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  第 4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7, No. 4 

2025 年 8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Aug. 2025 

非遗冀派内画艺术传承的市场化产业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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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冀派内画是一项源自河北衡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以鼻烟壶为载体，将传统工笔技法

与创新工艺完美融合，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冀派内画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面临着传承体系结

构性缺陷、知识产权与品牌建设受阻、产业化与市场化乱象频发、传播效能低下、艺术化与实用化难以

平衡的问题。因此，冀派内画的传承与发展应注重传承与创新人才多元化培育、知识产权与品牌建设协

同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营销模式创新、市场秩序规范与市场环境优化、地域文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以及拓展全球视野的战略。冀派内画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其在政治维度、经济层面、文化视

域、社会及生态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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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他强调：“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

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独特基

因和血脉，是涵养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加强

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法定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的基

因图谱，其保护传承是维系文化基因谱系的核心机制。在文化强国战略布局下，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关

乎文化记忆的延续，更是培育文化认同、推动文明对话的重要实践路径。 

冀派内画源自清代鼻烟壶文化，创始人王习三在叶氏京派技法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通过 20

世纪 70 年代的艺术革新，冀派内画在与其他三大流派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构建起显著的竞争优

势。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振兴双重背景下，冀派内画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瑰宝，其

传承与创新面临着诸多挑战。艺术本真性与商业适应性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传统师徒制传承模式与现

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的断裂亟待弥合。目前，虽然已有研究从产业化路径、媒介学视角下的艺术表达、工

匠精神与历史价值等多个维度对冀派内画展开了探讨，但大多聚焦于单一领域，缺乏对系统性策略的整

合分析。因此，开展冀派内画的市场化产业化研究迫在眉睫。通过探索切实有效的冀派内画艺术传承的

市场化产业化实践途径，既能提升其艺术本体价值与市场的适配度，又能促进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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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互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1  冀派内画艺术传承的市场化产业化现状 

在当前文化强国战略推进背景下，国家正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冀

派内画作为中华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的市场化与产业化进程日益加速。如今，冀派内画艺术

经过不断地发展与探索，已逐步形成了涵盖创作、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然而，在其蓬勃发展

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1.1  冀派内画艺术发展的硕果 

自诞生以来，冀派内画便凭借其精湛的技艺和卓越的艺术价值屡获殊荣，它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王习三作为冀派内画的杰出代表人物，在 1970—1985 年间，陆续获得“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河北省劳动模范”等众多称号，其作品还荣获了中国第五届工艺美术品“百花奖”

及“金杯奖”等多项大奖。此外，王习三之子王自勇也凭借其在冀派内画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河北

大工匠”称号。2011 年 3 月，前身为中国内画艺术之乡展览馆的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正式注册成立，这

为冀派内画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展示平台。2016 年 12 月，该博物馆更是被评为“5A 级社会组

织”，进一步彰显了其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同时，“衡水习三内画艺术有限公司”“习三内画艺术学

校”“河北内画博物馆”等一系列文化机构的创建，形成了庞大的冀派内画文化集群，充分展现了冀派

内画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发展潜力。 

冀派内画规模宏大，对衡水市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其作品种类丰富多

样，新品层出不穷，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一线城市也形成了稳定的市场。在传承人培养方面，

冀派内画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67 年，王习三开创性地以农村副业发展模式，招募了首批弟子。

1973 年，阜城县地方国营综合厂内画车间组建完成，为第二批弟子的培养提供了专业的场所和资源。

1977 年，衡水地区特种工艺厂成立，第三批弟子也加入了该体系。截至 1980 年，第四批弟子的招募工作

圆满结束。如今，冀派内画产业从业人员达 4 万多人，年产值约 10 亿元[3]，成了当地文化产业的重要支

柱之一。 

1.2  冀派内画艺术发展的瓶颈 

1.2.1  传承体系结构性缺陷 

当前，冀派内画的传承以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学校教育及社会培训等传统模式为主，虽在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传承的延续性，但传承人培养体系仍显薄弱。其传承范围受限、人才选拔视野狭窄，且与市

场需求的衔接不够紧密，这些问题均未得到足够重视。通过实地访谈发现，受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影

响，从业人员数量锐减，人才流失严重，部分技艺甚至面临传承断档的危机。“不赚钱就没人学”以及

“晋升路径狭窄单一”的困境[4]，是众多非遗技艺传承人亟待破解的难题。同时，传承人群体结构老龄化

加剧，青年力量占比偏低，整体活力不足。此外，冀派内画产业在创意研发方面的专职人员稀缺，高层

次研发人才更是凤毛麟角[5]，中高端人才储备不足，从艺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真正勇于创新、善于创造的

