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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生产性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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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 要】：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作为我国陶瓷文化瑰宝，具有上千年的历史，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目录。生产性保护成为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手段，但是当前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的生产性

保护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本文在对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资源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景德镇陶瓷技艺

生产性保护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并对生产性保护路径提出建议，以期为实现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复兴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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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为“非遗”)“生产性保护”概念提出以来，一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之

一。生产性保护是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从本质上看，生产性保护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是我国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内容。

陶瓷技艺作为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到生产实践中，是其确保生命力和传承传统陶瓷文化的有效途径。 

景德镇陶瓷技艺距今已有 1700年历史，景德镇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吸收了我国各大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造就

了全国手工制瓷业的中心地位。2006 年，景德镇陶瓷技艺被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景德镇现有陶瓷技艺类非遗生

产性保护基地 33家。景德镇陶瓷技艺是我国陶瓷历史变迁的注脚，具有极大包容性、前瞻性和代表性。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

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传承和保护面临严重的挑战。对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尝试了以下五种保护方式：

档案式保护、立法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数字化保护。在现代城市生活语境中，景德镇陶瓷技艺类非

遗具有通过创意设计和生产转化为文化产品的能力，生产性保护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保护与传承的方式之一。在生产过程中进

行保护和传承，可以增强陶瓷技艺的生命力、促进其活态传承。有基于此，本文在对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资源进行系统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分析景德镇陶瓷技艺生产性保护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并对生产性保护提出建议，以期为实现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

复兴提供参考借鉴。 

1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生产性保护模式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逐步建立起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生产性保护模式，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在实践

中得到较好的传承。 

                                                        
1作者简介：龚志文(1971-),男，湖南新化人，博士，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龙珍(1998-),女，湖南株洲人，景德镇陶瓷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商业模式创新和价值共创：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机制、

路径与对策研究”(GL20121) 



 

 2 

1.1“公司+工作室+基地+文化旅游”模式 

“公司+工作室+基地+文化旅游”的模式是景德镇富有特色的一种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公司建立工作室，通过申办非

遗基地，吸引非遗手工制瓷传承人、艺术家、大学毕业生等创业者来此创业。在传承基地中，工作室里的传承人只要负责手工

制瓷产品设计和传承技艺，企业则要作为销售主体，对非遗产品进行产业化开发与传承，并且开发文化旅游线路对非遗产品进

行充分的展示与宣传。该模式釆用口传心授的传统传承方式工艺，实现个性化、差异化的陶瓷生产。景德镇国家级生产性保护

基地有 2 家、省级有 15 家，市级有 16 家，其中大部分采用这种模式。比如，景德镇博茗陶瓷厂作为景德镇最大的手工制瓷厂

之一，集聚了各种类别的手工陶瓷传承人，建立了“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基地和中心。传承人在厂内建立个人工作

室，在生产中采用传统手工制瓷的主要工序和核心技艺，保留着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本真与完整，推动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景德镇博茗陶瓷厂设立的专业手工瓷展厅，吸引慕名而来的游客进行参观，形成一条“制作+展示+销售”于一

体的文化旅游路线，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不断推向新的高潮，促使传统手工制瓷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与生产性保护。 

1.2“传统村落+家庭手工作坊”模式 

“传统村落+家庭手工作坊”模式是一种原始的非遗生产性保护形式，这种模式是在传统的陶瓷生产村落中，以传统的家庭

作坊为生产模式，以亲缘、地缘、血缘为纽带，后辈在言传身教中，学习家族祖传的传统技艺。该模式的特点是规模较小，是

以家庭为单位，传承人不仅是传承者还是生产和销售者，主要生产小批量和定制产品。随着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大量出现，挤

占了家庭作坊原本所拥有的市场，而且生产成本高和投入时间长，家庭手工作坊利润普遍较低的特点，使得家庭作坊生存空间

越来越小。但是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措施的开展，家庭手工作坊的发展又得到了良好的保障。例如，景德镇

三宝国际陶艺村保持着传统村落的陶瓷生产模式，形成原生态的世外“陶”源，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外来游客，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不仅使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的原始生产过程得到了保护，还带动了景德镇经济的快速发展。 

1.3“文化产业园+文化旅游”模式 

“文化产业园+文化旅游”模式是将传统制瓷技艺与现代创意文化互相融合，建立文化创业园，在文化产业园内手艺人保持

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融入了现代化创意，手艺人还将手工制瓷产品放在展区内展览与销售，形成集“制作+展示+销售+体验”

于一体的文化观光旅游模式，传承传统手工制瓷技艺。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区、红店街、雕塑瓷厂陶瓷文化创意园和大学生

创意就业基地等采用这种模式。例如，陶溪川在传承传统手工陶瓷技艺的同时，大胆引进外来的先进文化、先进观念、先进技

术，让传统制瓷技艺与现代创意文化互相融合，在传统的手工制瓷产品基础上开发设计新的产品，还创建了“制作+展示+销售+

体验”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路线，使得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2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生产性保护的现实困境 

2.1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化的冲撞 

当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化发生碰撞时，现代化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会改变人类文化选择和消费的方式，

更大程度的会破坏传统手工技艺的独特性和传承。现代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机械化程度不断提升，传承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

