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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吉州窑黑釉瓷产品种类繁多，纹样装饰制作精美丰富，在

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为推动我国古代

陶瓷的制作和生产业的发展和制作技艺的积累做出重大贡献。

其中黑釉瓷所独特的木叶天目、剪纸贴花天目等制作技艺享誉

国内外。然而吉州窑大部分人都没听过，因其窑有断烧过而不

为众人所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吉安成立了吉州窑陶瓷

研究所和吉州窑陶瓷厂，开启了保护和传承的步伐。以后相继

成功复烧了木叶纹黑釉瓷、釉下彩绘吉州窑、窑变结晶、剪

纸贴花等几种独特的制瓷工艺技术，使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吉州

窑古老的制瓷技艺得以恢复、传承和繁荣。2014 年，吉州窑

陶瓷烧制技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吉

州窑黑釉瓷技艺的保护和产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和许多传

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在新时代数字化的背景下，吉州窑黑

釉瓷技艺传承和文化产业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当

下对吉州窑黑釉瓷技艺活态传承与产业化发展的创新策略进行深

入思考，以期为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和新模式成为

重要的研究课题。

2  吉州窑黑釉瓷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总结了目前黑釉瓷器的生产形式，发展

历史、制作工艺，结合实际情况，访谈相关的吉州窑黑釉瓷

手艺传承人及生产者，从而进一步剖析当前吉州黑釉瓷制作手

艺传承的现状。次之，结合发放调查问卷，获得吉州窑黑釉

瓷产业发展和产品购买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通过整理和分

析调研结果,总结得出了目前吉州窑黑釉瓷技艺传承和产业发展

中的三大核心问题：

2.1 技艺工序繁琐，传承人才匮乏

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活态载体， 吉州窑黑釉瓷

技艺也是一种依靠“人”进行“活态”文化传承。人才才

是吉州窑黑釉瓷技艺持久活态传承的重要因素，才能够使吉州

窑黑釉瓷保持鲜活而持久的传承生命力。吉州窑黑釉瓷技艺是

一项工序繁琐复杂的以师徒相授的传承方式进行持久活态传承，

难度系数极高，对技艺传承人要求极其严格。但是当前的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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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从业者技艺水平不一，亟需改善。

2.2 产业历史悠久，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吉州窑黑釉瓷作为宋元时期重要的国际商品之一，其“木

叶天目”和“剪纸贴画天目”饮誉中外。因此很多珍的贵吉

州窑作品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爱好者所收藏。然而目前

吉州永和镇的陶瓷生产制作模式主要是以家庭小作坊的团体形式

为主，当地的企业缺乏标杆性引领效应，规模较小，没有形

成工艺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较完整的核心产业链，很

难带动当地陶瓷产业的发展。

2 . 3“吉州窑”品牌知名度低，在陶瓷市场中的影响力

不足

由于历史的原因，吉州窑黑釉瓷的传承出现了相对的断

层，导致与景德镇等知名陶瓷品牌相比，未获得与其独特技艺

相称的品牌知名度，使其缺少较高的市场消费市场认知，给吉

州窑陶艺品牌的培育复兴也带来一定的难度。

3  基于 VR技术的吉州窑黑釉瓷技艺保护创新

吉州文化产业的发展应紧随江西的文化产业布局战略。VR

技术作为一种前沿性的科学技术，开拓了人类新的感知能力，

改变了传统的产品形式和服务模式，引领一种崭新的人类视觉

体验和产品人机交互新方式，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

注。2016 年，江西省把VR 作为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产业支柱，打造了VR 小镇，全面推动VR 虚拟现实技术产业

的发展，打造出江西VR 产业生态圈高地。因此，VR 技术成为

新时代吉州窑黑釉瓷技艺传承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手段。

以“V R +”为引领，打造吉州窑特色产业体系，从而促进产

业的转型升级和文化内涵挖掘，全面复兴吉州窑的传统产业。

3.1吉州窑黑釉瓷技艺虚拟仿真系统平台

江西吉州窑黑釉瓷生产制作与烧制技艺非常独特，主要是

一种依靠“人”进行“活态”文化传承。吉州窑黑釉瓷技

艺工序繁琐复杂，通过以师徒相授的传承方式进行持久活态传

承，难度系数极高，对技艺传承人要求极其严格。如在黑釉

瓷木叶天目产品烧成的制作当中，要把易燃的树叶与陶瓷坯体

黏结在一起，经过 1000℃左右的温度进行烧制后，最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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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叶子的形状与色彩。烧窑师傅对于烧成温度的控制、烧成