艺术人才寥寥无几。 

1.2.2  知识产权与品牌建设困境 

在冀派内画的发展历程中，部分从业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比较薄弱，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内画作

品被抄袭和模仿，而维权之路却困难重重。有些从业者往往因追求短期利益，竞相进行雷同复制，甚至

以次充好，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内画行业健康有序的生态环境[6]。一些独特的内画图案和设计作品被不

法商家或个人盗用，用以制作低劣的仿制品并在市场上出售，这不仅侵害了原创者的经济利益，更对冀

派内画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将严重打击从业者的创作热情，制约整个流派在艺术创新方

面的发展。 

与此同时，冀派内画在品牌价值的挖掘和塑造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其品牌定位模糊，缺乏鲜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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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品牌形象，导致其在艺术市场的辨识度比较低。与众多成熟的艺术品类或知名品牌相比，冀派内

画在品牌推广策略上显得捉襟见肘。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冀派内画缺乏有效的品牌推广手段，难以

形成强大的品牌合力，进而难以开拓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无法吸引高净值客户和海外受众的关注与青

睐，使得其艺术价值和商业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1.2.3  产业化与市场化乱象频发 

当前，冀派内画艺术的产业化形式单一。据调研显示，衡水市的店铺占据了冀派内画网络销售的主

导地位[7]，但其产业布局过度聚焦于传统作品的销售，对多元化产业的拓展明显不足。与内画艺术紧密相

关的衍生产品，如蕴含内画元素的装饰品、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的文具、展现独特美学的服饰等，

其开发均未得到足够重视，导致产品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同时，冀派内画艺术市场竞争存在明显的失序现象。不正当竞争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威胁行业的健

康发展。部分商家为追求短期利益，盲目以销量为导向，肆意压低价格，这不仅严重低估了内画作品的

艺术价值，还导致内画产品质量下滑。由于成本限制，一些作品在制作过程中不得不偷工减料，以牺牲

艺术品质为代价维持微薄利润。此外，虚假宣传问题在市场中泛滥成灾，商家通过夸大作品的艺术价

值、创作背景或作者声誉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难以辨别优质作品

与劣质仿冒品，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使得市场信任机制遭受重创，扰乱了整个市场的正

常秩序。 

1.2.4  传播效能低下 

冀派内画在宣传推广方面的力度和广度均须加强。其产品营销策略缺乏活力与前瞻性，销售方式过

于保守且被动[8]。目前，宣传渠道仍过度依赖线下展览、口碑传播等传统途径，这些途径在信息传递的速

度与覆盖范围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社交媒体、线上艺术平台及网络直

播等新兴渠道拥有巨大的宣传潜力，然而冀派内画却未能充分发掘并利用这些资源，使得其宣传效果大

打折扣。从宣传范围上看，冀派内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本地及国内部分地区，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微弱

可闻。这种地域限制使得冀派内画难以扩大其知名度与影响力，错失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尤其是国际

艺术爱好者与收藏家。 

1.2.5  艺术化与实用化难以平衡 

冀派内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面临着艺术化与实用化之间难以平衡的困境。若过于偏向艺术化

追求，冀派内画可能因缺乏实用功能而导致受众群体受限。高度艺术化的内画作品往往只能在特定的艺

术收藏领域或高端审美群体中获得市场，难以融入大众的日常消费中。反之，若过度强调实用化，又容

易降低冀派内画的艺术品质。部分内画产品在向实用物品转化的过程中，由于设计理念的偏差或工艺水

平的不足，出现了既无法展现内画艺术魅力，又难以满足实用功能需求的尴尬局面。这种失衡状态，不

仅制约了冀派内画在产品创新与市场拓展方面的进步，也给其品牌形象与艺术传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

面影响。 

2  冀派内画艺术传承的市场化产业化实践途径 

2.1  传承与创新人才多元化培育 

2.1.1  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素养 

人才是冀派内画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内画艺术传承途径多样，既包括传统的师徒传承模

式，确保技艺的纯正传递；也涵盖现代工厂模式，通过规模化生产实践，拓宽技艺传承渠道；同时学校

教育的融入，为内画艺术带来新的生机，从小学到高校，在艺术课程中增设与内画相关的内容或专业方

向，系统培养专业人才。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育，首要任务在于激发创新意识。这需要从艺术教育根基

