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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南昌瓷板画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郭玲玲　董娅琳

（南昌工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8）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瑰宝，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涵盖着丰富的传统精神文化及技巧

技艺。当前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有效促进了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记录和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

我国的非遗文化。南昌瓷板画作为我国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之一，如今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强化南昌瓷板画传承人口述史的传播迫

在眉睫，国家必须要抓住数字媒体技术这一优势，通过建立南昌瓷板画非遗资源数据库、多平台联动传播、数字化产业传播等形式，不

断推进南昌瓷板画口述史传播，促进南昌瓷板画的传承。本文立足于当前的数字媒体技术背景，针对南昌瓷板画展开阐述，分析了开展

南昌瓷板画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意义，并针对其传承人口述史的传播路径展开了探究，希望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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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昌瓷板画概述

南昌瓷板画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其中体现的不仅是

中国的优秀陶瓷艺术，还吸纳了中国传统绘画之精华，将我国极

具代表的陶瓷艺术和绘画艺术完美融合，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

重要代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艺术史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

响地位。

南昌瓷板画在 19 世纪末得以初创，梁兑石先生开设丽泽轩瓷

庄，并聘请手工艺人依照顾客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制肖像或是粉彩

图案。随着这种瓷像画的风靡，街上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类型的瓷

像馆，并诞生了一批优秀的瓷板画画家，如杨厚兴、黄六子、关

月山等。作为赣地区的特色传统技艺，南昌瓷板画基于中国传统

绘画手法、陶瓷彩绘以及西方摄影技术发展而来的，兼具了我国

陶瓷艺术及绘画艺术的精华，不仅能够将逼真的摄影、油画效果

充分表示出来，还能够将各种绘画流派的风格进行随性表现，形

成了一项独特的技艺。一幅优质的瓷板画不仅需要匠人具有精细

的绘画技术，还需要具备高超的烧瓷技术，缺一不可。

在新中国之后，瓷像艺人们在南昌这一起源地先后组建了南

昌市瓷绘合作小组、南昌瓷像工艺社、南昌工艺美术厂等，南昌

瓷板画在全国范围内风靡起来，发展势头良好。至20世纪40年代，

南昌瓷板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走出国门，向东南亚销售。

改革开放之后，南昌瓷板画匠人与摄影家仇永平先生联合创作出

了一大批的精品瓷板画，将南昌瓷板画的推广市场进一步拓展，

吸引了一批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艺人来到南昌学习瓷板画艺

术，这标志着南昌瓷板画的辉煌，同时奠定了其在国际艺术史上

的地位。至 2008 年，南昌瓷板画被选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我国的重要非遗保护项目之一。

但是因为瓷板画需要掌握的技术非常精细化，对于匠人的要

求也比较高，导致学艺的难度较大、时间较长，这对其传承造成

了一定阻碍。如今，瓷板画的传承至第六代，却面临着后继无人

的危机，令人遗憾。基于此背景下，加强南昌瓷板画的宣传迫在

眉睫，需要将其传承人口述史研究重视起来，加强南昌瓷板画传

承人口述史的传播，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并了解南昌瓷板画，实

现这门技艺的进一步传承。

二、南昌瓷板画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意义

所谓口述史研究，就是对一些非遗项目传承人口述的与这门

技艺相关的材料进行采集、整理和研究，这对于当前面临着传承

人青黄不接、技艺濒临失传情况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和抢救具有重

要意义，可以促进非遗项目得以传承和延续。此外，口述史材料

的整理还可以为申报更高级别甚至是世界级的非遗项目提供重要

参考。南昌瓷板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在国内外

的艺术发展中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传承也在国内外艺术界

中广受关注。通过采集和整理南昌瓷板画传承人的口述史材料，

可以从中深挖出一些文艺“趣事”以及一些值得传承歌颂的成就，

这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材料，能够为南昌瓷板画的进一

步传播发扬积累素材。强化南昌瓷板画传承人口述史的传播和研

究，不仅能够促进南昌瓷板画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还对于

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的文化软

实力，推进“文化强国”的建设进程。

三、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南昌瓷板画传承人口述史传播探究

（一）建立南昌瓷板画非遗资源数据库

伴随着数字技术和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对于非遗资源

的记录、存储的相关技术手段越来越成熟，这为南昌瓷板画口述

史的记录和存储提供了技术基础。我们可以积极构建南昌瓷板画

非遗资源数据库，将南昌瓷板画包括传承人口述史在内的各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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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资料进行有效整合，为该技艺的传承提供基本保障。可以借助

