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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把握旅游业和文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凝练坭兴陶文化视觉符号，

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将非遗文化和数字图像技术融合，产出具有传承价值和创新性的数字文创产品。

方法 以坭兴陶文化为切入点，剖析坭兴陶文化的发展现状、文化特征、消费者需求的人文情怀，梳理

数字文创的传播模式、媒介特征、文化符号转化等设计问题，探究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创产品的意义价值，

提出将坭兴陶文化元素与数字文创产品融合设计的方法手段。结论 坭兴陶文化与数字文创融合的新方

法、新思路，是传承坭兴陶非遗文化、提升产品文化内涵的新途径，丰富了旅游纪念品、文创产品的形

式与内容，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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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Design of Nixing Pottery Culture and Digital Cultural Cre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LI Weiwei 
(Beibu Gulf University, Guangxi Qinzhou 53501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rapid develop-

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cultural economy, condense the visual symbols of Nixing pottery culture, use digital tech-

nology to integrat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gital image technology, and produce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inheritance value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Nixing pottery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current devel-

opment statu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umanistic sentiment of consumer needs of Nixing pottery culture were 

analyzed, the design issues in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communication mode, media characteristics, and cul-

tural symbol transformation were sorted out,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were explored, and the design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Nixing pottery cultural elements 

with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proposed. The integration of Nixing pottery culture and digital cultural 

creation is a new approach to inheri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Nixing pottery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nota-

tion of products. It enriches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ourism souvenir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is a com-

pletely new attempt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Nixing pottery culture; digital cultural creation; integration design 

国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 2018 年提出“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的概念，各部、各地区政府随之出台

多个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举措。2021 年 6 月，在文

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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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完善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加强

数字化建设，通过数字化创意、数字娱乐等新模式、

新业态活化文物资源，丰富个性化、定制化、品质化

的数字文化产品供给等举措[1]。随着国家文旅发展政

策的推动和科学技术的提高，数字化技术已广泛应用

于地区非遗文化的数据资源建设和推广，广西钦州坭

兴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文旅融合

的大背景下，活态利用坭兴陶文化中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探索将坭兴陶文化与数字文创相融合，以数

字文创产品为载体创造出非遗传承的新形式，发挥科

技创新对文旅发展的数字赋能作用，推动非遗文化与

旅游产业相互促进，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形式丰富的

文化体验。 

1  坭兴陶文化溯源 

1.1  坭兴陶文化的历史与传承 

坭兴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经

钦州那丽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远在四千多

年前钦州便有制作及使用陶器的历史。经过唐、宋、

元、明、清等朝代的漫长发展和演变，传统儒家文化

与广西壮族的地域风俗碰撞交融，凝练出坭兴陶独有

的地区文化特色，与重庆荣昌陶、云南建水陶、江苏

宜兴紫砂陶一起被轻工业部评为“中国四大名陶”[2]。 

坭兴陶是由岭南各族人民创造形成的民间传统

工艺，以钦江东岸和西岸的紫红陶土为原材料，因其

繁琐的制作技艺和窑变特色而闻名中外。坭兴陶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满足人民不同的需求之余，塑造了极具

