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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方漆器，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贵州三宝之一，大方漆器

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还具备着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大方

漆器产品制作与营销的优势与不足，研究如何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产品，进

而促进大方漆器产业的蓬勃发展，实现文化瑰宝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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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fang lacquerware i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carrying a profound national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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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As one of the three treasures of Guizhou, Dafang lacquerware not only 
has a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 but also has a wide rang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era,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discus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Dafang lacquerware products, and study how to transform th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products with market appeal. This aims t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afang lacquerware industry and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tr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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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漆器是指将从漆树上取下的生漆涂染在其它的器物上的东西，具有实用性和观赏性。而在中国的众

多漆器产品中，大方漆器可谓是独树一帜，名声响亮。大方漆器是指：以皮革、优质木料、麻布、棉布、

制作天然黄灰和天然生漆、入漆颜料、金属材料、镶嵌材料为主要材料，按大方漆器生产工艺制作而成

并产自于地理标注保护范围内的漆器产品。 
大方漆器历史深厚，明清时曾为朝廷贡品。建国后，随着国营漆器厂的建立，大方漆器逐渐广为人

知。因其精湛工艺与独特民族文化特色，先后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产品等荣誉，其发

源地大方更被誉为“中国漆器之乡”。 
“大方现有大方县高光彝风漆器工艺制品厂、大方彝族漆器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大方贵宝漆器工

艺品公司、大方漆器工艺制品厂、大方漆器雕刻工艺厂、大方贵妃漆器工艺品厂、大方振勇漆器工艺制

品厂等 10 余家漆器生产厂家。全县现有省级传承人 2 人，县级传承人 15 人，漆器生产技术工人近 300
人”[1]。大方在皮胎漆器的技艺保存上，得益于近于保守的社会文化环境，依然保持了传统的皮胎漆器

技艺。但在当前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大方漆器在营销与生产经营方面

遭遇了严峻的挑战。由于设计人才缺乏、传承断更，设计理念较落后缺乏创新，生产工序复杂，成本较

高等因素，无法适应当今市场经济下的产品营销的理念，阻碍了漆器产业发展。鉴于此，本文将深入探

讨大方漆器在当下面临的困境及问题，并提出建议。 

2. 大方漆器的产品营销优势 

2.1. 自然环境适宜 

大方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海拔高但是纬度低，其自然环境十分适合漆树的生长以及漆器的相

关产品的生产制作。较低的纬度以及山地地区海拔高的地理位置特点，使其有着丰沛的降雨，有丰富的水

资源，同时山地地区疏松的土壤土质特点，都为漆树的生长和生漆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

大方县下所属的诸多乡镇，比如长石、百纳、瓢井等都是漆树盛产地。同时，由于历史上大方县长期处于

交通不便的地区，所以整个大方县内没有太多开发痕迹，生态良好，漆树的生长没有遭受过多破坏。 
大方的自然环境不仅适宜漆树的生长，也适合大方漆器的生产与制作。由于大方处于湿润季风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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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湿度和温度都十分适宜漆器的生产制作，“夏季大方平均气温 21.7℃，相对湿度为 81%，在大方这种

特定气候环境下生产的大方漆器表干时间快、收汗时间短，脱水快，产品不易变形，无色斑、坠漆、皱

漆等现象，产品色泽均匀、光润、无明显色差等”[2]。在大方境内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漆器的生产制作，

而不会太受环境气温和湿度的影响，这种优良的环境也为大方漆器的成功奠定了前提与基础。 

2.2. 民族文化特色浓厚 

大方县境内以汉族、彝族、苗族为主体民族，同时汇聚了近 20 个少数民族居民，这种多元民族的聚

居格局塑造了大方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为大方漆器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历史上，大方县曾

名为大定，多数时期由水西彝族统治，其漆器文化深受彝族文化影响。然而，随着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

原有的彝族漆器文化逐渐转变为汉族漆器文化，或是两者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漆器文化。经过长期

的发展与演变，现今的大方漆器已融合汉、彝等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展现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风格的

丰富性，其“工艺独特，色泽光润，让人感受到历史的传承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3]。 

