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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视角下阳江漆器工艺活化设计研究
——以文创产品设计为例

廖隆彪　熊青珍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目的，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探索阳江漆器工艺活化设计策略。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分

析文化记忆理论引入阳江漆艺活化设计的必要性，解析阳江漆艺活化设计中的记忆主体、记忆纽带、记忆场景等要素，结合作者的阳江

漆艺文创产品设计的活化设计案例，探讨阳江漆艺活化设计策略。结论，引入文化记忆理论能够为阳江漆艺注入新活力，传承阳江漆艺

文化价值。结合作者的案例，总结提出（一）再现记忆符号，引发群体认同；（二）融入故事内容，重构现有产品；（三）加强场景营造，

触发情感共鸣的活化设计策略对于阳江漆艺的活化设计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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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阳江漆艺受到了政府和大众的重视，“阳江漆

器髹饰技艺”也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但只有少数老一辈漆艺家坚持从事漆艺事业，

大部分以漆画为主，漆器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阳江漆器是

文化记忆的重要展演空间，承载着重要的文化记忆，记忆理论引

入阳江漆器研究中，更有利于记忆的非物质遗产传承，在遗产保

护与改造的过程当中融入记忆要素，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与

人的生命、生产、生活、生态有机链接，对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

记忆和传承工业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激发和唤醒人们

内心深处的工业情感与记忆；文化记忆理论为阳江漆器活化提供

新的视角，将承载文化记忆的符号、场所、精神等理论研究运用

到阳江活化设计当中，引导人们在场景之中构建记忆，将能够激

发大众记忆的符号以及符号包含的文化内涵用符号的形式表现出

来，唤起大众记忆，给人以亲切感、认同感及归属感，从而建立

阳江漆器自身的价值和感性意义。                                   

一、文化记忆理论与阳江漆艺活化设计

（一）文化记忆理论解析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

他认为，文化记忆是一种“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以文字、图像、

舞蹈等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拥有独特性和持

久性，具有建构集体同一性的功能。文化记忆主要具有群体认同

性、现实重构性、组织性、成型化的稳定保存形式等特征及功能。

文化记忆包括了时间、功能、权力、媒介和建构五个维度，文化

记忆的时间维度指时间的跨度及指向，具体可将其分为个体记忆、

交往记忆及文化记忆；从核心维度功能维度理解，文化记忆最重

要的功能就是建构身份认同；从媒介维度来理解文化记忆，它并

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借助媒介载体将其具体化。文化记忆的内

容需要借助媒介在场景中进行建构，在个体之间进行分享，发挥

其保存与传播的作用，在具体场景中，“记忆的主体是什么”“记

忆什么”“记忆产生的环境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将工业遗产

文化记忆构成要素归纳为“人、事、物”三大类别。 

（二）阳江漆艺设计的研究现状

政策支持：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如何振兴阳

江漆器髹饰工艺等优秀文化，成为促进当地发展不可缺失的一环。

为传承好本地特色文化，阳江市委、市政府对漆器发展给予大力

扶持。2011 年 5 月，阳江漆器髹饰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8 年 5 月，傅以周成为阳江漆器髹饰技艺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阳江还专门成立漆艺院，现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 人、

省级传承人 2 人、市级传承人 5 人，带领一批年轻且掌握阳江漆

艺核心技艺的工匠，致力于传承发展阳江漆器。漆器在阳江校园

也颇受欢迎，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漆艺选修课，阳江市第一

职业技术学校也新开设漆艺设计与制作专业，吸引新生代学子关

注本土传统文化。

研究现状：活化作为阳江漆艺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活

化设计”意为用设计的方式使其从无活性状态转变为具有活性状

态的过程，也就是活力复兴（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工业遗产活化

设计策略研究，王彩莲等，2022）。通过活化设计使场所中某一

建筑、物件、空间特征等唤醒记忆，让用户在场所中获得感知，

并产生情感共振，形成文化价值的认同，传承阳江漆艺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价值。越来越多的阳江漆艺匠人意识到阳江漆艺的历