当前先进的数字媒体技术，如 AR 技术、VR 技术、大数据技术等，

构建全媒体的南昌瓷板画资源数据库。针对传承人的口述史，可

以以音视频、图文、动画等形式进行多角度记录和整合，将南昌

瓷板画的发展历史、文化形成、技术特征以及艺术特点进行更加

直观和全面化的展示。通过南昌瓷板画非遗资源数据库的建立，

可以将其传承人的口述史进行多方位的有效采集、整合和储存。

在构建南昌瓷板画非遗资源数据库时，可以依照南昌瓷板画

的年代、类型以及艺术特点等进行遗产项目分类，并设置相应的

项目书，将南昌瓷板画的历史演变进程以及传承情况进行充分阐

述。在这一过程中，就可以充分采集和整合传承人口述史，将其

以图文、音视频形式展示出来，或是借助VR技术进行仿真化展示，

将南昌瓷板画传承人口述史以数字媒体形式进行有效存储和记录，

进一步充实南昌瓷板画的文化数据，提升传承人口述史资料的利

用价值和资源利用率。

（二）多个新媒体平台联动传播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传播形式多是靠游客到当地参观体验，以

达到真实、直观的感受效果。近些年，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新媒体平台了解这些非遗项目，并且，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AR、VR 等技术给予了我们更多

的感受非遗项目的途径。

针对南昌瓷板画的传播，首先，可以建设数字化的南昌瓷板

画非遗体验馆，借助传承人口述史以及真实的创作场景进行数字

模拟细节设计，经由网络建立好体验框架，并借助 VR 技术或是

投影技术展示出来，使得人们不需要亲身到达现场就可以直观地

体会到南昌瓷板画的艺术媒体，实现广泛传播。其次，当前社交

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就可以

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拓展南昌瓷板画的传播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

南昌瓷板画。比如可以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B 站等年轻

人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中设立南昌瓷板画非遗项目官方账号，定

期推送南昌瓷板画的相关文化以及传承情况等信息。在这些平台

中，我们可以将南昌瓷板画传承人的口述史整理成音视频、图文

等形式，以年轻人更喜欢的形式进行推送，达到高效、广泛的传

播效果，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认识、了解、传承南昌瓷板画。

（三）南昌瓷板画的数字化产业传播

当前，我们已经步入了数字媒体时代，如何将数字媒体技术

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相关产业的创造性开发，促进非遗文

化资源的现代化进程，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传播，

是我国非遗项目传承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在当下“文化强国”的

战略之下，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

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也具有重要作用。南昌瓷板画作为我

国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之一，促进其产业化和商业化不仅是南昌瓷

板画传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在

数字媒体时代，应该将南昌瓷板画非遗资源与数字媒体积极融合，

进一步开发创意产业，构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数字化南京瓷板

画产业，推进其进一步的传播。

针对南昌瓷板画的数字化产业开发，可以将其开发和销售两

个环节进行融合。一方面开发出富有南昌地域特色、文化内涵的

南昌瓷板画数字文化产品，比如可以基于南昌瓷板画传承人口述

史资料展开相关的数字工艺品、数字动画、影音游戏等产品设计，

并在展开多元媒体平台的推广宣传，运用数字出版渠道进行展示，

打造南昌瓷板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发展产业。另一方面还

可以成立电商平台，借助新媒体渠道建立非遗艺术品 020 交易平

台，销售非遗数字文化产品，扩大受众面，提高非遗文化的影响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近年来，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国家对

于非遗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口述史作为南昌瓷板画传承的重

要资料，其主要是对南昌瓷板画相关技艺、发展历史内容的记录，

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意义。基于数字媒体技术背景下，我们应该

将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深入挖掘南昌瓷板画传承人的口述史，

并对其展开有效的整合研究，积极构建南昌瓷板画非遗资源数据

库，丰富南昌瓷板画的传承资源，并借助多种媒体平台的联动以

及数字化产业展开更加广泛的传播，进而实现南昌瓷板画的有效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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