2.3. 产品种类繁多，工艺精美 

彝族最初生产的大方漆器，主要是生活中的各类实用器具，如餐具和酒具，以便于迁徙携带。随着

明清时期的演进，大方漆器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制作流程，其产品种类亦日趋丰富。从最基础的杯子、盘、

耳杯、食案、酒壶等生活用品，逐步拓展至花瓶、漆画、屏风等观赏品。大方漆器始终紧跟时代步伐，

不断创新与变革，以满足各时期的需求。至今，其产品已涵盖四大类别：首先是生活用具，如碗、杯、

板凳等；其次是装饰用品，如手镯、屏风、花瓶和挂件；再次是文娱用品，如砚台、古琴、漆筒；最后

是丧葬用品，如棺、椁、骨灰盒。尽管在数百年间，大方漆器曾遭遇市场冲击和销量下滑，但凭借其独

特的魅力和实用性，始终未被市场淘汰。 
另一方面，大方漆器上所展现的图案生动逼真、形象鲜明。这些图案“典雅逼真，质地坚实耐用，

造型古朴雅致，漆色润泽生辉，色彩艳丽动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制作技艺精湛”[4]。尤为值得一

提的是，其雕刻图案中展现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传统习俗和精神风貌。其中，表现彝族民俗故

事的元素尤为突出，这些图案细致入微，比如刻画在漆器上面的彝族火把节，将彝族火把节的热烈氛围

呈现得淋漓尽致。 

3. 大方漆器产品营销中存在的不足 

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2~2027 年中国漆器工艺品制造行业运行态势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报告》显示，自 2013 年起，我国漆器工艺品企业数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具体而言，2014 年，我国漆

器工艺品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峰值，共计 129 家；而到了 2020 年，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已减少至约 92
家，相较于 2019 年减少了 2 家，同比下滑 2.13%。在供给层面，我国漆器工艺品产量亦呈现波动下降趋

势。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漆工艺成本高昂、制作周期冗长，同时漆艺传承模式较为单一，长期投入

漆艺学习及相关劳动的人员相对匮乏等。近年来，我国漆器工艺品行业的销售收入也同样呈现出波动趋势，

其变动情况基本与漆器企业数量的波动保持同步，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大方漆器作为我国漆器工艺品领域

的重要代表之一，在近年来的产品市场营销中，也如同整个漆器产业一般，面临着明显的竞争劣势。 

3.1. 制作工序繁琐、成本较高 

大方漆器的制作过程，是一个及其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的过程，并且这些环节多数都是需要人工来

完成，而无法用机械来代替，耗时耗力，且质量得不到保证，这就导致了漆器的制作成本高昂。且由于

需要人工，并且工序和环节繁多，漆器的整个制作工程一般都是由十分熟练的老师傅来亲自操手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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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技术指导，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成本的投入。 
大方漆器的制作，堪称一门精湛的手艺，其过程不仅要求制作者具备丰富的经验，更是一个极其耗

费人力、物力和时间的过程。从开始采集生漆的那一刻起，每一步都需要制作者精心操作，不能有丝毫

的马虎。据粗略统计，“一件完整的大方漆器的制作一共需要近 60 道工序，共 82 个环节”[5]。这些环

节中，许多都需要手工完成，无法使用机器替代。例如，某些细腻的雕刻和绘画工艺，只能由熟练的手

艺人一点一滴地精心雕琢，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耐心。正因为这种对精细工艺的追求，使得制作过程耗时

耗力，且很难保证大规模生产时的产品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制作成本。此外，由于大方漆器制作的

复杂性和高要求，通常需要由技艺精湛的老师傅亲自操手或提供技术指导。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经验，

更对漆器的每一道工序都了如指掌。这种由顶尖专家亲自指导的制作模式，确保了每一件大方漆器都是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但同时也使得制作成本水涨船高。 

3.2. 人才匮乏、传承发展难度大 

大方漆器的传承方式目前仍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师徒制及家族传承，这两种方式确保了技艺的精准传