做起，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中强化创新思维训练，鼓励学生突破传统思维框架。此外，还需提高人才

综合素养，涵盖艺术、文化、科技等多个层面，助力内画艺人实现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刻的题材理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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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效的现代工具与技术运用，推动艺术创新。 

艺术创新对冀派内画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可从载体、题材、技法及工具等多个方面入手。在市场

化与产业化的大背景下，以鼻烟壶等小型器物为载体的传统内画，可拓展到大型玻璃摆件、陶瓷制品、

珠宝饰品等。这样既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又能进一步扩大内画艺术的应用范畴，显著提升

其市场价值。在题材挖掘上，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而应积极关注反映当代社会生

活、科技发展、环保等主题的现代题材，让内画艺术更加贴近现代群众的生活，并与之产生情感共鸣，

进而吸引更多消费者的目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工具创新为内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研发

更为精细、操作便捷的内画工具成为现实。比如，电子显微镜辅助工具能够帮助艺人更加精准地绘制细

节，新型画笔材料能让艺人更好地掌控颜料的流量和笔触的质感。同时，还可以借鉴其他绘画艺术的技

法，使之与内画技法相融合，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内画工具、开发新的绘画材料。通过这些方式，能

够有效提高绘画的效率和质量，创造出更具表现力的内画作品。 

2.1.2  注重冀派内画传承发展的核心维度 

对冀派内画传承人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与支持，是当前值得高度关注的关键议题。这关乎文化传承

的命脉，我们要以谨慎态度为传承人构建起一个坚实且全面的保障架构。社会各界应怀着对这一文化瑰

宝的敬畏之心，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勇往直前的决心，积极投身到对传承人的守护与扶持事业中，确保

冀派内画文化传承的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为了深入、全面地推动冀派内画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可以探索“传承人＋”模式，为传承人遮风挡

雨、保驾护航。具体而言，就是将政策规制体系、高校育人情景以及新质生产力等多种要素与传承人保

护工作紧密结合。从政策层面来看，完善的政策规制体系能为传承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通过采用

合同聘用但不纳入公务员编制的“半体制化”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全方位对传承人进行保护[9]。这不仅

能保障传承人的基本权益，还能为他们营造一个稳定的创作和传承环境。高校育人情境与传承人保护相

结合，能为冀派内画的传承注入新鲜血液。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创新氛围，通过与传承人合作，

可以开展专业课程、实践项目等，提升传承人与青年学生的传承与创新技艺。同时，这也有助于优化传

承人谱系的组成结构，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到冀派内画传承队伍中来，从根源上解决传承人群体老龄化以

及技艺失传的问题。新质生产力的融入，则能让冀派内画更好地适应现代市场需求。利用新的技术、理

念和商业模式，搭建多维度联合发展的传承平台，凝聚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这样

一来，不仅能提升冀派内画艺术的传承效果，还能扩大传承人的辐射范围，让冀派内画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2.2  知识产权与品牌建设协同发展 

2.2.1  建立冀派内画知识产权保护矩阵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商标注册是保护冀派内画品牌的重要举措。2013年 12月，“习三”

商标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为冀派内画的品牌保护树立了成功典范。通过精心设

计并注册独具特色的商标，冀派内画在市场上拥有了清晰明确的品牌标志。这一品牌标志宛如一面鲜明

的旗帜，不仅能有效防止他人盗用品牌，更能避免品牌形象遭受恶意破坏，进而杜绝由此引发的市场秩

序混乱问题，为冀派内画的市场发展营造了一个健康、有序的环境。同时，专利保护作为冀派内画知识

产权保护矩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针对内画的创新技法、独特工具等方

面，为艺人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此外，建立完善的保护名录也是保护冀派内画的一项重要工

作。这需要我们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和专业独到的眼光，对冀派内画领域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及甄选。将

那些技艺精湛、德艺双馨的优秀传承人，以及承载着冀派内画艺术精髓的经典作品等纳入保护名录中。

从官方层面给予高度的认可和保护，这不仅是对传承人和经典作品的尊重与肯定，更是对冀派内画文化

传承的有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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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塑造冀派内画行业品牌形象 

2005 年，习三内画艺术院发挥积极引领作用，发起并成立了衡水市冀派内画协会，有力推动内画产

业化向更深层次、更广维度拓展。行业协会在冀派内画的发展进程中应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流活动，诸如学术研讨会议、技艺切磋赛事、经验分享沙龙等。这些