史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开始致力于保护阳江漆艺的传统制作方

式和表现风格，筹建相关文化展和比赛以进一步推进阳江漆艺的

宣传和发展。（阳江漆艺元素旅游纪念品开发与设计研究，熬道金，

2018）

（三）文化记忆理论引入阳江漆艺活化设计的必要性

实际应用价值：一是为阳江漆器活化设计提供新的视角。文

化记忆理论为阳江漆器活化提供新的视角，将承载文化记忆的符

号、场所、精神等理论研究运用到阳江活化设计当中，引导人们

在场景之中构建记忆，将能够激发大众记忆的符号以及符号包含

的文化内涵用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唤起大众记忆，给人以亲切

感、认同感及归属感，从而建立阳江漆器自身的价值和感性意义，

为其他地域设计发展提供参考；二是该研究通过文化记忆理论的

视角，重新梳理阳江漆艺发展过程的各个要素，提取能够承载文

化记忆的符号，场所，精神等设计元素，重新运用到现代设计之中。

这一设计模式能够为其他地域的设计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与模式。

现实指导意义：一是有利于阳江器艺的传承与发展。在 3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阳江漆器的品类、材质、工艺、风格随着时

代发展而不断演变。阳江漆艺兴衰的背后，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的转变，传统手工艺在机械化，工业化的冲击下逐渐衰退，

在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下，阳江漆艺要摆

脱目前的困境，除了政府的扶持和保护，行业自身必须重新进行

产品定位，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同时转变保守的传承

纸方式，才能在现代社会立足，再现昔日辉煌。二是积极响应建

立文化自信的政策。漆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不

仅保持着特有的民族魅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世界，与景泰

蓝、瓷器并称为中国工艺品“三宝”。我国漆器生产地区分布较广，

阳江的漆器在国内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通过分析漆器的发展脉

络，探讨阳江漆器传与发展现状以及树立文化自信的方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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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内涵，提出学习、践行经典文化的策略，

探索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豪感、建立文化自信的方法。

二、阳江漆艺活化设计中文化记忆要素解析

（一）阳江漆艺活化设计的记忆主体要素

阳江漆艺活化设计中的记忆主体要素即记忆的主体问题。记

忆主体是人，阳江漆器设计中的创造者、实践者和参与者都是人，

人是阳江漆器文化记忆构成的核心。在阳江漆器设计中，记忆主

体主要包括设计师、工作人员（熟知相关工作路线及内容）、代

表先进人物、具有文化记忆特征的群体、参与用户群体等，通过

实物再现、情景模拟等方式，将人物所承载的工匠精神、艰苦奋

斗精神 展现出来，唤起大众的文化记忆。

（二）阳江漆艺活化设计的记忆纽带要素

即记忆内容选择及事件。事件是记忆的纽带，它把很多零散

的记忆要素集合在一起，这些事件的记忆是阳江漆器进行活化设

计的基础及来源，可以是影响这个阳江漆器发展变革的事件，也

可以是建筑实体（建筑、设备、产品、构筑物、结构）、历史事件、

工艺流程、科研成果、企业文化等，活化设计中对这些具有代表

性的事件进行总结和提炼，通过文字、图片、影像、记忆符号等

多形式的展示，展现本地城市工业发展的历程及其成就，唤起用

户情感记忆。

（三）阳江漆艺活化设计的记忆场所要素

阳江漆器活化设计中记忆场所要素即记忆产生的环境。记忆

需要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无形的场所氛围对人的记忆进行建构，从

而产生情感，“触景生情”便是人见到景象所产生的直观感受与

体验，对阳江漆器而言，记忆场所既包含建筑（厂房、库房）、

场地等硬环境，也包括影像图片、标语口号、企业文化、环境氛围、

情感体验等软环境，还包括与生产相关的展品装置、建筑、休闲

娱乐等景观。随着科技的发展，场所的设计不仅仅局限于过去的

实体物件展现，还包括静态呈现、动态互动、情景模拟等展现方式。

表 1：记忆要素分类表

文化记忆要素 主题 子集

记忆主体

非遗传

承人

傅以周：“做漆艺必须要把你所有的精力

情感都投入进去”

陈其积：“择漆一生，步履不歇”，曾爱琼、

范俊

名人
田汉：“静女心如发 名师手有神 阳江朱漆

好 留得岭南春”