承。然而，能全面掌握漆器制作全流程的传承人数量有限。在现代生产方式下，工人通常仅在流水线上

负责某一或某几个制作环节，使得真正精通此技艺的人数更为稀少。此外，传承的连续性面临挑战，老

一辈传承人的退休与新一代年轻人对此技艺的不感兴趣，构成了传承断层的隐患。对传承人的选拔标准

严格，许多人因对漆过敏或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而退缩。 
虽然大方漆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尝试了多种新的传承方式，如教育传承和媒介传承，并取得了一定

成果，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重重困难。由于漆器制作流程复杂繁琐，愿意投入并坚持完成整套学习的

人仍然不多。并且，该技艺的传承不能简单依赖于短期的教育培训或媒体传播，其深度和广度需要长时

间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加之学习周期长、行业市场需求不足以及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等因素，大方漆

器的传承和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3.3. 营销方式传统单一 

大方漆器，这一承载着深厚民族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瑰宝，近年来在发展上却面临着一些困境。其中，

营销渠道的传统性和单一性成为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已成为各行各

业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的重要工具。然而，大方县在利用互联网来进行漆器产品的营销方面却显

得有些滞后。该县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的专门销售网站和电子销售平台。这意味着大

方漆器在数字化营销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无法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将这一独特的文化产品推向更

广阔的市场。另外，传统和单一的营销渠道导致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体经营户没有及时去捕捉市场信息。

在市场经济中，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资源。但是大方县在市场信息收集、分析和传递方面却有明显的短板

和劣势。由于缺乏专业的市场信息服务机构，导致无法及时捕捉市场信号，对国内市场乃至整个世界的

漆器产业市场的信息了解较少。这使得大方漆器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及时调

整市场策略，抓住商机。再者，大多数经营户依然坚守传统的自产自销、实体销售理念，尚未形成产、

供、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的现代经营理念。在传统营销模式下，经营者往往只关注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而忽视了市场需求和消费者体验，“也没有通过产品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因此当下消费者对于皮胎

漆器不能产生文化认同，造成市场经济呈现消极状态”[6]。这种经营理念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的多元

化需求。同时，由于对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的营销渠道缺乏了解，所以很多漆器的经营者没有形成利用网

络虚拟店铺来进行远程交易的电子商务理念，多数经营者对电子商务都是持观望状态，缺乏意识，也没

有能力去开展电子商务，者使得大方漆器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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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方漆器未来发展路径 

4.1. 投入技术简化工序、降低生产成本 

大方漆器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品，其独特的制作工序和精湛的工艺一直备受推崇。然而，随着时代的

变迁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复杂的制作工序在提高大方漆器的制作成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其市场竞争力。因此，“要充分激活激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经济发展内

生型动力”[7]，以此革新现有的生产技术，来简化工序，就成为了提高大方漆器的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

段之一。比如 3D 打印、机器人喷涂，引入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研发使用更加环保的漆料以及通过技

术创新来创造出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产品等。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原本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

的漆器作品，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同时，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还提高了产品的精度和美观度，使得大

方漆器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工序的简化，绝非以牺牲品质为代价，而是借助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在保持产品品质的同时，实

现工序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例如，引入高端机械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替代部分传统手工环节，提升

生产效率，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此外，运用新型材料与技术，减少对传统资源的依赖，降低资源消

耗与环境污染。在工序简化的过程中，也需紧密关注市场需求与消费者审美趋势的变化。在保持产品传

统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与创新元素，打造出更符合现代审美与实用需求的大方漆器产品。

这不仅能拓展市场份额，更能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与满意度。 

4.2. 注重传承人才的体系化培养、创新传承方式 

“目前大方县共有省级漆器非遗传承人 2 人，县级非遗传承人 21 人，评定‘漆器工艺美术大师’7
人”[8]。这些传承人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需积极传授漆器制作的核心技艺，并借助政府资金项目的支持，

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此外，可鼓励大方漆器融入校园教育和大众文化生活，以拓展其影响力。为了更

