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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保护传承创新理念，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和管理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本文通

过分析当前日照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黑陶发展管理现状，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为日照市非遗

黑陶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力求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非遗文化保护与发展

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以期为推动我国非遗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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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model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various re-
gion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
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lack pottery in Rizhao City, analyzes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optimization paths for the protection, inher-
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lack pottery in Rizhao City. It strives to pro-
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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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农村工作的总抓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1]。非遗作为承载着丰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无形资产，对于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尤其是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出台了各种关于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方

面的政策，支持并引导非遗促进乡村振兴的工作。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 年出台的《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要“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

为此，要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宝藏，开发利用其市场价值，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化模

式，进而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创新，以非遗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日照市黑陶文化的起源及特征分析 

2.1. 起源 

日照黑陶，源于中国山东半岛南部的日照地区，是中国古代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代表性陶

瓷艺术之一，起源于约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日照黑陶以其独特的质地细腻、造型

古朴、色泽深沉著称，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2. 制作工艺 

日照黑陶的制作主要包括选料、塑型、干燥、刻绘、烧制等环节。选料：选用当地特有的一种含铁量

高的粘土，经精心筛选配比。塑型：手工捏制或轮制成型，形状多样，从简单的罐、碗到复杂的器皿干

燥：自然晾干或低温预烘，保证陶坯强度，防止开裂。刻绘：用刀具在半干状态下的陶体表面刻画出图

案，技艺高超者能在陶体上雕刻出精美纹饰。烧制：传统黑陶采用还原气氛烧制，即在缺氧环境下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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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制，使陶体形成黑色光泽。 

2.3. 特点 

日照黑陶器形多样，主要以蛋壳陶、陶簋、陶豊、陶鼎、陶杯、陶罐等为主，造型丰富，线条优美。

装饰手法包括刻画、压印、贴花等，图案以几何图形、动物、植物为主，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薄如

蛋壳、修胚均匀的“蛋壳陶”是日照黑陶中的珍品，被史学家称为“原始文化中的瑰宝”。 

3. 日照市非遗黑陶发展现状和问题 

3.1. 发展现状 

目前，山东省有规模的黑陶企业 60 多家，有 20 多家在日照。行业最为著名的有黑陶邢、兆启黑陶、

广云陶艺、两城黑陶等，有黑陶艺术大师 5 人、中高级技师 30 多人。据有关资料介绍，日照从事黑陶产

业的企业已达百余家，产值上亿元。产品种类有生活用品、工艺品，陶品造型美观，品种繁多，产品远销

到日本、美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量黑陶艺术品销售到国内外，既带来了经济效益，又为宣传日照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介作用。 

3.2. 存在的问题 

日照市非遗黑陶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资源分布不均，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日照市非遗黑陶的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

传承基地，这导致了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部分地区黑陶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日照黑陶企业多为个

体经营和家庭作坊式，各自为战、单打独斗，没能形成产业规模产生产业规模效益[3]。 
(二) 生产与市场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日照黑陶制作工艺复杂，对工匠技艺要求高，导致生产效

率较低，产量有限；另一方面，日照黑陶的市场推广力度不够，关于黑陶文化的宣传不足，社会大众对

日照黑陶了解很少，对黑陶文化保护传承意识淡薄，消费者对日照黑陶的认知度不高，社会认可度也较

低，产品影响力小，市场需求尚未充分激发。 
(三) 文化传承与创新不足。在现代社会，日照黑陶传统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年轻一代对日

照黑陶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感逐渐减弱。此外，日照黑陶技术创新力度不够，产品多局限于纪念品和礼品

市场，产品实用性不强，缺乏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使得黑陶产品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实际

需求。缺少代表性、标志性的“大作”，缺少拳头产品，没有真正形成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四) 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对产业缺乏引导和规范。当前，政府针对日照黑陶产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

投入相对有限，难以找到正规的黑陶配套培训场所和黑陶日常组织研究机构，缺乏资金投入，形成产业

发展的瓶颈，黑陶理论、文化研究也停滞不前。日照市黑陶业市场缺乏规范管理，大量低端复制品、仿

制黑陶产品充斥了市场，黑陶版权和知识产权得不到保证，缺乏行业规范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出现鱼目

混珠，良莠不齐的状况，给日照黑陶的影响力带来了负面影响。品牌意识淡薄，产品特色不突出。日照

黑陶文化历史悠久，日照当地黑陶企业往往更多关注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忽略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缺

乏品牌意识，导致黑陶产品粗制滥造，特色不突出，无法将黑陶产业做大做强。这些都不利于日照黑陶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 人才培养与技艺传承问题突出。日照黑陶制作技艺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相传，缺少行业人才培

训制度，制定人才考核标准空缺，选拔途径、队伍建设薄弱。同时现代教育体系中黑陶相关专业和课程

的缺失，黑陶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导致日照黑陶技艺传承人才匮乏，使得产业发展

缺乏后继人才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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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进建议 