时代特色的历史文化。《钦县县志》记载：“宋天圣元

年，……足见我钦陶业之专长，自昔已然”。由此可

知，在宋代钦州把陶用于建造城市的砖块，长 1 英尺

（1 英尺为 0.304 8 m）、宽 6 英寸、厚 4 英寸（1 英

寸为 2.54 cm），说明当时坭兴陶技艺已具有较高的烧

制工艺和坭料提炼技艺，可烧制大尺寸的陶砖[3]。南

宋时期着力经营两广对外贸易通道，钦州陶瓷产品主

要以日用陶为主，这一时期陶器产品种类繁多，包括

瓷器、砖雕、石雕等，在装饰纹样上主要从日常人物、

动植物中取材。清代坭兴陶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

达到鼎盛[4]。因鸦片的盛行而制作了烟斗等小坭器，

随着坭兴艺人对制作工艺的改良，增加了花瓶、笔筒、

茶壶等工艺更精良的器具。清代的钦州处于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两广文化

的融合、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岭南

文化。当时的坭兴陶以其优质的陶瓷制品远销世界各

地，其制作工艺和创新设计为后来的陶瓷制作奠定了

基础。 

现代科技发展为坭兴陶带来了干粉成型、3D 打

印、自动雕刻机、微波窑炉等新制作工艺，传统的烧

制技艺向柴烧或电窑烧制转变，产品类型除了日用陶

以外，逐渐向艺术陶和旅游纪念商品转移。如国家工

艺美术大师李人帡的现代陶艺作品《高鼓花樽》更多

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现代设计思维的

融合。钦州市政府将坭兴陶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致力于坭兴陶的研究和传承，2008 年坭兴陶被列为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 

1.2  坭兴陶文化的特征与收集 

坭兴陶产于壮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其制作中融合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元素，体现艺术性

和实用性兼具的地域特色，蕴含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

特征。人们最初制陶是为了满足日常的使用，日用型

坭兴陶具有典型物质文化特征。坭兴陶的造型多样，

包括：食具、茶具、花瓶、香薰器皿、盘等，既有实

用性的生活器皿，也有观赏性的艺术品，随着制作工

艺、器型、纹饰、雕刻工艺等方面与茶文化、壮乡文

化、中国绘画文化的融合，呈现了当地的民俗文化、

民族特色、审美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具有人类文化中

传承性、民族性、现代性和地域性等共同特征[6]。 

坭兴陶以红陶泥为原料，经高温烧制而成。复杂

的制作过程需经历练泥、拉坯、雕刻……等数十个工

序。特殊的制作流程、特定的陶土、奇特的窑变和烧

制技艺造就了坭兴陶独有的文化艺术特征：窑炉采用

独特的烧制工艺，窑炉内温度分布均匀，能够使陶瓷

作品达到更高的质量水平；器型以简约、朴实、自然

的艺术风格为主，注重形态美和线条的流畅性，追求

自然的美感；制作工艺讲究细致、精细，包括挑选原

料、制作坯体、刻画纹饰、施釉烧制、抛光打磨等多

个环节。坭兴陶文化在造型、纹饰和装饰等方面展现

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其中以装饰特色和窑

变技术最具代表性，见图 1。 

2  文旅融合背景下坭兴陶文化与数字文创

综述   

2.1  数字文创产品概述 

数字文创产品是数字化技术与文化创意相结合

的一种文化新产品形式，是基于传统文创产品设计的

技术革新，重点在于数字技术对文化精神内核的传播

与重塑作用，目前学界对数字文创的学术定义尚未形

成统一的释义[7]。马婷等[8]认为它是一种把文化特色、

创意构思和工艺技术融入产品，产生新的附加价值，

以激发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文化产品。鲁睿[9]强调数字

技术和教育的融合，认为数字文创应服务于提升中国

特色文化、生活、教育产品，实现产品的故事化、趣

味化和文创化，以吸引年轻的受众群体。葛鑫[10]指出

应借助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数字技术进行设计、生

产、传播和服务。Vojin[11]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与数

字化技术融合并将其应用在产品上，借助数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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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名称 工艺特点或文化特征 产品类型 

原料 紫红泥 
东泥：质软且含铁量高，含微量石英砂，颜色红中略显黄色，为软质黏土 

西泥：含铁紫泥石，颜色为紫红色，属硬质黏土 
日用陶工艺品 

练泥 双料混练 
一般以 6∶4 的比例混合调配原料。将原泥捣碎、混合，而后多次沉淀取 

上层泥浆，过滤多次后倒入密布袋，阴干制成泥块，步骤更繁复 
日用陶、艺术陶 

注浆成型 适用性强，设备简单，成型任意性高，坯体结构均匀，技术易掌握 
日用陶、工艺陶瓷器：花

瓶、餐具、盘、茶壶等 

滚压成型 坯体孔型较好，空气易于流通 
盘、碟、碗、杯、浅口型

制品 

成型 

印模成型 制作简便，技艺要求低，模具重复利用率高 工艺陶瓷器 

烧制 电窑 

在 1 200 ℃以上高温烧制过程中产生胎体颜色的窑变，自然形成各种色彩的图案和

纹理。表层除保留着朱红或紫红等原色以外，还形成了各种若隐若现的古铜、墨绿、

紫红、虎纹、天蓝、天斑、金黄、栗色、铁青等诸多色泽 

日用陶、艺术陶 

图案：山水、花鸟、人物，以及“贵妃醉酒”“桂林象山”“苗家印象”“水月洞天”