时间、火焰控制、柴火种类和干湿程度、陶瓷泥土品质等操

作流程要求都要恰到好处。目前传统烧成工艺授课方式主要有

三种：①现场烧成操作讲授，以言传身教和烧窑师徒传带，效

率低，易发生安全事故；②理论传授模式，运用理论知识结

合动画和数字模型，注重的是课堂讲解，知识的输送 ，缺少

实践操作技能和创新方法，培养的学生无法完成对烧窑操作设

备及流程的能力；③以环幕、立体投影等单一显示技术为基础

的三维动画漫游、展示，具有一定的沉浸感。但受限于三维

设备显示方式，沉浸感不强，缺乏真实操作体验。然而在烧

窑操作中，既要对烧成步骤操作准确无误的同时又要沉着应对

突发问题，同时还要兼顾控制烧成温度。因此容易导致从事黑

釉瓷生产与制作的手艺人水平参差不齐。这也是“活”的文

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

基于开发平台Unity 3D进行设计，构建吉州窑黑釉瓷技艺

虚拟仿真系统平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对吉州窑黑釉

瓷原料配制、制作工艺、烧造条件等技艺进行数字化仿真开

发，结合虚拟现实全景技术，捕捉烧制过程中的整个操作细

节，给人以沉浸式、交互性的逼真操作体验。系统采用多单

元化的设计，包括理论知识教学、设备结构操作教学、制作

工艺、烧窑操作间认知漫游、虚拟仿真操作训练、模拟考核，

以及融入智能化语音指导、视频元素。克服传统“活”态传

承方式的弊端。

3.2打造数字化VR吉州窑博物馆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文化遗产的机构，承

载着人类文明传播的同时，还承担着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面

向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新时代下，数字化技术从文化价

值深度和广度给博物馆带来深层次的影响。如何让文物走出博

物馆，走进百姓的生活当中，真正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新

时代文化传播的新潮流，这也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目

前，吉州窑博物馆展陈方式主要采用文物展示、多媒体动画展

示,模型沙盘展示、全景展示等。但沉浸感不强，缺乏交互体

验，无法真正让文物从博物馆走入百姓生活，让博物馆文物

“ 活 ” 起 来 。

运用VR 技术、数字化建模技术打造数字化VR 展示线上吉

州窑博物馆。借助虚拟漫游、VR/AR/MR 等现代数字化交互展

示技术，给游客产生“古今穿越”之体验感，让更多的年轻

人全面了解吉州窑非物质文化背后的历史、文化、民族工艺以

及技艺大师创作故事。从而让文物及遗址展览随之鲜活起来。

3.3搭建协同创新产品开发平台

搭建设计师和使用着协同创新产品开发平台，汇聚全部智

慧共同挖掘吉州窑衍生品设计最大潜力。建立吉州窑黑釉瓷数

字化技艺人才资料库、吉州窑非遗文化二维元素素材库、三维

元素素材库、吉州窑黑釉瓷文创产品功能载体库、吉州窑黑釉

瓷文创产品设计原型库，并运用3D 打印技术进行数字化加工。

改变了传统产品设计的方法与流程，拓展了吉州窑衍生品设计

思路。给游客带来 7 2 0 度实时展示、可视化的设计体验。

4  构建吉州窑黑釉瓷产业生态圈

吉州窑黑釉瓷文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文化

的传播过程中，已出现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势头。吉安县将

艺术家创作和市场需求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自身地理、人文和

产业优势，将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创新结合，打造出集于陶瓷

文化创意村和陶瓷产业园一体化的陶艺小镇。通过构建吉州的

吉州窑黑釉瓷生态圈实现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推

动吉州窑黑釉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融合，促进黑釉瓷艺

术的多元化传承和保护，也是吉州未来吉州窑黑釉瓷产业发展

战略的重点。江西省把VR作为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产业支柱，打造了VR 小镇，全面推动VR 虚拟现实技术产业的

发展，打造出江西 VR 产业生态圈高地。吉州应抓住机遇，规

划构建以“VR+”为引领，以吉州窑黑釉瓷制作和教育培训为

核心的吉州窑产业链，同时延伸吉州窑核心产业链，增加吉州

窑设计研发和产品创意设计，实现从工艺研发一创意设计一制

作一销售一教育培训等全过程的上下游延伸。将产业发展与数

字化产业、旅游产业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共同组成吉州窑拓展

产业圈。从而打造吉州窑地方特色文化产业体系，促进吉州窑

黑釉瓷非遗文化内涵挖掘和产业转型升级。

5  结束语

文化是魂，产业是根。目前，吉州窑黑釉瓷技艺的保护

和产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和许多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一

样，在新时代数字化的背景下，吉州窑黑釉瓷技艺传承和文化

产业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吉州窑黑釉瓷要想达到保护与

开发共赢的局面，就应该在审视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改变传统

观念和思想上的束缚，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利用新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空间。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吉州窑黑釉瓷技艺传授与产业发展中

面临的问题，以“活态”文化传承为主线，探求当今时代环境下

吉州窑黑釉瓷技艺传承和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动向。提出了VR技

术应用于吉州窑黑釉瓷技艺传承保护和文化生态圈产业发展战

略,构建吉州窑非遗文化的数字化技艺保护、数字化展示、数字

化衍生品设计及生态圈体系，探求吉州窑黑釉瓷技艺活态传承与

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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