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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

鲁知先
(浙江大学 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杭州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传统民间手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自然与人生的对话中积累下的文化瑰宝,但在时代与社会的变革

中,我国传统手工艺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文章从内部原因、外部冲击与时代变革三个角度分析了当代手工艺

产业发展的局限,并针对其局限性从政府支持、教育提升、科技进步、品牌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同时,从

区域公用品牌的角度讨论了传统手工艺营销的可能性,为传统民间手工艺产业的复兴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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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传承数千年的璀璨文化中,建立在发

达的农耕文化与手工业基础上的手工艺术带来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一片土地、一个民族中具有代

表性的工艺美术技法与作品,不仅是经济文化的

象征,也是当地人民最独特的记忆.在人性断裂

的工业文明时代,传统手工艺是复归人性的最佳

方式之一[１].手工艺,即“以手工劳动制作的具有

独特艺术风格的工艺美术”[２].我国手工艺品样

式与类别纷繁复杂.手工艺品按照行业分,有雕

塑、印染、刺绣、编织、陶器、剪纸、风筝、皮影、木

偶、首饰、服饰、年画等;按社会属性关系分类,主
要分为宫廷手工艺、民间手工艺与民族手工艺;按
历史范畴分类,则主要分为原始社会手工艺、传统

手工艺与现代手工艺.

一、传统手工艺发展现状

在当代,传统手工艺是指新石器时代至前工业

时期开创制作的手工艺[３].按照产品价格,传统手

工艺品又可分为高档品与实用品.高档品即具有较

高经济价值与收藏价值的手工艺品;实用品则更加

普及,价格比高档品低,多出现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

中[４].
在民间,手工艺技法与相关知识如工序、标准、

秘诀等,多通过父子、师徒之间以作坊等形式一脉相

承[５],流传文本较少.按照撰写者意图与身份划分,
传统手工艺的留存文本主要分为官方规范文本、工
匠述录文本与文人研究文本.官方规范文本代表,
如«考工记»,代表着传统手工艺最高水平;工匠述录

文本一般只流传于专业手工艺人之间,外行难以接

受与理解;文人研究文本为将文人情趣与专业手工

技术相结合的作品,是流传范围最广的手工艺文本,
代表作有«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６].２００８年第

一次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显示,全国普查的１８８１
种工艺美术产品中,发展情况良好的为９９８种,占总

数的５２．２３％,其中生存困难的５３５种,已停产的

１１４种[７].
对于我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发展的现状,学界观

点颇具争执.一种观点认为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不容

乐观,正在逐渐消失;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间手工

艺已经开始转型[８].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其合

理性,但都不能简单地用以概括我国手工艺发展现

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贫富差距显

著,经济发展方式也多有不同,所以不同地区、不同

品类的手工艺发展现状差异悬殊.有些地区的手工

艺,比如赣南客家的香包、绣鞋、漆器等,由于产品实

用性在现代社会中严重下降,审美趣味又跟不上年



轻人步伐[９],虽然历史悠久产品丰富,也难逃没落的

境遇.而在天津,以任金生为代表的毛猴手艺人,将
毛猴与天津六、七十年代城厢老院,小品«不差钱»等
故事相结合,创作出了不同系列反应现代生活与情

趣的作品,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１０],将天津毛

猴的创新发展引向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不同的手

工艺传承人,不同的地区政府与专业机构会为当地

的民间手工艺发展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大力开展,手工技艺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

了政府的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振兴传

统工艺”列为国策,彰显着人性与个性的手工艺品在

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开始扮演起独特而重要的角

色[１１].

二、手工艺发展局限原因

虽然在近年传统文化热潮下,通过政府和相

关机构的扶持及一批手工艺从业人员与爱好者的

努力,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又重新

回到大众视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社

会历史背景与我国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模式等诸

多原因,手工艺产业弘扬、发展的局限性依然不容

小觑.
(一)内部原因

我国传统民间手工技艺大多以父子、师徒形式

一脉单传,核心技术均属秘密不会外传.而且学徒

学习周期很长,多为边学边做.虽然传承人技艺学

习基础扎实,但从入门到出徒大多需经历数年甚至

十数年,时间成本过高,必然会导致技艺传承与发扬

面临困难.同时,很多民间技艺如烧陶、柳编等,对
当地气候、原料等因素有很强的依赖性,大部分有经

验的匠人都久居故土,生活与当代都市距离较远,教
育水平与思维眼界也相对局限[１２],导致作品的审美

与创意水平难与时俱进.很多作品只是对固有传统

纹样进行模仿与重复,与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

的喜好脱节.手工艺品的供给情况无法适应现代消

费观念和需求的变化.
同时,由于国家教育经费对于工艺美术项目投

入不足,行业内获得国家全额拨款的教育单位仅占

１４．７％,导致教育资源缺乏,教育水平偏低[３].尤其

改革开放后,国内艺术院校大范围引进国外现代化

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与我国传统手

工艺相分离.习惯了计算机设计的学生很难认真投

入到手工艺术的学习与创作中去.

现在早已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宣传

与营销在任何行业、领域均有其必要性.而传统的

手工艺人往往只是埋头苦干,对当代社会的形式与

发展知之尚浅,而且单人或者单个作坊的效率较低,
产品无法批量生产,产品虽然制作精美富有历史文

化价值,却很难培养高忠诚度的固定消费群或形成

大规模市场影响.
(二)外部冲击

首先,现今各大旅游景区已成为民间手工艺品

的主要销售平台之一.很多景区为了创收,盲目地

将手工艺品甚至是打着手工艺旗号的工业制成品打

上旅游纪念品的标签,无视传统手工艺品本身的文

化内涵与故事特性[１３].这种行为无形中便降低了

传统手工艺品的文化价值与审美品位.而且由于部

分不法商贩的存在,手工艺市场山寨现象泛滥,粗制

滥造产品众多,价格机制混乱,产品质量监管匮乏,
市场环境亟待改善.