“钦江渔歌”“花山岩画”“壮乡情”等广西人文景观图案 

纹样：铜鼓、壮锦、蚂拐、花山壁画、古人竞舟、“嫦娥奔月”、舞蹈、鹭鸟、双喜、

龙凤 

装饰 

白描 

浮雕 

圆雕 

镂空 

镶嵌 

平雕 

捏雕 

填充 

表现手法：写实、写意，具象和抽象 

主题： 

①鱼纹，代表“余”“玉”等谐音，寓意“富贵有余”“连年有余”“金玉满堂” 

②蝙蝠的“福从天降”“福寿如意”等美好的祝福 

③纳福主题：时令节日、功成名就、“张仙送子”“金玉满堂”等吉祥图案 

传统文化 

馈赠文化 

祝福文化 

时事文化 

茶文化 

文人文化 

壮乡文化 

海洋文化 

日用陶 

艺术陶 

 

图 1  坭兴陶工艺特点及文化特征的收集 
Fig.1 Col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Nixing pottery 

 
进行展示。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观点可知，数字文创

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文创的非物质设计形态，以文化创

意为核心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完成创作、生产、传播和

消费的数字产品。内容上重点在对文化精神内核的深

度挖掘和提炼，与以往文创区别在于产品数字化，包

括材料、设计技术、展示形式和传播途径等。 

2.2  数字文创产品的技术应用特点 

王伶等[12]在《数字化技术在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综

述》提到，随着文旅经济的推进，文化产业在数字文

创、数字展示、虚拟服装应用等设计领域引入数字转

型应用技术。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文化信息传播手段更

多元化，产品采用数字技术把传统文化进行数字化处

理，形成互联互通的、跨终端的、跨平台的数字产品，

具有扩展性、创新性、交互性、跨界性、可沟通性等

特征[13]。 

1）产品数字化：数字文创通过互联网、数字技

术 进 行 制作和 传 播 ，包含 实 物 和虚拟 产 品 两种形  

态 [14]。数字化的虚拟产品形态是其核心特征，VR 技

术展示的虚拟现实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不仅从不

同角度提升文创产品的沉浸式体验，还可以增加观众

对产品的接受度和可信度[15]。例如，济宁市的“云祭

孔”网上祭孔平台，运用 AR、图像辨识和交互技术

手段，依托网络和移动设备为观众展示并让其参与

“孔子祭拜”，隔空体验古今交融的沉浸式交互。 

2）交互动态化：数字文创以物质和非物质形态

为呈现载体，交互特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运用图像

采集、数字图像拍摄、3D 扫描、图像处理等技术，

将数据转化为图形、图表、动画等形式，以更直观的

视觉语言向观众传递文化信息。如故宫博物馆推出的

“韩载夜宴图”APP，数字化处理后的绘画长卷可让

观众放大观看，点触屏幕不仅能使人物“活”起来，

还伴随光效和声效，从视觉、听觉等多方面产生身临

其境的体验感。 

3）传播多维化：数字文创的数字化特性在沉浸

式传播的条件下，突破了实物产品框架和时空的限

制，呈现出多维度的跨媒体传播特征[16]。文创设计师

运用 AI、CAD 等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创意构思

和设计方案的制作，完成虚拟 IP、数字藏品的二维图

形设计或三维建模等工作，基于 NFT 技术将数字藏

品嵌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社交关系中，为用户提供数

字藏品的收藏、欣赏、购买、分享等多重服务[17]，借

助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实现多元的、多维度的传播。 

2.3  文旅融合背景下坭兴陶文创的发展现状与不足 

文化旅游产业的复苏让坭兴陶非遗文化的传承

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钦州市政府先后出台多个

助推坭兴陶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建立了坭兴陶文化

创意产业园等多个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推动钦州文旅

融合发展及产业转型[18]。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除了景

观特色以外，地域文化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深入

钦州各地旅游会发现市面上的文创产品多是雷同的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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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陶工艺品，缺乏对当地特有文化价值的承载和体现。 