活动为内画艺人搭建了一个广阔的互动平台，极大地增强了艺人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在交流过程中，艺

人们能够各抒己见、相互学习，极大地促进了内画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有助于形成一个有机融合、充满

活力的冀派内画艺术生态系统。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对冀派内画的保护与传承肩负着重要

使命。因此，博物馆应加大对冀派内画实物的收藏投入。通过专业的陈列设计和展示手段，全方位、多

角度地向公众呈现冀派内画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底蕴，有效提高社会各界对冀派内画的认知度和尊重度，

吸引更多人关注、喜爱并参与到冀派内画的传承与发展中来。 

2.3  产业结构优化与营销模式创新 

2.3.1  布局“非遗＋”多元营销战略 

在当前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非遗＋文旅”模式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将冀派内画与旅

游产业深度融合，是推动冀派内画传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我们可以在各大旅游景点设置内画体验工坊

和展示馆，同时开发独具特色的内画主题旅游线路。打破非遗文化与旅游文化之间的壁垒，促进二者有

机融合[10]。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不仅能够亲自参与内画制作过程，感受这门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还可

以购买喜欢的内画纪念品。这种互动式的体验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带动了内画市场的繁荣发

展。为了进一步扩大冀派内画的市场影响力，还可以积极拓展其与影视、动漫、时尚等其他行业的合

作，通过在热门影视剧中巧妙植入内画元素、设计具有内画特色的动漫形象、在时尚秀场上展示内画饰

品等方式，让冀派内画以更加多元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例如，结合当下热度与文化底蕴兼具的游戏作

品《黑神话：悟空》，以及富有爱国主义和教育意义的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等。近日，于德云曲

剧团成立庆典演出期间，《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目里对鼻烟壶元素的精妙设计与艺术化呈现，就是冀派

内画创新发展的成功范例。这些新的尝试为冀派内画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向，开拓了更广阔的

市场空间。 

非遗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也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价值的战略举措。“非遗＋乡村振

兴”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在饶阳县里满乡南韩村打造的饶阳内画小镇。在

乡村地区发展内画产业，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为农村妇女和老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

建立乡村内画工坊，组织专业的技艺传授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内画产业的

发展还能带动乡村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如原材料的种植与加工、旅游服务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

链，促进乡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2.3.2  搭建内画线上线下融合展示平台 

线下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之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专业内画艺术展览馆与专卖店的布局建设。对于展

览馆和专卖店的空间陈列要进行精心规划，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示各类高品质的冀派内画艺术精品。通

过合理的布局与巧妙的设计，将每一件作品的独特魅力与精湛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参观者能够近距

离领略冀派内画的深厚文化底蕴。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时代的推动下，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大

赋能，着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功能的线上展示平台矩阵，为冀派内画的传播与推广开辟新的渠道。通

过官方网站权威呈现内画艺术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创作理念等，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这门古老而神

秘的艺术形式。借助电商平台的便捷交易功能，使消费者可以轻松选购到心仪的内画作品，打破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实现足不出户即可拥有艺术品的愿望。利用社交媒体账号广泛传播的特性，发布内画作品

图片、视频、创作故事等内容，吸引大量粉丝关注和互动，提升冀派内画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度整合资源，实现内画作品展示的数字化与多元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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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欣赏到这一独特的艺术瑰宝。 

2.3.3  利用现代传媒助力冀派内画数字化发展 

利用 AI 生成技术打破设计壁垒，突破鼻烟壶等内画作品的空间局限[11]，为内画创作带来更多的新思

路。借助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内画欣赏体验。通过 VR 技术，

观众可以置身于内画作品所营造的微观世界中，自由欣赏作品的细节之处，感受其细腻的艺术魅力。在

数字化保护方面，建立冀派内画数字数据库，对作品、艺人资料、历史文献等信息进行全方位、高精度

的数字化存储，有效防止珍贵资料的丢失和损坏，确保这些文化瑰宝得以长久保存和传承，并为后续的

研究与推广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 

2.4  规范市场秩序，优化市场环境 

2.4.1  加强内画市场秩序规范化与环境优化 

为推动冀派内画产业的稳健与可持续发展，构建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出台专门针对冀派内画市场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应包括建立共同诉讼保护机

制、在公平范围内实现非遗文化产业税收优惠等举措。在市场准入方面，要从源头上把控参与者的基本

素质，确保他们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和道德水准。对于产品质量标准，需详细界定内画作品在材料选

