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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泥塑传承发展与服务平台设计 

张俊琪  朱  琦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摘  要：凤翔泥塑是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的一种汉族民间艺术，2006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泥塑在当地也被称为“泥

货（活）”，据说其诞生于中国明朝，是我国民间艺术园地里一枝艳丽的花朵。 

作为陕西地区的重要非遗形式之一，在近年的发展中，凤翔泥塑仍以小作坊生产、实物售卖的形式对外传播。因此需要梳理其现代适应性

发展的不足，实践现代创新发展路径，努力让这些文化彰显应有的时代价值。 

本文基于凤翔泥塑传承与发展的平台与方式进行深入，通过对消费者或使用者的使用模式和场景进行调研，设计出能够独具一格、新颖的

服务平台，通过凤翔泥塑 DIY 及盲选盒子贩卖机的方式，达到宣传以及视觉化引导效果，兼具经济效益与传承效应。 

在完成设计后，针对该项目进行用户测验，以使得设计产品达到相应的发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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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泥塑自陕西宝鸡凤翔县纸坊乡六营村发源至今已 600 余年，期

间经历兴衰变迁，终而形成当今在国内享有盛誉，独具代表性的关

中艺术形式。改革开放后，凤翔泥塑作为凤翔县的一个主流文化，

同时也是六营村的副业逐渐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这也是凤翔泥塑恰

逢文化和经济的一个契机，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得到了快速发展。 

2006 年，凤翔泥塑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

术逐渐受到重视，文化馆开始收藏民间艺人的作品。但是自 20 世

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显得与社会经济的

发展不相适宜，也越难越无法找到合适的受众，传统民间艺术的生

存和繁衍也不断受到冲击。因此，找到合适的发展途径，也是凤翔

泥塑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手工业产品至关重要的一步。 

当前，凤翔泥塑，其实因为其制作过程，很难通过机器去达到

效果。凤翔政府也曾拟定政策，去宣传、推广凤翔泥塑产品。然而，

效果并不明显。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影响下，中国国潮以及民间艺术

之风也已经渐渐流行起来，包括文创产品也日益繁荣。在找到合适

的定位以及载体还有宣传发展平台的条件后，凤翔泥塑的发展前景

是非常广阔的。 

目前国内，在非物质文化、文创产品领域、以及文化 IP 领域

表现极为优异的故宫博物院进行了调查与了解。 

曾经的北京故宫，屋顶长满杂草，景区也很多设施不完善。同

时，国家每年只提供北京故宫博物院 54%的经费，另外 46%的开支

都需要故宫博物院通过旅游业以及文创产品等来自己盈利。这对故

宫庞大的设施维护以及开支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直到故宫的一系

列文创产品的诞生，以及相关宣传纪录片的火爆，故宫文创每年的

销售额自 2016 年起就超过了 10 亿元。 

发达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保护很早就开始了，同时也一

直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衍生各种产品，用知识产权来保驾护航。 

在第三产业兴起的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推动旅游业经

济发展的“门面”，因此，将凤翔泥塑文化与新兴模式的产品结合，

推动其发展，几乎是凤翔泥塑发展目前不可或缺的一环。 

2 设计构想 

2.1 需求分析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购买凤翔泥塑的多为年纪较大的人群， 

除了本地的年轻人以外， 购买传统泥塑的年轻人总体较少。这两

年也属于盲盒类产品的飞速发展时期，各种文化的盲盒产品也争相

出世。盲盒文化它符合了当今许多人的猎奇心理，其具有神秘性、

收集性、美观性、趣味性。我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态和业态进行

了界定，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标志着国

家已经将文化创意产业放在文化创新的高度进行了整体布局。 

从产品需求来说，无数的盲盒产业兴起，以及文创产品的发展，

这对消费者接受凤翔泥塑的产品是良性的带动作用。盲盒文化目前

也是火爆于众多文创产品当中。例如，三星堆也发售了独创的考古

盲盒，让消费者通过自己去模拟考古挖掘现场的模式，另辟蹊径，

让消费者去自己体验“沉浸式考古”。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时，对自

己购买的产品有参与感。 

2.2 调研与分析 

2.2.1 文化创意产品链的宣传途径 

凤翔泥塑作为陕西宝鸡的民俗文化的载体，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优秀代表。但是在文创产业链以及文化产业当中，凤翔泥塑的文创

产品任然处于社会底端。 

创意文化产业正成长为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支柱产业和综合竞

争力因素之一，是世界创新型发展大趋势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

创意产业已经或正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它对国民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在我国，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