经市场调研发现，目前坭兴陶生产企业共 700 多

家，总体上文创产品开发不足，尤其是线上文创产品，

同时缺乏品牌意识、产品生产速度慢、传播形式缺乏

创新，无法形成具有体系和规模的文化产业链。 

1）坭兴陶文创产品载体缺乏创新，产品差异不

明显。目前市面上的坭兴陶文创产品主要以食具、文

房四宝、茶具、花盆等日用陶和观赏性的艺术品（摆

件）、仿工艺品为主，产品样式以传统坭兴陶器具为

原型，纯手工制作的生产模式无法量产，样式流于表

面，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层次挖掘，地域文化特征不

够鲜明，见图 2。从消费者角度来看，产品差异化还

体现在质量、设计、信息等方面。这些因素也是决定

消费者购买哪一种产品的主要原因[19]。 
 

  
 

图 2  坭兴陶文创产品设计 
Fig.2 Design of Nixing potte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2）坭兴陶文创产品定位不一，不同工艺、不同

品牌的价格差异较大，从小器具到摆件售价几百到上

万元不等，且尺寸不便于携带。 

3）销售模式单一、传播形式陈旧。大部分文创

产品以实体销售为主，主要集中在店面展区及坭兴陶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产品推广形式除了销售外，以手

工体验为主，青少年游客群体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

高。落后的传播形式无法形成流量效应，未能有效转

化为城市人均旅游消费的增长，制约了游客多层次消

费需求。 

4）缺乏数字文创产品。数字文创能够使文化资

源更加具象化、立体化，直观地呈现出坭兴陶文化中

的故事性与趣味性。用户被动单向观看文创产品接受

的视觉信息非常有限，而数字文创可以将观看模式转

变为主动的双向交流，最终呈现为交互式文创产品的

体验[20]。 

2.4  坭兴陶数字文创产品在文旅推广中的应用价值 

文旅融合背景下，坭兴陶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为旅游地区提供了稀有的文化资源和吸引力，在文

旅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旅资源的整合过程

中，应发挥科技创新对文旅发展的数字化赋能作用，

通过应用虚拟现实、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化形式活

化坭兴陶文化资源，而文化应用价值的深入挖掘和拓

展，对促进地方文旅经济与文化传承具有现实意义。

Smith 等[21]在进行“数字原住民”互动展览项目时，

将参与式设计原则与数字文化遗产进行融合设计，验

证了参与式的数字化互动体验设计有助于文化遗产

的创新。坭兴陶数字文创作为当地文化的载体，促进

和激发了人们文旅消费的动机，为文化宣传和旅游业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如图 3 所示）。 
 

 
 

图 3  文旅消费、文旅融合、坭兴陶数字文创的相互关系 
Fig.3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cultural creation of Nixing pottery 
 

1）推动非遗文化传承和保护。数字化传承可以

记录和保存坭兴陶的制作技艺、图案纹样等元素，避

免因时间流逝和人力资源的减少而导致技艺流失和

文化衰败。通过摄影、数字扫描等数字化采集手段存

储坭兴陶文化相关信息，借助数字图像处理、保存信

息和数据，将坭兴陶的制作过程、故事和历史背景等

信息进行记录和保存，确保非遗文化的延续。 

2）提升文创产品附加值。在设计过程中可将坭

兴陶的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深入挖掘坭兴陶

的工匠精神和物态文化元素。通过设计手法巧妙地诠

释和重组文化元素后，形成体现坭兴陶文化特征的数

字文创产品[22]。通过 3D 打印、激光切割等快速原型

技术，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设计选项、定制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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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等，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提高文创产

品的品牌竞争力。 

3）提升游客体验感，创新文旅融合产业发展。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设计智能导览设备、AR 交互展