用、工艺精度、艺术表现力等方面的量化与定性指标，以此保障消费者能够购买到高品质的内画艺术

品。同时，价格体系的规范也至关重要。要综合考虑创作成本、艺术价值、市场供需等多种因素，建立

合理的价格波动区间与定价机制，避免出现价格虚高或恶意低价倾销等不良现象。此外，还应明确内画

作品的等级划分标准，借助专业评审机构和行业专家的力量，构建科学、公正的作品评级体系。这不仅

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权威参考依据，还能有效遏制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以及内画艺人的创作积极性和知识产权。 

2.4.2  增强内画工厂与工坊经营管理效能 

对于内画工厂和工坊而言，强化经营管理是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关键。在提升生产效率方

面，应积极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与先进生产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面优化。合理调配人力与物力

资源，大力提高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从而有效减少生产环节中的时间损耗与资源浪费，实现高

效产出。在质量管控方面，需建立一套严格且完善的检测体系。从原材料的选用到成品的最终检验，每

一个环节都要进行细致把控，确保每一件内画作品都能达到高品质标准。此外，构建内画行业内部的合

作机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整合资源，实现协同发展，搭建起供应商、内画艺人、销售商之间

的高效合作平台，促进市场信息的实时共享与精准传递。随着合作的深入，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借

助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提升整个冀派内画行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推动冀派内画产业在市场中稳

健前行。 

2.4.3  提升内画专业人才管理水平 

为推动冀派内画产业在市场化、产业化道路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内画经营者的培训至关重要。培

训内容应涵盖市场营销策略、品牌塑造、政策解读等多维度的知识体系，邀请行业专家、学者等多元主

体参与授课。通过系统的学习，帮助内画经营者拓宽战略视野，提升经营管理能力，使其能够精准把握

市场趋势，科学规划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路径。同时，还要着力打造一支涵盖艺术品经纪人、市场推广

专员、艺术策展人等在内的专业内画人才梯队。艺术品经纪人凭借其深厚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卓越的市场

运作专长，促进内画艺术品的高效交易；市场推广专员依托现代营销理论，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多元化渠

道，扩大冀派内画的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艺术策展人则通过策划组织高品质的展览活动，提升冀派内

画的文化艺术影响力和行业整体形象。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还需构建一套完备的人才培育及激励

机制，广泛吸纳各类专业人才加入冀派内画产业。这些举措将为产业的创新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

能，推动冀派内画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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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地域文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冀派内画艺术作为地域性艺术的典型代表，凭借自然与人文双重文化特征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自然地理维度来看，森林、平原、河流等生态系统元素，为冀派内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这

些元素不仅赋予作品鲜明的地域标识，更使其蕴含了深厚的生态文化内涵。可以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守护冀派内画艺术的素材库与灵感根基。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内画创作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将受到

损害。在人文景观维度，地域文化特性中的民俗文化、传统建筑等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叙事性的表

达和空间意象的巧妙转译，这些元素赋予作品深层的文化隐喻和强烈的情感张力。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建

构机制，让冀派内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系统。在当代传承背景下，冀派内画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遵循文化生态学的保护理念。一方面，要保障创作母体的再生性，确保自然与人文资源能够持续为

内画创作提供滋养；另一方面，要实现人文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使冀派

内画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这种双重维度的协同创新策略，将有助于提升冀派内画在全球艺术领域中的文

化话语权和市场价值。 

2.6  拓展全球视野 

在全球化浪潮中，冀派内画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其拓宽全球视野的核心策略在于：积极搭建与

国际艺术机构及知名艺术家的深度合作交流平台，通过共同举办高规格的国际内画展览与交流活动，全

方位展示其精湛的工艺、独特的创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全球收藏家和消费者的目光。同时，秉持

开放的理念，深入钻研西方油画、雕塑等艺术品类在市场化和产业化方面的成功案例，将这些经验融入

自身的战略规划和市场实践中。从优化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到创新产品设计理念，再到完善产业链整

合模式，多维度发力，提升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这些努力，冀派内画将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

名片，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的深度传播和广泛影响贡献力量，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与认知。 

3  冀派内画艺术传承的市场化产业化研究意义 

3.1  政治维度的意义彰显 

冀派内画艺术的传承是践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

独特魅力，让我国在国际文化竞争的舞台上更具自信与底气。在市场化进程中，冀派内画通过打造地域

文化品牌，显著增强了地方文化认同感。这种文化认同感不仅是地方文化凝聚力的高度体现，更为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使国家在全球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更具优势。冀派内画的产