有效地传承漆器工艺，需从现有传承人处系统地整理相关技艺资料，以供未来教学和研究之用。同时，

致力于培养新的传承人，以确保传统漆器制作工艺、纹样题材得以延续。 
在传承方式上，应摒弃传统的家族传承和单一传承人传承模式，转向教育传承和媒介传承。教育传

承不仅限于短暂的培训课程，而需建立长期、系统的教育体系。媒介传承也不仅仅是制作流程的录制和

宣传，而应通过多媒体、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广泛传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育传承过程中，需

加强与各地职业院校、艺术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以培养更多具备专业素养的漆器传承人才。 

4.3. 拓宽营销渠道 

第一，积极利用新兴的电子商务营销渠道。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中，电子商务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

了各类商品销售的重要渠道。大方漆器作为传统工艺的代表，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价

值，其产品本身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然而，要想让更多人了解和购买大方漆器，就必须打破传统的销

售模式，拥抱电子商务这一新兴渠道。首先，通过建设全新的电子商务经营服务方式，大方漆器产业可

以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和丰富的购物体验。通过精心设计的电商平台，消费者

可以足不出户地浏览各种漆器产品，了解制作工艺背后的故事，甚至定制个性化的漆器作品。其次，在

推进大方漆器产业的未来发展中，拓展多元化的销售渠道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充分利用已经步入成熟阶

段的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天猫等，以进一步拓宽销售平台，提升销售量。此外，大方漆器企业还

应积极探索与艺术品拍卖、文化旅游、手工艺体验等相结合的多元化销售模式，以丰富销售渠道，提升

品牌影响力。最后，借助电子商务这一新兴的营销平台，对产品售出的款式、类型等信息进行系统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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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整理，并深入了解顾客和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从而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这将为大方漆器产

品的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并帮助我们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牢牢占据市场。 
第二，加强漆器与本土旅游资源之间的文旅融合。贵州是旅游大省，“2016~2019 年，贵州省接待

赴黔游客量和旅游总收入跃居全国第三，旅游产业增加值在全省 GDP 中的比重达到 11.6% [9]”。虽然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收入增长有所下滑，但随着疫情的结束，贵州旅游产业已经开始复苏并展现出迅猛

发展的势头。而作为拥有彝族文化的大方县，也是旅游资源众多。近年来，奢香古镇作为大方县的 4A
级景区，不仅成为了大方县的旅游名片之一，也为大方漆器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抓住奢香

古镇这一机遇，加强对漆器文化和其产品的传宣与普及，成为了大方漆器发展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通

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在奢香古镇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宣传和推广大方漆器，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首

先，可以在古镇内设立专门的漆器工艺品展示区，向游客展示大方漆器的制作过程和精美成品。其次，

邀请漆器传承人向旅客们展示漆器的制作过程，让游客亲身感受漆器的魅力。再次，古镇的商店和纪念

品店中销售大方漆器产品。除了设立展示区和销售点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奢香古镇所举办的各种大型活

动，如彝族火把节、音乐节等，向游客宣传大方漆器。在这些活动中，可以向游客赠送宣传大方漆器的

纪念品或是免费赠送大方漆器样品，让游客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能了解到这一传统工艺品的魅力。此

外，还可以通过与当地的文化机构和媒体合作，举办漆器文化讲座和展览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大方漆器

的影响力。 

5. 结语 

关于如何提升大方漆器等文化属性深厚且定位在传统手工业领域的文化产品的生命力，这已成为众

多文化产品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深入剖析了大方漆器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内在特质，同时审视了在

科技进步和时代变迁的当下，其所面临的不利因素与不足之处。本文旨在强调，大方漆器若要实现长足

发展，并与现代文化产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更紧密的融合，必须坚守其固有优势，同时在产品营

销层面进行创新。通过此举，才能赋予大方漆器更为旺盛的内在生命力及市场竞争力，从而确保其持续

稳健发展。 
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本人深感自身知识水平与学术能力之不足。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尚

显浅薄，对大方漆器制作工艺的完整流程缺乏更加深入的了解，导致知识结构存在短板，研究深度有待

提升。此外，由于国内关于大方漆器营销方向的研究较少，本文在文献资料的收集与参考借鉴方面面临

一些局限，这些不足之处尚需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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