化，利用科学技术对手工制瓷制作流程进行简化，用现代化机械产品取代传统手工制品，这就改变了传统手工技艺的内在价值

和独有的特色，失去真正意义上的手工制品，影响手工制瓷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现代化的思想与潮流影响着年轻人对于传统手

工技艺的认识，年轻人容易被外来文化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年轻人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包围，传统的文化消遣方式正在被

电子的、新兴的各种娱乐产品所取代，失去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兴趣，影响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手工

制瓷技艺的传承走入了困境，其传承环境也正在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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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传承人保护和培育不力 

目前为止，景德镇市有国家级陶瓷类“非遗”传承人 11 人，省级陶瓷类“非遗”传承人 55 人，市级“非遗”陶瓷类传承

人 21人。虽然陶瓷传承人不少，但是在传承人保护和培育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景德镇“非遗”传承人传承方式单一，大部分采用传统的师徒制传承模式，该传承模式只在固定的圈子里流传，流

传范围较小，容易导致传统手工技艺失传。 

第二，“非遗”传承人认定方式比较单一，重视精英传承人，忽视一般性传承人、群体传承人和传承社区的保护。 

第三，保护非遗产权的法规、制度不健全，产权保护意识的缺乏，社会民众、企业传承人共同保护非遗的机制尚未建立。

第四，新生代传承人培育不够。由于陶瓷非遗传承人的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和社会认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陶瓷行业工作，导

致手工制瓷技艺的传承缺乏年轻人，出现老龄化问题现象，不利于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发展与传承。 

2.3“非遗”传承过度商业化 

商业开发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其知名度，促进传承，但是，过度商业开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受到损害。景

德镇陶瓷技艺传承中存在过度产业化、商业化和旅游化的现象。传统手工陶瓷的生产要经历 72道工序，各道工序都延续着千年

手工制瓷的工艺。但在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景德镇手工制瓷工序逐渐被机器简化，导致“保持本真性保护”成为一句空

谈，违背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生产性保护的初衷。另外，有些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用机械化生产的产品假冒纯手工制作的

文化产品，以此欺骗消费者，使市场上存在许多赝品，破坏原有知名产品的地位与形象，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与手工制

瓷技艺的传承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 

3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生产性保护的建议 

生产性保护的目的是凭借市场交换商品的规则，使非遗转为文化产品，在传和保护非遗文化价值的同时，又能在市场中实

现商业价值。针对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生产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技艺、传承人、市场以及政府几个角度，提出景德镇

手工制瓷技艺生产性保护的建议。 

3.1保持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本真性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手工制瓷技艺为了跟上时代潮流、占据市场，会选择将传统手工制瓷技艺进行创新。景德镇

手工技艺传承人面临如何处理创新和传承之间的关系。传承人应该牢记传承是传统技艺生产性保护的根本任务，其次创新是为

了更好的有效的去传承与保护传统手工技艺。谨慎对待产业化生产，坚守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的制作流程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

只有传统手工技艺的真实性得以保持，手工制瓷技艺才算真的传承与保护。 

3.2重视传承人的保护 

传承人是景德镇手工技艺传承中的关键，决定着手工技艺的发展与传承，技艺类非遗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离不开传承人

的努力与贡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景德镇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以为继，最直接原因还是传承人的缺失。因

此，保护传承人不能仅靠政府补贴，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方面，将文化与旅游结合，为传承人提供较大生产性保护的

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保护传承人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工匠精神，让其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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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提高品牌建设，加强品牌传播 

品牌是依附于非遗产品的一种识别符号、文化价值的载体，可以树立景德镇特有的品牌符号，能提高景德镇陶瓷品牌的知

名度，还能促使传统手工文化走进民众的生活，更能保证传统手工技艺得到传承与生产性保护。景德镇作为中国著名瓷都，“景

德镇”成为著名的陶瓷地域品牌。但是在陶瓷市场中，景德镇的瓷器质量良莠不齐，缺乏著名的陶瓷产品品牌，未能形成品牌

效应。 

传承人在传承的同时注入现代化的元素，重树景德镇手工制瓷品牌，并不断加强且优化品牌的管理。这样不仅方便生产者

来进行质量管理和形象塑造，还方便消费者识别良莠。 

在树立品牌后，还应加强品牌的传播。（1）场景化传播，非遗产品的传播放置于人工化且人性化的场景中进行。（2）数字

化传播，是指编码和抽象维度下的数字化呈现、采集、扩散维度下的数字化有效传播。（3）营销整合传播，是指通过协调不同

的传播手段，传递品牌产品。关键是传播与传承的可持续性，积极调动不同手段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目标和市场价值。 

3.4形成“政府引导+传承人主导+社会参与”保护机制 

非遗是全社会共同拥有的财富，不单单需要政府的引导，也需要传承人的积极配合政府与履行传承义务。政府作为景德镇

手工技艺生产性保护过程的引导者，应当依据非遗的特性，同时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律来采取相应的保护方式。传承人是

景德镇手工技艺生产性保护过程的传承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严于律己，不忘初心，做到传承的同时进行创新，但同

时又不失“原汁原味”。企业、高校和学者等社会力量作为景德镇手工技艺生产性保护过程的主体，应该积极参与非遗相关的

活动，帮助传播非遗文化，提高大众对非遗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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