段，是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契机。 

目前，营销最主要的就是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旅游信息的宣传，

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都可以作为旅游信息的传播手段。还有就是人

员利用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关者进行宣传。通过旅游区的利益直接相

关者进行人员的促销，同时向相关利益者如城市居民及各对外窗口

服务人员进行宣传。这也是凤翔泥塑目前主要的宣传宣发方式。 

2.2.2 发展方向 

凤翔泥塑售卖机作为以平台和线下实体售卖结合的方式，对比

传统售卖方式，可以说是各种优势结合的一种模式。 

首先，通过平台小程序，从主页挑选介绍以及自行 DIY 能够使

用户更多的了解到凤翔泥塑的风格以及背后的故事，凤翔泥塑各种

不同的花纹都是不同的习俗含义。在用户进行交互的同时，也是一

种文化的传承与了解。 

在社圈里，用户可以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能够找到更多喜爱

传统文化文创产品的爱好者。这是对文化产品的扩展交流与发展。 

3 设计要素 

3.1 贩卖机的使用及操作 

凤翔泥塑贩卖机，他的盲盒选择操作方式与普通贩卖机的操作

并无异。但更多体现在它对于传统非物质文化的宣传与展示上面，

也是定位于它对于凤翔泥塑的传承于发展。 

它在盲盒购买上一样是首页可以预览消费者可以购买到的盲



建筑施工与发展(4)2023,5 

ISSN: 2705-1269 

      50 

盒类型，第二就是还有 DIY 自己为花纹上色的选择。同时在贩卖机

的另一面则是为消费者提供的上色体验室。这也是考虑到，更多的

消费者喜欢自己上色涂鸦的色彩以及花纹，让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拥

有更多的制作参与感与精神价值。 

第三板块则是，自选样式以及花纹。消费者可以根据已发布的

样式、花纹、颜色去自行组合自己喜爱的泥塑产品。在自行定做完

成后由泥塑工艺人去按照消费者的定做样式去制作，并通过物流模

式去延期送达到消费者手中。 

3.2 操作 UI 界面 

在操作界面分为机器与手机平台小程序。机器界面大致较为简

洁，首页分成直接购买盲盒、DIY 上色、泥塑定制三个板块。 

直接预览购买就是目前主流盲盒贩卖机的相同板块，可以预览

最新的泥塑款式，可以了解到消费者自己能购买到什么盲盒款式。 

DIY 上色可以参考泥塑工艺者给出的色彩搭配，以及优质用户

提供的配色方案，在 DIY 体验室电子屏给出消费者参考以及教程。 

定制模式则是可以选择众多已给出基础款式样式、花纹、色彩

进行组合。在定制产品制作完成后，由物流进行统一运输。 

4 产品设计 

4.1 硬件产品设计 

4.1.1 虚拟 3D 模型建立 

 

图 1.1  模型图 

如图 1.1 模型图为设计中为售卖机与上色体验室，在细节方面

更多的考虑到了与凤翔泥塑的适配度，通过框架的建立，对功能分

区也做了详细的划分。将两个区域做成正反两部分使用，在节省占

用的空间，也使得外观在各个方向更有观赏性，也对不同用户在使

用时更便利。 

4.1.2 产品方案渲染图 

 

图 1.2  模型渲染图 

4.2 手机界面 UI 设计 

4.2.1 手机界面功能定位 

手机小程序交互方式在首页上与机器操作界面 UI 交互方式大

体类似，但是能更加便捷的使用移动端平台去了解泥塑产品。 

不同的是手机端拥有了社圈、消息与“我的泥塑”页面。能够

使得用户可以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更多的筛选。社圈页面是用户

的交流交友主流平台，同时发布凤翔泥塑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周

边以及泥塑产品，使得凤翔泥塑，“只于泥塑，不止于泥塑”。传播

泥塑文化，传承泥非物质文化产品。 

4.2.2 手机界面视觉风格化定位 

为了使用户更便利的在平台使用，本设计并未提供 APP 服务，

将交互程序插入小程序使用能够更加便捷化的使用，用户不需要下

载 APP 去进行繁琐的交互流程。同时也能降低平台开发的成本以及

运营维护成本。 

本次交互设计的手机界面以简洁风格为主，它较为符合目前大

众的主流审美，摈弃了繁琐冗长的视觉效果，使得用户能更为舒适

流畅的使用。 

4.3 平台交互服务以及配送服务 

本设计的交互平台分为机器与手机端，也同时需要不同的交互

服务。在大体的交互相同的模式下，能够节省更多服务成本。 

其设计主旨为传承发展凤翔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产品，将泥塑

产品数字化、商业化。为凤翔泥塑提供更多的经济、文化上的价值。

在其手机端也需要后台客服与用户进行交互交流，为客户提供购买

产品后，以及购买前的沟通与协调。同时也需要与物流平台进行交

互，使用户能实时跟踪物流进度与信息，对接用户的全方位的信息

协调。 

5 设计测评 

本文基于凤翔泥塑的发展途径与传承文化的宣传方式为基调，

通过对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创产品的调研与研究，同时

对目前该类型产品的消费群体的调查，总结出情感性、便捷性和科

学性的设计理念，设计出有利于适合凤翔泥塑产品发展的设计。创

新地设计出集触控屏交互、手机端交互、DIY 实体体验为一体的泥

塑发展传承平台，以及具有推荐、交流、运输、购买的应用交互系

统。突破了凤翔泥塑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输出模式，使得凤翔泥塑

产品拥有更突出的特征和更有力的市场竞争力。 

设计过程中还有一些单一、不完善的点，例如：泥塑产品的风

格样式需要做出一些变更；以及手机端小程序页面其实较为单一；

小程序能进行的交互模式还是较少，页面并不丰富。 

但目前设计的交互页面也将不断更新，不断丰富，为凤翔泥塑

的发展途径以及宣传传承，提供更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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