示等，打造坭兴陶特色文创产品的线上数字博物馆，

通过 360°全景 VR 展示坭兴陶文化产业园景区的优美

环境，使游客于坭兴陶文化中获得“线上线下一体化，

虚实结合”的数字文化新体验，推动坭兴陶产业向科技、

数字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升级。 

4）打造数字化 IP 经济，创新传播模式。采用数

字平台与营销方式，利用社交媒体等媒介将坭兴陶的

文化价值和美学理念等核心内容转化为数字 IP 形象

设计、NFT 数字藏品，通过新媒体、短视频技术相结

合进行展示和推广，弥补了坭兴陶文创产业在传播、

价值转化层面，以及品牌化塑造的不足。 

3  坭兴陶文化与数字文创的融合设计原则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文创产品有其独特性，和其他

文创产品有不一样的要求，其核心的体现更强调文化

资源的利用和游客的体验感。游客通过文创产品获得

旅游地区的文化印象，是基于精神文化享受而生产的

文化产品。从文旅经济中消费者呈现的体验感来看，

数字文创产品更多地关注多元感官体验，利用五感体

验领略文化，同时带来多姿多彩的体验维度，实现感

官协作和多角度下对产品的多维感知[23]。数字文创将

文化艺术性与数字技术相融合，呈现方式新奇多样，

突破传统文创产品类型单一的壁垒，注重用户需求和

偏好，突出用户与产品互动式的行为方式，利于加强

产品与用户之间的黏性。参考当前国内外学者、文创

设计师对数字文创的观点及坭兴陶文化的特性，提出

地域性、互动性、情感化的设计原则，见图 4。 
 

 
 

图 4  坭兴陶数字文创产品设计原则 
Fig.4 Design principles for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Nixing pottery 

3.1  地域性设计原则 

地域文化是数字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的首要原

则。地域文化是景区风土人情最有效的吸引力，也是

最能打动游客、引起游客兴趣的卖点。通过将概念化

的传统文化元素投射到有形的产品上，并将其“货币

化”为“可带走的文化”，抽象的文化内涵通过有形

产品来展现，从而开发出接地气的、不落俗套的产

品[24]。坭兴陶文创产品和传统文创产品的不同之处在

于，其不仅仅是普通的旅游纪念品和文化产品。孕育

坭兴陶的北部湾区域是京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

地，有着沿边沿海的地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

化资源。坭兴陶文创设计不仅是从器物本身衍生出来

的感性文化，还应该是民族文化、海洋文化、创意文

化三者的有机融合。在运用地域性原则时，要充分体

现地域的文化代表特征和地理特征，民族元素、图腾

和地域元素的融入令产品更显古朴的神韵，获得游客

的高度认同。如《壮乡歌韵》坭兴陶文创产品，外型

取自壮族图腾“神牛”的牛角，以铜鼓的“雷纹”、

“蛙神”和篆体书法等为装饰纹样，经烧制和窑变作

品呈现中国红的韵味，表达了壮族人民勤劳淳朴的性

格品质及对和谐生活的向往[25]，见图 5。 
 

 
 

图 5 《壮乡歌韵》坭兴陶文创产品设计 
Fig.5 Design of Nixing potte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or "Zhuang Xiang Ge Yun" 
 

3.2  互动性设计原则 

皮亚杰[26]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身体的行为活动

是大脑感知的根源和思惟发散的基础，它是大脑的一

种认知活动，在协调身体完成各种活动的同时，与身

体在情境中相互影响。人的大脑认知过程与身体的互

动体验紧密相连，数字文创载体通过互动功能的设

计，满足不同设备的使用要求，让消费者随时随地获

得文化体验。文创产业本身是文旅经济中的高附加值

产业，将具有交互属性的数字化技术融入坭兴陶文创

产品设计中，从传统的静态展示向动态展示过渡，增

强了文创产品视觉符号设计的综合表现力和艺术感

染力。例如，将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故事、形象、文化

概念等以数字形式转变，包括设计体现坭兴陶文化特

性的数字 IP 形象、标识等，将数字形象进行三维动

画的创建，通过公众号、小程序、APP 等平台进行网

络播放，用户体验是产品设计的关键因素之一，设计

过程要考虑用户消费场景、文化需求、阅读习惯和心

理，多感官、多维度地把握产品的易用性和交互性，

并且根据用户反馈意见升级和优化产品，良好的互动

体验感能让消费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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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情感化设计原则 