记忆纽带

漆器工

具

刨（刨平牛皮）、胶刷、小扫（上底漆、面漆）、

发刷、牛角刀、钢刀、竹筛、砂纸、方木条、

画笔、切料机、圈线机

漆器产

品

万寿金花漆盒、百鸟朝凤瓶、皮胎漆枕、

木胎台灯，陶胎漆瓶、纸胎糖盒、漆皮箱

髹漆工

艺

彩绘、罩金、螺钿、镶嵌、描金、堆漆、拍花、

印花

记忆场所 工厂 老义、广泰隆、广益成、利源隆、广隆

四、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阳江漆艺活化设计策略

阳江漆艺活化设计不仅是阳江漆艺价值的保存与传承，更是

对大众有着展览、陈列、教育的作用。阳江漆艺活化设计需要通

过增添新的元素，有效利用艺术手段和现代科学技术，根据阳江

漆艺本身特性进行内容与形式的构思，去源源不断地向大众传递

它的文化记忆价值同时建构大众自身的文化记忆，增加社会大众

的情感体验，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结合作者的设计案例，

探讨出以下阳江漆器活化设计策略。

（一）再现记忆符号，引发群体认同

符号本身就是一种载体，从远古的图腾到如今的对话，文字，

表情包，这些日渐远去的或者即将来临的网络热门语言，或者是

艺术精品，都将承载一定的记忆，然后成为我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一款围绕传统文化，探索具有“宋潮美学”特点的香薰加湿器设计。

本设计取源于《千里江山图》，提取图中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

起伏的群山，使用时烟雾从山峦中冉冉升起，就像清晨弥漫山间

的薄雾，湿润清新。是一款集功能性、美观性、文化性为一体的

美学器物，给予用户如宋画一般美妙的产品体验。        

（二）融入故事内容，重构现有产品

要将产品的的主要信息融入到文章之中，融入到故事情节里

面，要将生僻枯燥的功能性介绍变成有趣的，有用的，有利可图

的内容。所以，内容要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容易记忆的特点。

馋是一个牙签罐，与食物密不可分，因此取名“馋”。馋与禅谐音，

我们希望它既是一个有趣富有禅意的摆件，也是解决人们日常问

题的工具。头上的戒疤则是牙签的出口，只需转动斗笠就能倒出。      

（三）加强场景营造，触发情感共鸣

用具体的场景与画面，激发消费者的情感，让其对阳江漆艺

产生共鸣，引导消费者欲望的形成。场景设计的目标之一便是“启

发、引导欲望”，促成“变现”的最终目标的达成。在场景设计

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消费者，你需要找出自己产品与消费者之间

的联系，随后创建情感联络点，掌控消费者的情绪变化，在尊重

消费者个性的同时，展现出产品的优势。BKID 为冬奥会设计了纪

念蜡烛，这个蜡烛形状看起来像滑雪的赛道，燃烧的蜡烛也有冰

雪融化的感觉。

   

图 1：香薰加湿器、“馋”牙签罐、冬奥会纪念蜡烛

四、结语

随着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阳江漆艺的保护与再利用，需

要新的活化形式来适应社会的更新发展，结阳江漆艺自身特性，

注入新的活力，满足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有利用文化建设与城

市环境建设协调发展，对于增添城市个性与魅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推动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崔瑾 .“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

用 [J]. 名作欣赏，2021，No.706（02）：98-99.

[2] 阚侃 .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研究 [D]. 黑龙江大学，

2022.

[3] 王采莲，陈蕊 . 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工业遗产活化设计策

略研究 [J]. 设计，2022，35（15）：89-91.

[4] 岳祥 . 工业遗产再利用方向与可行性分析 [J]. 设计，2021，

34（01）：57-59.

[5] 邓果果，李维贤 . 阳江漆器现状与发展策略 [J]. 河南教育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04）：27-29.

[6] 区廷柱 . 浅析阳江漆艺当今发展状况 [J]. 美与时代（上），

2018，No.768（10）：71-73.

[7] 李小军，伍美坚 . 阳江漆艺的传承及技艺研究 [J]. 美术大观，

2016，No.342（06）：7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