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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二号”沉船上的古瓷虽被海水浸泡
百年，依然散发着瓷器独有的光泽。在景德镇古
窑址的晚清地层中，仍有许多这样的荧光等待被
看见。

据《浮梁县志》记载，“景德产佳瓷，产器不产
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景德镇窑火兴旺
了上千年，大量精美瓷器外销的同时，也给当地
留下了厚达十余米的窑业垃圾。

记者近日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采访获悉，这
些支离破碎的窑业垃圾成为分析、解读景德镇古
陶瓷基因的重要依据，其价值并不逊色于同时期
的完整器。

“我们打算用两年时间初步建成景德镇古陶
瓷基因库，未来有望成为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
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
彦俊介绍说，受原材料质地、加工工艺、烧成技术
的变化以及审美情趣等因素影响，不同时代的陶

瓷器物的造型和纹饰发生演变，其胎、釉、彩中的
化学成分也不尽相同。

什么是古陶瓷基因库？古陶瓷的基因要如
何提取？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我们看见了四间
房。

第一间房是标本制备间。研究人员需要从
古陶瓷碎片截取残片标本、截面标本、薄片标本、
粉末标本共四类标本。

第二间房是基因存储区。在陶瓷器标本制
作完成，规范编号后统一入库。采用先进的数字
化管理系统，可实现检测数据实时录入、更新、检
索，以及实体标本的出入库工作。

第三间房是数据采集室。扫描电子显微镜、
能谱仪、拉曼光谱仪、X射线荧光分析仪、偏光显
微镜、体视显微镜、色差仪等多种高精尖设备协
同配合，旨在准确提取标本中的基因信息。

第四间房是数据分析室。通过对基因标本

数据的研究，分析出陶瓷片标本在当时的烧制工
艺、原料配方等。

目前，翁彦俊带领的团队正致力于完成首批
2400个标本位的填空补缺工作。“最难的是数据
采集的过程，不是每个点位的数据都是有效的、
有代表性的，成功率甚至不到1%。”御窑博物院
科技实验室负责人熊喆说，这个过程像极了过去
这些古陶瓷的烧制过程，无数个瑕疵品被砸碎、
深埋，只为追求下一个完美。

记者了解到，国内陶瓷基因库的建设尚处于
起步阶段。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建设将有助
于进一步了解古代景德镇御窑厂及周边窑址的
发展历程，推动研究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演变过
程。按年代和品类建立的景德镇古陶瓷基因标
本，将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陶瓷文明研究提供极
具生命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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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窑火上千年
十余米厚垃圾寻“基因”

新华社记者袁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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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和
旅游业的提质升级，大众的文化内涵以及对文化
体验的需求都在不断提升。在这种发展背景下，
设计感十足、独具特色、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内涵的特色文创产品在文化消费中的比重逐
渐递增，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不过对于正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文创设计
行业来说，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行业构成特征，
使整个行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较大。那么，
疫情发生以来，文创设计行业受到了哪些影响？
文创设计师在就业和发展中面临哪些困难？后
疫情时代，文创设计师如何顺应市场变化，持续
创作优质的文创产品？

据文创设计师梁耀明介绍，受疫情影响，在
经营方面，许多地方文旅项目或搁置或减少，文
创设计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业务量大大缩减。同
时，企业经营和文创产品的研发成本压力增大，
消费市场不明朗，使得企业在文创产品的研发上
较以往更加谨慎。产品研发投入周期、产品收益
回报周期的拉长，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资金压
力。在就业方面，设计企业对文创设计师的需求
减少，很多文创设计师只能以独立设计师或文创
团队的方式灵活就业。

“针对中小微企业经营、就业难题等，目前国
家和地方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支持、纾困政策，这
对于疫情期间文创企业经营和文创设计师就业
起到很好的帮扶作用，是及时的、有效的。令我
切身受惠的是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缓解
了我们一部分的资金压力。”梁耀明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梁耀明认为，虽然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但
文创设计师在就业方面还是相对灵活的。“设计
师主要输出的是灵感和创意，受工作时间和地点
的限制较小。疫情宅家的时间也可以充分利用
起来，通过不断学习增强自身的文化积累。”梁耀
明说。

在梁耀明看来，想要度过这段困难时期，文
创设计师需要自我转变和提升。“设计是将策略
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品、系统、服务及体
验的创造性活动。后疫情时代，大众的生活习惯
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变化，设计师也应做出相应
的调整，在识变、应变、求变的过程中，彰显文创
设计师的社会担当。同时，设计师也应转变就业
观念，结合自身的专业及市场刚性需求，转向以
家居定制为主的地域性个体消费市场，减少研发
成本，以期取得新的起色和突破。”梁耀明建议。

从行业整体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梁耀明坦
言，除了资金、就业等方面，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
知识产权、专利申请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政策支
持；建立相关平台，让文创设计师能与更多的优
质文创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互动与合作。

业内专家认为，疫情给人们带来了深刻影
响，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理解和新期待，结合
安全、健康、精神、文化、环保等要素的新消费需
求日益旺盛。因此，为了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文
创设计师要不断突破，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
成体验元素，为产品和服务注入更多的故事性、
生动性、独特性，进一步提升体验经济的产品和
服务品质，这样不仅可以使文创设计的成果被更
多的人感知，也能够使设计的价值更多地被社会
认可。

除了增强体验性，积极在产品中应用新科技
也是文创设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科技
的进步也为文创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后疫情
时代，文创设计在不断提升文化内涵的同时，也
应积极融入科技创新，将最新的科技成果转换成
有文化特色的创意产品，以适应消费升级和社会
产业结构调整需求。”梁耀明说。

（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张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