《情感化设计》的作者是认知心理学家 Donald 

Arthur Norman，他在书中提出了关于产品设计的情

感特征：“产品应该是吸引人的、有效的、易读易懂

的，并且能令人感觉到趣味性的”[27]。数字文创设计

中通常把功能细分为使用功能、情感功能和趣味功

能。使用功能即用户通过产品体验了解坭兴陶非遗文

化；情感功能是在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与坭兴陶文化内

容产生情感链接，获得心理满足；趣味功能是通过视

觉感官享受和互动获得对文化内涵数字转化的惊奇

体验。简单来说就是设计师将自身的情感或产品背后

文化象征的情感注入到文创产品中，通过数字媒体设

计的拟物、交流、人机交互技术实现。非遗传统文

化是情感化设计最好的资料库，如提取文化元素和

文化符号因子，结合当下文化主题 APP 的痛点、用

户需求，在保留文化特性的同时将智能情感互动融

入产品中，构建具有文化情感特色的 APP。在全民

体验的时代背景下，消费者追求的不仅是物质需求

的满足，更关注精神文化的共鸣。通过传统文化数

字化传承与情感化设计，不仅创新了文创产品的文

化承载功能，满足消费者对旅游纪念品礼物性、纪

念性的要求，还为大众获取信息及学习知识提供更多

渠道。 

4  坭兴陶文化因子的提取和转译 

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沉淀中形成的具备民族

艺术特征和地域风格的文化体系，是某个国家或某地

区的独特文化遗产，是当地所体现的精神特质与文化

内涵的总和，常体现在语言、绘画、宗教、音乐、民

俗习惯等方面。坭兴陶非遗文化作为地区传统文化的

象征，应把文化内涵研究、技术流程、设计创新三者

互相结合、互相借鉴，创新出具有鲜明地域符号、兼

具功能与内涵的数字文创产品。 

转译原是指通过媒介语言把文本翻译成另一个

文本的特殊翻译行为[28]。文化的转译除了不同语言、

不同文本之间的翻译和转换以外，还应用于范围更广

的政治、文化范畴。传统文化的转译，是一个将传统

文化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转化的动态过程，需要经过多

个阶段和手段来实现，包括语言、表达手法、艺术形

式等。设计领域中的文化转译通常指将一种文化蕴含

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精神文化层内容转化为

可感知的视听语言，并将不同层次的文化符号运用在

数字化的设计载体上[29]。从文化形态的角度来看，文

化通常被视为一个多层次的整体，具有一个核心和多

个延伸，文化的构成主要有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

神文化三个层次。其中，物质文化层是人类生产实践

活动及活动中所产生的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表层

文化和具有物质实体的有形文化物，表现为形状、花

纹、色彩和材质等可触知的具体形式，此类具象文化

元素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物质基础。行为文化层是人

类社会交往中已形成的习惯模式所组成的行为模式，

它通常以礼仪、民俗和风俗等形式出现，并集中体现

在某地区人们的生活中，是地区文化特征的集中体

现。精神文化层主要以物质媒介表现意识形态，包括

民众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共同形成的相近价值理

念、伦理观和思考方式等，归纳为意象文化元素，体

现为人文历史、道德规范、文化信仰等。精神文化层

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与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彼此

影响[30]。坭兴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象文化元素和意

象文化元素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是非遗文化传承

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见图 6。 
 

 
 

图 6  坭兴陶非遗文化元素 
Fig.6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al elements  

of Nixing pottery 
 
在设计中对文化元素的差异采用不一样的处理

手法。先对坭兴陶的视觉元素、行为方式、文化内涵

进行分析，尤其是从物质、行为和精神三个层面循序

渐进地进行文化转译。将坭兴陶文化元素进行符号化

表达与视觉化呈现，以数字文创为载体，进行数字文

创界面视觉、交互功能、使用情境设计等。数字文创

设计语言的创新需要紧贴坭兴陶艺术表达的文化需

求和用户的审美需求，其文化因子的当代视觉转化方

式主要有：文化图形符号的打散和重构、肌理质感的

表达、色彩的提炼和数字载体的适配等。坭兴陶的文

化转译思路见图 7。 

5  基于坭兴陶文化的数字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坭兴陶非遗文化内涵丰富、艺术表现力强。根据

