，激发年轻人的学习

热情。具体问题汇总如下。 

2.1  创新形式不足 

洛阳宫灯的纯手工制作技艺，是其成为国家级非

遗的重要因素。但同时，由于手工制作的局限性，也

导致其创新性受限。4 大经典款式能满足古代人们的

生活需求、审美需求与精神需求。但时代在变化，各

种造型别致、交互有趣的科技灯具层出不穷，采用复

杂制作流程，使用较为传统制作材料的洛阳宫灯已无

法满足当下人们对灯具的功能需求与精神需求。 

2.2  文化消费内容单一 

文化消费包括对文化产品的直接消费和与之相

关的各种间接消费。洛阳宫灯是商品，消费者的购买

行为是典型的直接消费。作为旅游名城，洛阳拥有许

多享誉中外的名胜古迹，每年的牡丹文化节更是一场

盛会。据洛阳市统计局的统计报告显示， 近 5 年，

平均每年来洛阳旅游的游客数量超过 1 亿人次。如此

庞大的潜在消费群体，是洛阳宫灯发展的机遇。但是

洛阳宫灯除了自身，并没有与之相关的文创衍生品或

文化服务类商品供消费者选择。文化消费内容单一，

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7]，这不利于洛阳宫灯

的传承发展。 

2.3  传承力量薄弱 

洛阳宫灯严格的选材要求，复杂的制作工序，需

要以“年”为时间单位进行学习，才能掌握相关技艺。

同时也面临纯手工制作、产量受限、人工成本高、售

价较高和利润不高的客观问题。与批量生产的工业灯

具相比，性价比较低，非遗传承人很难通过此技艺获

得比较丰厚的报酬，获得有较高质量的物质与精神生

活。加之传承人的价值及社会地位受到忽视，其基本

权益没有得到相应保障，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技艺的

传承[8]。再则，以前洛阳宫灯制作技艺的传承，以家

族式为主，老一辈的传承人坚持“传内不传外”，认

为家族代代相传的技艺是“私有财产”，有一定的保

密性[9]。就算增加师徒传授方式，鉴于以上原因，传

承也越来越困难。传承人王建明老师表示，目前家族

传承已断裂，虽然愿意招收徒弟发扬光大此非遗技

艺，但没有人愿意投入此行业。他目前已是 70 多岁

的老人，洛阳宫灯制作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2.4  渠道受限 

洛阳宫灯的传播主要面临传播主体受限、传播渠

道受限、传播客体不够细化 3 个方面的问题。传承人

数量较少，年龄较大，他们对新兴媒体的认知不够，

借助新兴媒体传播非遗的意识比较薄弱，传播主体受

限于自身客观条件[10]。采访中，王建明老师表示，现

在“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洛阳宫灯的传播渠道较以

前变化不大，主要是口碑和灯具展会，偶有电视台或

互联网媒体拍摄宣传视频，传播渠道不够多样化。针

对不同的传播客体，洛阳宫灯的传播内容基本无差异

化，多为讲解其发展史，介绍各种款式、使用场景及

文化价值，基本为普适性内容，不能很好地激起不同

年龄阶段传播客体的兴趣。 

2.5  产业化探索缺乏 

洛阳宫灯得到政府支持与企业扶持较少，没有机

械化生产、没有营销团队、没有跨界合作，以纯手工

制作，靠口碑宣传，销售传统单一，产品勉强延续。

探索“洛阳宫灯+体验+文创+研学+文娱”等产业化

形式，对增加非遗传承人经济收益有很大帮助。 

3  洛阳宫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 

洛阳宫灯的创造性转化是结合现代消费者需求，

将洛阳宫灯的产品功能和文化内涵赋予新的形式和

意义，获得消费者喜爱，激活其内在活力。洛阳宫灯

的创新性发展是根据新时代要求，延伸出以前未触及

的空间并获得突破，从而增强文化影响力。分析洛阳

宫灯发展现状，查阅相关的政策文件、新闻报道、期

刊论文等，梳理重要学者的 新研究成果与观点，探

索洛阳宫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 

3.1  创造智能交互新型宫灯，扩展宫灯类别 

作为中国宫灯的代表，洛阳宫灯的意义已超越灯

具的实用性与观赏性，对其形式的改变不影响文化的

