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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紫陶的产品造型同质化分析
朱岚茎

（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建水紫陶是中国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的手工制陶工艺，已有六百余年历史，2008 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建水紫陶的发展经历了起伏变化的多个时期，当下，建水紫陶文化产业的影响力近十年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与危机，产

品同质化是其中最突出的，如何运用创新设计思维进行保护与传承是本研究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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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建水紫陶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其产品多年来面临着日益

严重的同质化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在建水县城有

2591 个注册的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但不同企业和作坊的建水紫陶产

品在工艺技法、造型款式、装饰花纹等方面高度雷同且相似，几乎

无法区分。第二，建水紫陶产品以茶具为主，种类单一。整个市场

除茶具和少量摆件外，其他功能和种类较少，无法满足多元的市场

需求。第三，过分强调传统元素和题材，现代设计融合不足，导致

产品与当代消费审美和生活方式脱节，难以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综上所述，建水紫陶产品的同质化严重制约了其市场扩张和持续发

展。第四，宜兴紫砂盛誉全球，现代建水紫陶产品的很多器型都是

从宜兴紫砂器型上借鉴过来的，从茶壶、茶杯、茶罐、到茶缸，失

去了自己审美的独特性，造成了与紫砂茶器的同质化。

（二）研究意义

首先，本研究旨在将设计学理论应用于传统手工艺品创新，特

别是以建水紫陶为案例样本，从而丰富并拓展设计学理论在非遗传

承与创新领域的实践应用。这一努力不仅为建水紫陶的设计创新提

供了新颖的范式和具体的案例支持，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次，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建水紫陶产品同质化的成因，并据

此明确了创新的关键问题。随后，我们提出了针对性的设计对策

和实施建议，旨在为工艺创新、文化融合与品牌塑造提供切实可

行的路径。这些成果有望直接转化为产业设计实践，助力企业实

现传承与创新的双重目标。

最后，本研究通过详尽描述建水紫陶的工艺特色，旨在增强

公众对其文化价值的认知与认同。通过设计创新手段解决同质化

问题，并巧妙融入当代设计元素，我们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

融合。同时，我们积极探索现代传播方式，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

与参与。这一系列举措有望推动建水紫陶产业的持续传承与发展，

使之成为当地文化的骄傲和社区发展的重要资源。最终，我们期

望实现文化价值的社会转化，确保建水紫陶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

术语：

1. 建水紫陶：是云南省建水县的一种手工制陶工艺，自宋末

年间开始生产陶器，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建水紫陶与江苏

宜兴陶、广东石湾陶、四川荣昌陶并驾齐名为中国四大名陶。

2. 同质化：是指同一大类中不同品牌的商品在性能、外观甚至

营销手段上相互模仿，以至逐渐趋同的现象，在商品同质化基础上

的市场竞争行为称为“同质化竞争”可指某个领域存在大致相同的

类型、制作手段、制作流程、传递内容大致相同的各类信息的现象。

3. 创新设计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点，它包括了独创

性和新颖性两层含义。创造性思维贵在创新或者体现在思考的方

法上，或者体现在形成的结论上，具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具

有在一定范围内的首创性、新颖性。

二、研究目标

1、分析建水紫陶产品的现有产品类别结构，整理出同质化的

详细现状，以便成为后期解决问题的良好依据；

2、提出改善建水紫陶产品造型同质化问题的设计对策和方案；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文献法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本文找出了六种和研究内容

相关的文献，第一，从建水紫陶行业入手来研究的；第二、从建

水陶器物表面的装饰传承与保护角度入手研究的；第三，从人类

学的视角和方式对建水紫陶做全方位解读的；第四，从建水紫陶

的泥料、造型、色泽、文化内涵方面进行鉴赏与论述的；第五，

和其他区域的陶做比较研究的。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发现了建

水紫陶存在的问题。

（二）田野调查

作者通过对拥有店铺最多的建水县城紫陶街进行调研走访发现，

产品和宜兴紫砂高度相似，建水紫陶几乎 copy 了宜兴紫砂的所有产

品类型，这个田野调查的结果更加展现了建水紫陶的现状和劣势。

（三）访谈法

本研究采访了二十位从事建水紫陶行业的人员，他们分别是

拉胚工、修胚工、打磨工、刻填工、售陶人，通过总结他们的访

谈发现几个特点。首先，他们都是当地人，年龄都在 25-40 之间，

亲眼见证了建水紫陶的崛起，对建水紫陶的未来充满期待，其次，

对建水紫陶的发展前景也有担忧，因为疫情过后，市场的持续低迷。

最后对同质化的产品样貌表示堪忧。因此通过访谈发现的问题与

对产品的调研基本能对应，即建水紫陶遇到了一个瓶颈期，这个

瓶颈期是由产业的大环境和产品自身的问题共同导致的，唯有从

内部去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

四、数据分析法

表 1：建水紫陶企业增长速度

（一）建水紫陶企业数量分析（一）建水紫陶企业数量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近 20 年来，建水县紫砂陶企业的数

