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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在2013年的时候出访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全新的构

想。而这一构想也逐渐成为了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共同发展、互惠互利上提供了新活力,而且也进一步

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并且连接了亚太地区与欧美地区的沟通、交流,是世界当中所

公认的,也是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最为珍贵的文化财富。本文主要通过唐三彩艺术特征与文创产品有效

结合,分析其发展现状并为后期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奠定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培养

出专业性、综合性人才,为国家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打下鉴定的基础。 

[关键词] 一带一路；唐三彩；艺术特征；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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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陕西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而且也

是一个教育强省。在近些年来的发展当

中来看,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当中拥有

者六处世界文化遗产当中的重要区域,

如果想要在这样的“一带一路”大格局

当中真正起到大排头兵这一角色的话,

进而摆脱经济的二线,拥有其全球性的

发展思维、大局观以及国际的发展视野,

也是其未来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内容。陕西省在其未来的发展和布局

当中不仅仅只限于在西北区域或者是中

国境内,更应当是“一带一路”沿线当中

国家当中醉文明或者是世界闻名的——

陕西。而在这一发展过程当中,也需要将

陕西所独有的艺术特征融入其中,也只

有这样,才能够促使其传播和发展过程

当中,能够凸显地域文化特点,进而实现

优秀文化的相互交融。 

1 “一带一路”背景下唐三彩的

艺术特征在文创产业中的发展现状 

1.1陕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政策支持 

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陕西省

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发布也进一步推

动了陕西省文创产业的发展,为期前进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例如：陕西省

所出台的《关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以及《中共

陕西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

实施意见》等相关的文件,又如陕西省人

民政府所引发的关于“十三五”文化以

及旅游相互融合的全新发展规划通知

等。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都会在文化创

新产品的设计和表现当中融入本省地方

性的文化特色,结合多方面的地方性的

资源进行发展,进而提出并且进一步加

快构建出“两核十区”这样一种相互融

合的新格局。而在这过程当中,唐三彩艺

术表现特征可以说是陕西省优秀文化当

中最为典型的内容,其发展自然而言与

其他的文创产品发展共同起步,并且也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策支持之下有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 

1.2陕西省文创产品产业发展中的

重要基础 

对于陕西西安来说,可以说是我国

发展过程当中定都王超最多,且影响力

最为深远的一座都城,同时也是我国传

统文化当中的重要核心,是传统优秀文

化集合的重要区域。早在“十二五”这

一发展历史时期,陕西省早已经将其自

身的地方经历投入到了现代化的数字技

术与文化技术有效组合与创新之上,进

而构建形成了极具多元化的产业基地,

并且进一步实现在文化创新表现上的新

突破。伴随着陕西地区经济文化产业的

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当地的旅游产业、文

创产品等等也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

这些都是依托陕西当地独有的政策支持

以及人才引进来促使其得到了全新的发

展。除此之外,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发

展背景之下,也进一步提出了将文化与

产品创意相互融合的发展新趋势。早在

2017年的时候,“中国金粟山丝绸之路文

化创意产业国际论坛”再起发展过程当

中,就借助于高校的文化创意产品以及

历史文脉发展基础之上对文创产业标准

化进行了更加全面的交流,并且以陕西

的地域性特色文化作为重要的切入点,

有效的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当中的一些国

家相互串联,打开迈向中亚、西亚和欧洲

的通路。促進陕西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深化“陕西梦”与“世界梦”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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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带一路”背景下唐三彩

的艺术特征在文创产业中发展建议 

2.1借助陕西优秀科教基础促进

发展 

借助于陕西地区优越的科教文化,

实现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陕西地

区,拥有者得长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和航空航天、国防、电子等高科技企业,

而且科教实力在全国也居于前列,这也

是陕西地区发展传统优秀文化非常重要

的基础条件。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可以

将唐三彩独有的艺术特点融入到教育教

学过程当中。例如：唐三彩所表现出来

的非常丰富的釉彩艺术当中。在整个制

作过程当中,采用低温烧制的形式进行

表现,因而构建形成了其独有的晕染效

果,也能够通过浓与淡之间相互变换,展

现出一种多彩的唐三彩釉色表现内容,

这样一种表现不仅仅突破了唐代时期所

采用的一种通过单彩形式创作的工艺手

法,也能够进一步表现出唐三彩在“一带

一路”发展背景之下对外来文化具有的

一种包容性的表现特征,这也促使人们

的审美观念随之也产生了很大的转变。 

2.2借助于陕西深厚的文化底蕴促

进发展 

陕西省作为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发

源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的核

心摇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全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省会

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在中国

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半坡文化”、“仰韶

文化”及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等在

全国影响深远。周边城市如咸阳、宝鸡、

汉中、延安等,也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

发源地和文化重心。由此可见,陕西具有

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文

创产业创新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将这

些多元化的文化底蕴运用到文创产品的

设计与表现过程当中,例如：陕西唐三彩

表现出来的色彩元素,以及在整个唐三

彩艺术当中典型的三彩马以及三彩裸土

等对象进行结合,并且结合现当代人们

的审美观念,将这些元素进行提取,使之

能够在后期的设计过程当中符合现当代

人们的审美特点,而且还要继承唐三彩

釉色独有的艺术表现特征,为其后期的

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2.3借助于政府层面实现文创产业

的快速发展 

不管是哪个地方的文创产业发展,

都与政府的相关政策、扶持和引导具有

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在今后的发展过

程当中,陕西省应当给予成熟的一些文

创公司更为多元化的政策扶持,鼓励一

些新兴的中小企业开展相关的业务服务

等等,并且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创新、创

业的扶持,例如：贷款资金等等。支持在

本地区进行文创产业园区的进一步建设,

鼓励并且积极推动当地建设现代化的文

创双创发展平台,提升文创企业当中的

补贴措施以及企业信贷业务,增加专项

的资金补贴以及文创企业的融资贴息,

并且进一步减少文创产业当中的一些增

值税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搭建完善、系

统、健全的文创人才奖励相关机制。并

且借助于“一带一路”的发展新背景,

鼓励中小企业在后期的文创产业发展过

程当中能够结合当地独有的文化内涵、

传统文脉特点,将陕西地区独有的符号

内容、元素特点、陕西印象等等融入到

文创的产品设计当中,打造具有鲜明陕

西文化的一种创意产品品牌,并且将原

本的复制和仿制逐渐上升为一种对文创

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提升文创产品的进

一步宣传工作,进而促进消费者在消费

观念、消费方式上进行转型,同时也能够

促使陕西的创新创业产品品牌能够走向

全中国,将陕西的文化产品传递朝向“一

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 

3 结论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这一发

展背景之下,需要不断将现代化文创产

品与陕西地区优秀的唐三彩艺术表现

内容相融合,进一步拓展文化的融合与

创新,并且借助于陕西地区优秀的科教

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地区政府的

支持,提升地域性文创产品的品牌,打

造地方具有影响力的文创产品新内容,

进而借助于“一带一路”传播到沿线的

各个国家,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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