传递。具体可以从以下 3 方面进行。 

1）造型优美，模块化安装。提取洛阳宫灯特色

文化元素，如外观、色彩与装饰纹样等，分析其中对

称与平衡、对比与调和、比例与均衡、节奏与韵律等

美学法则的运用[11]，对其分解、重组、变形、替换等，

形成既能传达文化内涵又具有地域辨识度，符合当代

审美认知的新型宫灯。传统洛阳宫灯的安装，遵循

底座、灯体、装饰的顺序，安装需要一定的技术水

平，普通消费者无法独立完成。新型宫灯注重用户

的参与性，根据榫卯结构，以标准化零部件实现模

块化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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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友好，科技融入。在满足基本照明功能

的前提下，洛阳宫灯制作时选择性加入智能交互硬

件，如声音传感器、触摸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与手势

识别传感器等，结合智能交互硬件，让用户与洛阳宫

灯形成听觉、触觉、嗅觉等多通道的交互，讲述文化

故事，营造友好氛围。 

3）体验愉悦，文化传播。模块化安装，多通道

交互，让新型洛阳宫灯的制作使用充满声、光、影的

趣味性。使吉祥文化的有效输出，让用户深度参与。

产生个性化、愉悦性体验。 

以 拼 装 架 方 形 彩 绘 宫 灯 造 型 为 基 础 ， 设 计

“龙·升”智能小夜灯，见图 1（设计者：朱祉锦、

丁瑞双，指导老师：文杰）。简化方形宫灯结构，结

合榫卯工艺，将灯体拆分，形成材料包，消费者根据

产 品 说 明 十 几 分 钟 即 可 组 装 完 成 。 顶 端 设 置 有

Arduino 开源硬件——声音传感器，消费者可正常使

用，也可通过手机端或电脑端进行个性化参数设置，

选择合适的音量参数，进行开关控制，体验感更强。

顶部 4 个角设计龙纹装饰，可挂线穗；灯体中空，四

周为亚克力材质，取下一侧亚克力板可放置小体积的

装饰品，如绿植、摆件等；上部与下部四周皆为窗格

装饰图案，整体透光效果好。造型简化、安装便捷、

硬件置入、材料环保、控制智能，让新型洛阳宫灯更

易于融入现代生活。 
 

  
 

    
 

图 1 “龙·升”智能小夜灯 

Fig.1 "Dragon·rising" intelligent night light 
 

3.2  创造简单实用宫灯衍生品，延伸消费领域 

洛阳宫灯吉祥喜庆的文化基因，使得元素本身适

用于很多类文创衍生品，如：文具、笔记本等书房用

品；拼图、积木等玩具用品；水杯、雨伞等生活用品；

丝巾、胸针等饰品，以及各类特色小摆件和纪念品等。

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创衍生品，不仅满足消费者

的实用需求，而且带给他们愉悦的使用体验。 

提取洛阳宫灯造型、装饰、色彩、图案等有形元

素，抽象变异，设计并完成了尺子、耳环、书签、簪

子等的模型制作，见图 2。在校园创意集市上，受到

了很多大学生的喜爱。文创衍生品既是洛阳宫灯元素

的载体，也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提供了更多选择。这

种有效途径能够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推动洛阳宫灯

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图 2  洛阳宫灯文创衍生品 
Fig.2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rivatives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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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创新高校传承力量，提升发展动能 