设计原则，将抽象的非遗文化形态与具体的产品进行

融合创新，从坭兴陶文化的固有属性中提炼出能拆解

转化为视觉设计符号的要素，将提取的文化符号与数

字文创的应用要素融合设计为图形，再通过文化产品

载体的选取与重塑，将提取的坭兴陶文化元素符号转

译到数字文创产品设计中，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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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坭兴陶的文化转译思路 
Fig.7 Cultural translation ideas of Nixing Pottery 

 

 
 

图 8  基于坭兴陶文化的数字文创设计方法 
Fig.8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Nixing pottery culture 

 

5.1 “窑变千彩”数字文创设计 

物质层次元素的转译是将造型、色彩、肌理、工

艺等转译为视觉符号的过程，将抽象的文化内容清晰

化、简洁化地展现出来，视觉表达上更贴合公众审美

要求。历经千年沉淀的坭兴陶文化蕴含丰富的原始图

形资源，如器皿造型、器具上的雕刻花纹图案、窑变

肌理等，可转译为数字插画、文创设计的具象图形。

窑变工艺是坭兴陶烧制技艺的核心，亦是钦州坭兴陶

的“独门绝技”，是坭兴陶艺术文化特征的一大亮点。

根据文创主题深入研究并参考坭兴陶作品，选取符合

造型要求的形象与图案，确定转译的类型和方向，结

合数字媒介的传播特点及现代审美需求明确视觉风

格定位。随后，将重点图形及造型元素进行解构、变

形、强化等转译处理。 

以坭兴陶窑变文化作为关键点拟定“天然出彩，

大有乾坤”的设计主题，挖掘坭兴陶的形态特征、窑

变工艺和过程、天然陶彩等多层次资料，将窑变过程

中制作陶土、雕刻打磨、千温火炼、窑变出洞的文化

内涵进行重新定位，重塑为“天生丽质”“不畏考验”

“勇于改变”“与众不同”四大主题（如图 9 所示），

体现了千锤百炼的工匠精神。结合坭兴陶的雕刻工艺

与窑变肌理，以红、白、黑三种颜色作为主色调，分

别代表了坭兴陶陶土的红泥与白泥、窑变过程的红色

火焰与黑色燃料，见图 10。借助 Procreate、Photoshop

等 数 字 化 软 件 将 文 化 元 素 物 化 为 计 算 机 图 形 图 像

（Computer Graphics，CG）视觉符号，以扁平化图

像语言的视觉呈现方式，将抽象复杂的坭兴陶窑变过

程转化为直观、简洁的图像设计语言，衍生适应互联

网时代传播要求的文创产品，既凸显了非遗文化内涵

又体现了数字文创的传播价值。后续开发可应用于坭

兴陶博物馆、数字小程序、APP 等线上线下场景，消

费者不仅可以通过 VR 或 AR 等技术手段展示坭兴陶

的窑变过程，还可通过 DIY 模式，对色彩、字体、

语句进行再设计，生成专属的壁纸、场景主题，以及

明信片等虚拟文创，在线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改变

人们的消费习惯、提升消费体验，见图 11。 

5.2  春节应用场景的数字纪念票 

随着科技和文旅逐渐密不可分，数字纪念票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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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坭兴陶窑变文化元素的提取和转译 
Fig.9 Extra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Nixing pottery kiln transformation 

 

 
 

图 10  坭兴陶窑变色彩、纹样元素的提取 
Fig.10 Extraction of color and pattern elements from Nixing pottery kiln 

 

 
 

图 11  坭兴陶“窑变千彩”虚拟体验界面 
Fig.11 Virtual experience interface for "Kilns in Diversified Forms" of Nixing pottery 

 

字藏品已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兴艺术形式。数字藏

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独特识别的数字化作

品和艺术纪念品，利用区块链技术给每件数字作品生

成一个独特的识别码。相较于传统的文创产品，消费

者可以通过更低的价格在线上等渠道购买和收藏数

字文化创意产品。本套数字纪念票依托区块链技术上

线，共设计了五款票面，收藏者持有的每张纪念票均

有专属序列号及收藏证书，是区块链存证技术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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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品的联合跨界创新，让消费者体验坭兴陶的数