业化实践，为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扶持

等领域的政策经验，对构建和完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这些经验有助于优化文化产

业的发展环境，促进整个文化产业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

的突破。 

3.2  经济层面的价值跃升 

文化产业已然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冀派内画的蓬勃发展对地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业态，冀派内画借助“文化＋”模式，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

级，促使不同领域实现协同发展，构建起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产业生态系统。冀派内画产业链的不断

延伸产生了显著的经济辐射效应：一方面，它提供了大量与艺术创作、工艺制作等相关的核心岗位，为

当地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带动了配套服务业的繁荣发展，逐渐构建起具有鲜明区域特

色的文化经济圈。在当下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富足，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

不断增长。冀派内画蕴含的文化附加值能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凭借其

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冀派内画已然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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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化视域的深远意义 

冀派内画的传承与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弘扬，应为其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和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在产业化机制的助力下，冀派内画实现了活态传承，构建起可持续的保障体

系。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使传统技法的保护与人才培养得以系统化运作。同时，艺术品的市场化流通

推动了跨文化的深度对话。冀派内画凭借自身魅力，打破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借助国际展览等多元平

台，构建起广泛的文化传播矩阵，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解码和传播。在这一过程

中，冀派内画实现了价值的重构，促进了文化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化，形成了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

良好循环机制。 

3.4  社会方面的广泛影响 

冀派内画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社会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其产业布局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就

业体系，涵盖艺术创作、工艺制造以及衍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就业结构。冀派

内画作为一种文化底蕴深厚的艺术形式，通过文化产品所蕴含的情感联结功能，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公众

的文化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基于艺术消费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教育方面，冀派内画独特的

技艺体系为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提供了极具特色的课程资源，有力地推动了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为教

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5  生态方面的持续平衡 

冀派内画产业作为低环境负荷的绿色文化产业，其独特的创意驱动型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高

度契合。在文化生态保护的维度上，产业化发展路径有效地实现了地域文化基因的活化利用。通过构建

文化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共生机制，探索出一条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推

进，不仅促进了冀派内画产业的繁荣，更实现了对文化生态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避免了因经济

发展而引发的文化生态破坏，形成了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3.6  艺术方面的探索创新 

冀派内画的市场化机制为艺术创新注入了强大动力。在市场化与产业化进程中，艺术生产系统面临

着需求多元化和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面对这一形势，艺术家们需精准把握不同消费者需求，在众多作

品中展现出内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就促使他们在题材、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勇于尝试，推动传统技

法与现代审美的融合重构。同时，随着社会对艺术作品品质要求的日益提高，产业化标准体系下的材料

工艺持续革新、质量控制机制不断完善，使得艺术作品在技艺精度与艺术价值上实现双效提升。这种在

传承中不断创新的发展模式，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时代的新特质，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动

态平衡。 

4  结语 

冀派内画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于当代文化语境下更是意义深远。它不仅是艺术传承的重

要载体，更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向世界充分展现出中国文化的深邃内涵与独

特魅力。冀派内画凭借鲜明的自身特色，助力地方文化品牌打造；优化文化产业政策，为政策的完善提

供实践参考；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繁荣文化消费市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文化保护传承，让古老技艺得以延续；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

互鉴。冀派内画以其独特魅力和多元价值，深度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与艺术等各个领

域，为各领域的发展不断注入强大动力。其传承与发展之路，是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艺术与多元元素

深度融合的典范。它不仅推动自身艺术的创新与提升，还促进社会就业增长与凝聚力增强，同时维护文

化生态平衡，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冀派内画积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其影响力必将随

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大。它将在国内外艺术领域持续绽放光彩，为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贡献独特而卓越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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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i School Inner Painting Art    

FANG Yuting, XU Tian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 Ji School inner painting i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riginating from Hengshui, Hebei. It utilizes snuff 

bottles as a medium, perfectly blending traditional fine brushwork techniques with innovative craftsmanship, showcasing a 

unique artistic charm. However, the market-oriente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i School inner painting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structural defects of inheritance system, obstacl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brand development, frequent chaos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low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a challenging balance between artistry and practicality. 

Therefo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Ji School inner painting should focus on the diversified cultiv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alent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brand building,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in marketing models, regulation of market order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expand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market-

oriente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i School inner painting will help enhance its profound impact in political dimensions, 

economic aspects,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social and ecological sphere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i School inner painting; marke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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