有传承才有发展。传承人培养是洛阳宫灯创新发

展的首要任务。政府部门应参与到传承力量的培育过

程中，制定引导性政策[12]，鼓励各个年龄阶段对洛阳

宫灯感兴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学习制作技艺。高校

作为文化育人的阵地，有教室、工作室、实验室等空

间场所；有选修课程、实践环节等专有时间；有求知

探索欲望强烈、源源不断的大学生资源，非常适合洛

阳宫灯传承力量的培育，应积极主动承担起传承的重

任[13]。 

在产品设计专业实践环节中讲解洛阳宫灯文化，

加入制作体验，带领同学们拜访非遗传承人，参观学

习制作技艺，见图 3。同学们从听讲到实践，近距离

感受洛阳宫灯的魅力，在这过程中有部分同学对洛阳

宫灯产生兴趣，并与王建明老师建立保持了密切联

系。这就是校园培育传承人的尝试[14]。 

3.4  创新细化传播途径，传递艺术魅力 

分析洛阳宫灯传播要素，细化传播过程，可以从

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信息、传播客体、传播效

果几个方面进行，见图 4。王建明老师表示作为传播

主体，受到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传播力量有限。非

遗传承人传播受限，政府机构则可以引导整合多方资

源，形成由非遗传承人、政府机构、高校、公益组织

和其他个体等共同组成的传播队伍。 

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目前，我国网民人数已达 10.51 亿，短视频用

户 9.62 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 29.5 h。互联网作为新

兴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洛阳宫灯

的传播渠道可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的形

式，利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向消费

者单向传播信息；运用手机、电脑或其他数字化模式

等互联网新兴媒体与消费者做双向信息沟通[15]。 

以年龄与受教育程度为标准，将传播客体划分为

青少年群体、大学生群体与中老年群体。针对不同群

体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不同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

这两大情况，以网络直播、短视频、图片等形式为传

播主体，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传播洛阳宫灯的制作

技艺、文化基因与传承人背后的故事等，根据反馈数

据，检验传播效果。 

部分对洛阳宫灯感兴趣的师生组建研究团队，通

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调研消费者与非遗传承人，

共同探索运用新兴媒体对洛阳宫灯进行传播的路径。

根据传播客体的不同，传播渠道的不同，制定差异化

的传播内容。团队拍摄了以网红打卡形式探寻洛阳

宫灯非遗传承人的视频，王建明老师制作洛阳宫灯

的视频，结合榫卯结构设计出新型洛阳宫灯并组装

的视频。在抖音 APP 创建账号“宫灯结彩”，上传 3

条相关视频，10 d 浏览总量超过 2.5 万次。其中新型

洛阳宫灯的组装视频更是获得 1.2 万的浏览量和许多

大学生的关注，见图 5。可见，分析传播要素、细化

传播过程有利于洛阳宫灯更好地传播，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 

3.5  创新开发产业化形式，把握发展机遇 

非遗的产业化发展是多元的，不是简单制作一件

产品。它包含一切以文化为核心的生产、传播与消费

活动，在市场运作下，产生经济价值[16]。以首批国家

级非遗项目阿诗玛为例，这本是彝族撒尼人关于阿诗

玛坚强勇敢，追求自由，与强权作斗争的经典传说。 
 

  
 

图 3  学生参观学习洛阳宫灯制作技艺 
Fig.3 Students visiting and learning craftsmanship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图 4  细化洛阳宫灯传播过程 
Fig.4 Refined propagation process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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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抖音账号与视频 
Fig.5 Tiktok account and video 

 

但是通过这个民间传说衍生出香烟、酒、电影、珠宝、

舞台剧、音乐剧等多元化产品。在政策支持与激励下，

云南成立了阿诗玛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资本的推

动，使得每类产品都在同类市场上家喻户晓。 

借鉴成功案例，传承经典技艺，适度创新开发，

兼顾并行，以“洛阳宫灯+体验+文创+研学+文娱”

（如图 6 所示），促进洛阳宫灯产业化，更利于其创

新发展。 
 

 
 

图 6  洛阳宫灯产业化发展 
Fig.6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Luoyang palace lanterns 
 

1）首先，在政策支持下，以洛阳文峰塔非遗产

业园为依托，开设洛阳宫灯制作体验馆。消费者可以

观看、参与制作过程，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获得成

就感。为洛阳宫灯的展示、活化创造生存空间。 

2）其次，开发与洛阳宫灯相关的兼具装饰性与

实用性的文创衍生品，既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又不与

其他地区的产品雷同。以接地气的方式受到不同群体

的关注与支持。 

3）再次，与学校对接，成立中小学生、大学生

实践实习基地，以体验性、趣味性、教育性为理念，

开发合适的教学内容，服务学生研学。 

4） 后，参与电视、电影场景制作，借力影

视出圈。《武则天》《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都有洛阳

宫灯的身影。这种融合既为影视增加了文化看点，

也易于让洛阳宫灯本身引起消费者的追捧。  

4  结语 

通过分析洛阳宫灯的艺术价值，调研总结其发展

现状，探索洛阳宫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

让洛阳宫灯转化有目标、创新有形式、传承有力量、

传播有途径、产业化有方向，走进大众生活，服务地

方经济，在现代社会得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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