字 IP 文化，获得专属的数字记忆体验。春节主题文

创的设计方案围绕吉祥祝福和个性定制，结合春节喜

庆的拜年场景联想，找到与用户最直接的情感链接，

在众多的吉祥元素中选取“福寿安康”“麒麟献瑞”

“年年有余”“龙凤呈祥”“招财纳福”五个成语进行

元素提取：从“福寿安康”中提取“寿”字，结合寓

意长寿的动物“仙鹤”；从“麒麟献瑞”中提取“瑞”

字，结合寓意祥瑞的动物“麒麟”；从“年年有余”

中提取和“鱼”字同音的“余”字，结合成语中的“锦

鲤”；从“龙凤呈祥”中提取“祥”字，结合成语中

的“龙”和“凤”；从“招财纳福”中提取“福”字，

结合与“福”字谐音的动物“蝙蝠”。以坭兴陶器型

为原型进行图形简化，结合成语中吉祥寓意的动物形

象来进行融合设计。除了数字纪念票以外，结合春节

活动场景联想拓展祝福场景，转化为线上红包封面。

用户在网络社交活动的收发红包过程中感受坭兴陶

文化寓意，通过营造喜庆的节日氛围推动与用户深度

的情感连接。在后续开发中，图像还可作为背景图集

成到其他程序的应用场景中进行表述，如手机皮肤、

主题壁纸等，用户通过个性化主题壁纸展示自己的个

性并传递信息，见图 12。 
 

 

 
 

图 12  坭兴陶数字纪念票设计 
Fig.12 Design of digital commemorative ticket of Nixing pottery 

 

5.3  数字 IP 设计 

数字虚拟 IP 形象是现代数字媒介传播中一种非

常重要的视觉形式，主要运用数字视觉技术进行制

作，例如计算机图形化、AI 智能、动态捕捉等，可

以在动漫、微电影、短视频、游戏、表情包等线上线 

下的多种数字艺术形式中出现。IP 形象可以让用户在

体验产品的全程中获得情感化交互，IP 形象对民族精

神、文化符号的高度凝练创新了文创产品的概念，快

速实现产品的情感价值赋能，对用户和粉丝黏度产生

积极作用。从坭兴陶文化的转译思路出发，将坭兴陶

数字 IP 设定为调皮的小男孩形象“陶陶”。考虑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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坭兴陶沿海的地域特征，IP 的原型主要结合坭兴陶文

化和海洋文化符号进行转译，“陶陶”的头部设计以

鲸鱼为原型，象征着自由、再生；头顶的圆球设计融

合了灯笼鱼的特征和坭兴陶茶壶盖子的形态，象征着

沿海人民勇往直前、奋勇拼搏的品质；身体的整体外

形以坭兴陶作品《瑞鹤迎春》为参考[31]，再加以拟人

化设计，赋予一个活泼可爱、个性十足的卡通艺术形

象，并结合“陶陶”IP 形象进行表情包、盲盒等数字

文创设计。将坭兴陶文化进行 IP 视觉化再现，让抽

象的非遗文化赋予拟人化生命力，传统文化蕴含出新

的个性和内涵，通过拟人化 IP 形象的视角，多角度、

全方位地进行开发和传播，以不同形式服务于公众，

实现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文化内涵下的社会价值，见图

13~14。 
 

 
 

图 13  数字 IP“陶陶”的二维形象及表情包设计 
Fig.13 2D image and meme design of digital IP "Tao Tao" 

 

 
 

图 14  数字 IP“陶陶”的盲盒、数字藏品 
Fig.14 Blind box and digital collection of digital IP "Tao Tao" 

 

6  结语  

以数字文创产品作为坭兴陶非遗文化的传播载
体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在文化创意产品中充分融合坭
兴陶文化元素，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符号暗含的文化意
蕴，对地方特色文化、历史发展演变及民俗风情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在本次研究中提出以现代人审美情趣
为主，摒弃重复模仿单调的文创产品设计，实现将非
遗文化元素转译为数字文创产品和宣传物料的过程。
通过真正地融合、创造及继承，走产品创新设计之路，
是推进传统文化内涵不断传承的道路。这为今后设计
具有非遗文化特色的数字文创产品提供思路，成为地
方文旅产业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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