量快速增长，从 2000 年的 27 家增加到 2020 年的 125 家，增幅高

达 362%。企业数量的大幅增加表明，建水紫陶产业持续处于高速

发展时期。但是，企业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产品。建水紫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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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和设计方面后继乏力，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传统的产品

模式和设计样式上，新品研发能力不足。许多企业的产品同质化

严重。未来，产品同质化、创新不足的问题会逐渐暴露出来，进

而制约建水紫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宜兴紫砂和建水紫陶产品类别比较分析

表 2：建水紫陶和宜兴紫砂的产品类类别比较

茶具 炊具 家居用品

宜兴

紫砂

茶壶、茶杯、盖碗、茶盘、茶

饼盒、茶叶罐、茶叶缸

碗、壶、罐、

瓮

花盆、烟灰缸

建水

紫陶

茶壶、茶杯、盖碗、茶盘、茶

饼盒、茶叶罐、茶叶缸

汽 锅、 碗、

壶、罐、瓮

花盆、烟灰缸

从以上图表可见，建水紫陶与宜兴紫砂的产品类别高度相似，

存在明显的同质化问题。从茶具、炊具到家居用品，这些产品类

别涵盖了茶文化和饮食文化以及生活的部分。高度相似的产品类

别让建水紫陶在中国陶瓷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降低，独有的文化

和独有的地域产出的应该具备独特性。

表 3：建水紫陶和宜兴紫砂的壶型对比分析（三）建水紫陶茶壶

和宜兴紫砂茶壶的壶型分析

以上列举了宜兴紫砂的十种代表性经典壶型，建水紫陶无一

例外的借鉴并沿用了，虽然短时期看，建水紫陶通过对宜兴紫砂

的模仿得到了销量，但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它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质化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学习其他优秀产品的经

验是自我发展的有效路径，但是若到中后期还不能走出一条自己

的路就是及其危险的。

（四）建水紫陶消费群体分析：

1. 调研者年龄分布。该问卷调查的年龄分布如下：于 18~30

岁之间，占比 94.49%，另外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调查对象占 4%，

年龄在 31~40 岁的调查对象占 0%。可见调研主体主要集中在青年

群体，并能得出结论：青年人更愿意接触并接受紫陶。

表 4：被调研者年龄占比

       
表 5：被调研者受教育程度占比

2. 受教育程度分布：该问卷调查的受教育程度分布如下：接

受过高等教育的为 93%，高中学历为 3%，初中学历为 3%，初中

以下学历为 1%，通过以上调研发现，建水紫陶的受众群体多为拥

有高学历背景的人群，他们对生活的品质及对手工艺的热爱要高

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人群。

表 6：顾客来源占比 3. 顾客来源分布

调研显示在这个问卷中，31.5% 的消费者来自云南省内，

68.5% 的消费者来自于云南省外。调研结果说明建水紫陶的声誉

正在逐步地扩大，省内市场趋于饱和状，省外市场仍有巨大空间。

（五）设计路线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前期研究发现，尽管建水紫陶与宜兴紫砂同为中国四大

名窑，但其发展存在明显弊端。早期发展阶段，建水紫陶产品普

遍通过对宜兴紫砂产品的模仿冒牌获得市场，造型和类别高度模

仿，导致今日同质化严重。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但已难适应多

元化市场需求。产品创新不足制约其持续发展。在发展早期，建

水紫陶产品普遍通过对宜兴紫砂产品的模仿来获得市场，在产品

类别和经典造型上高度模仿宜兴紫砂。但随着发展进入瓶颈，这

种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当前，建水紫陶发展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关键阶段。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十年。建

水紫陶能否在保留传统工艺精髓的前提下，通过设计创新等手段

进行产品革新、文化内涵丰富、应用领域拓展，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传承和传播不仅需要产业主体提高设计创新意识，也需要政

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只有设计、产业、政府多方联动，

建水紫陶才能在新时期完成成功转型，真正实现传统工艺的创新

性发展。建水紫陶企业亟需加大新品研发和设计创新的投入力度，

改进研发流程，加强标准化和特色化产品开发，以产品创新来适

应市场竞争需求，推动建水紫陶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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