4.1. 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要建立健全非遗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加强非遗保护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非遗黑陶

保护与传承机制，通过政策法规明确日照市非遗黑陶的保护范围、责任主体和政策措施。加强日照黑陶

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权行为，保障传承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4]。 
在政策支持方面，日照市黑陶的发展亟需得到日照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与扶持。建议制定一系

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大对日照黑陶产业的支持力度，包括资金投入、税收减免、土地使用等方面。

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为日照黑陶企业提供贷款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制度创新方面，日照市可以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如：法国的手工艺品牌“爱马仕”，将传统手工艺

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成功打造出国际知名品牌；日本通过“文化财保护法”对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后

妻有梯田进行严格保护，同时在教育、旅游等领域加以推广，使非遗文化成为自身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5]。诸如此类的案例来探索适合本地非遗黑陶发展的新模式。 

4.2. 文化创新 

推动非遗与产业融合发展是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非遗价值的重要途径，未来可以探索非遗与文化创意产

业乡村旅游业等融合发展模式。一方面，要加强非遗与旅游、文化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非遗资源的产

业化、市场化运作，大理白族扎染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大理喜洲周城村将扎染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从重

建扎染坊到博物馆，年接待中外游客近 20 万人，以璞真扎染博物馆为例，村中设立了多个扎染作坊和体验

中心，据初步统计已超过 200 家，许多游客纷至沓来，乡村振兴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6]，这些做法值得日

照黑陶学习；另一方面要加强非遗创意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日照市黑陶

产业可以借鉴潍坊风筝的成功经验，结合现代审美需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 3D 打印、数字化设计等，

对黑陶的器型、纹饰、色彩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通过与现代设计理念的融合，成功实现了传统工艺的转

型升级。通过文化创新，日照市非遗黑陶将焕发出新的活力，既满足了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又为传统技艺

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将为日照市非遗黑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7]，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4.3. 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 

在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方面，我们重点关注如何提升日照市非遗黑陶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首先，市场拓展是关键一环。针对当前市场现状，我们提出以下策略： 
开拓多元化市场渠道，除了传统销售渠道，如文化展览、旅游纪念品店等，还应积极拓展线上市场，

利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兴渠道，将产品推向更广泛的市场。进行跨界合作，与其他行业、品牌进

行跨界合作，如与时尚、家居等领域的设计师合作，推出具有创意和设计感的黑陶产品，吸引更多消费

者的关注。举办文化体验活动，举办各类黑陶制作体验活动，让消费者亲身体验黑陶文化，提高产品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其次，品牌建设也是提升非遗黑陶价值的重要途径。以下是几点建议： 
注重品牌视觉设计，聘请专业设计团队，为品牌打造独特、高识别度的视觉形象，包括标志、包装、

宣传册等。进行品牌推广与故事传播，挖掘黑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故事，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提升品

牌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提高品牌曝光度和知名度[8]。 

4.4. 人才培养与技艺传承 

人才培养与技艺传承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一方面，黑陶技艺的传承需要新一代的接班人；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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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也急需专业人才的支撑。加强非遗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是提升乡村居民文化素养和

技能水平的重要途径，需要继续加强非遗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9]。一方面，要将非遗纳入乡村教育体系，

通过开设非遗课程、举办非遗培训班等方式，让乡村居民了解非遗、掌握非遗技艺，设立黑陶技艺传习

所，邀请当地著名的黑陶艺人进行授课，培养年轻一代对黑陶技艺的兴趣和热爱；另一方面，要加强非

遗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提高非遗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与当地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开设黑陶制作

专业课程，使技艺传承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10]。同时要加强非遗教育的科研与成果转化工作，推动非遗

教育的创新发展。政府和企业可设立人才培养基金，为优秀人才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他们投身黑陶产业，

为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推动黑陶产业的创

新发展。还可通过举办各类黑陶技艺比赛、展览等活动，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推动黑陶技艺的传承

与发展。 

5. 改进建议 

日照黑陶作为日照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制作工艺，日照市积极探索将黑

陶文创产品融入民众生活、公共文化和文旅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其发展也将助推当地乡村发

展。而当前日照黑陶虽有一定产业规模和企业数量、产值可观且产品外销，成为了山东黑陶市场的代表

之一，但与省内的淄博陶瓷市场相比，日照黑陶的发展仍显不足，与同为陶器的馆陶黑陶、德州黑陶相

比，创新的样式较为趋同，缺少特殊性。除此之外还面临诸多问题，如资源分布不均、生产效率低、市场

推广不足、文化传承与创新乏力、政策支持欠缺、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需从政策支

持与制度引导、文化创新与产业融合、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以及人才培养与技艺传承等多方面发力，探

索适合本地的发展模式，以推动日照黑陶产业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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