其次,现代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审美趣

味也随之改变.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普及,现代年轻

人的审美也早已“工业化”.传统手工艺品与工业制

成品相比,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先

天不足.而且作为反工业化代表的传统工艺美术艺

术风格与现代的室内装潢风格[９]、服装配饰风格等

经常难以搭配.即便某些单品的审美价值可以被消

费者肯定,也会因与大众生活的脱节而难以激发更

广大更长久的市场需求.
随着市场结构变化,部分手工艺传承人为了开

拓市场增加利润,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以安徽

黄岗柳编为例,２０１６年区域产业已实现产值５０亿

元,但绝大部分产品均销往欧美市场,国内市场几乎

无处寻觅黄岗柳编的身影.增收纵然可喜,但此类

经营模式会直接导致产品设计为满足外国消费者喜

好而丧失本土韵味,虽然产品数量得到了扩大,但实

际上文化却产生了断代.
(三)时代变革

民间手工艺最初源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可被

视为艺术品,但同时又具有很鲜明的实用价值.但

随着时代变革与科技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很多曾活跃于百姓生活中的手工

艺品都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失去了生存根基.
例如,被列为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温州

米塑艺术,源于宋盛于清,常见于婚庆、祝寿、建新

房、祭祀等活动[１４],但随着现代人们生活习惯的变

化,婚庆祭祀等习俗的形式与内容发生了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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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轻人开始选择西式的婚礼庆典,同时祭祀在

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被大大弱化,所以米塑的市

场自然也会随之萎缩.
再者,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扩张带来了

巨大的自然环境变化,民间手工艺所依赖的自然资

源日渐萎缩.随着某些地区手工艺需求的萎缩,经
营情况恶化,原本依靠手工艺品为生的村民纷纷进

入城市打工,放弃了手工艺生产.从业人员流失与

原材料缺失直接导致手工艺品生产难度与生产成品

加大,进一步威胁着手工艺产业发展.
此外,市场化的今天,无数手工业者不得不在市

场与初心中纠结.在商业化浪潮的席卷中,各类明

目的挑战下,不免会有很多作品在妥协中失去了原

有的味道[１５],也丧失了传统手工艺的核心价值与发

展机会.

三、传统民间手工艺发展路径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政府可为传统手工艺提供

更多经济支持,推进特色经济发展,实行适当的税收

优惠政策,并努力完善专利、商标的注册与保护体

系.此外,政府可参考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成立专业

的协会与生产合作社等组织,为手工艺发展提供专

业的研发、生产、销售支撑[３].
老艺人是传统手工业传承的根基.很多民间手

工业技艺流传至今只有几位老艺人可以完整掌握.
政府应对老艺人进行积极有效地保护,给予生活、医
疗、创作等多方面的扶持[１６].组织培养年轻传习人

队伍,并鼓励面临手艺传承危机的老艺人将经验知

识进行书面化整理,改变手工业“不立文字”的传承

模式,阻止失传现象的发生.
此外,作为当地特色手工艺对外传播窗口的旅

游景区,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对景区手工艺销售与

宣传情况进行整治与管理.首先应树立知识产权意

识,对劣质山寨仿冒手工艺品进行管理与控制.其

次要为真正能代表当地文化历史特色的手工艺品提

供销售上的扶持与帮助,结合景区与地方特色,构建

特色手工艺品购物旅游区、传统手工艺产业园、手工

艺主题旅游节等宣传销售平台,打造既有时代感又

有历史感的特色精品传统手工艺产业.
(二)促进现代化工艺美术教育

现今我国的教育体制至少要求学生进行１６年

的全日制学习才能完成高等教育,而手工艺人的培

养也需要从青年甚至少年时期开始,跟随师傅进行

十余年的苦练.两个体制时间上与教学方式上的冲

突导致民间手工艺人只能夹缝中求生存,众多艺人

都错过了接受良好文化的机会.但民间手工艺不只

是技艺的传承,对传习人的行业道德、文化修养、审
美水准都有很高的要求[１４].所以如何弥补手工艺

人文化教育水平的缺陷是当今的重中之重.
笔者建议,首先,各类相关高等院校,应积极开

展传统手工艺方面专业的教育与人才的培养,开发

适应手工艺学习的教学体系与教育环境,在对专业

技艺进行学习的同时重视学生的文化、历史、美学、
市场营销与道德伦理教育,让新时代的手工艺人发

展成具有高超技艺的综合型艺术人才.当今的手工

艺已不仅仅是用来满足温饱的手段,更是民族与地

区文脉和历史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手工艺

传承人,应当树立更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力求将蕴

含着传统情怀与现代志趣的文化与美学元素融入我

国的工艺美术作品中,让手工艺成为我国国家形象

的重要名片.
成熟手工艺人可由政府、协会等机构组织高层

次培训学习,开拓思路、更创新高.近年来苏州镇湖

刺绣产业与清华大学、中央美院等知名院校合作,让
绣娘们有机会与国内著名画家直接接触学习,用美

术为刺绣提供了新的优秀创作灵感与素材[１７],为隐

居民间的技艺打开了学院艺术的天窗.
(三)与科技、新媒体相结合

科技相结合并不是指鼓励机器化批量生产,而
且鼓励手工艺人通过新的科技手段与媒体平台对自

己的产品进行营销、推广.一个产业,一个公司,一
种产品如果无法完成消费者群体的更新于传承,就
无法完成自身的延续.对于我国的传统民间手工业

产业来说,难点不仅仅在于传播与弘扬,更是在于要

在年轻人中进行传播与弘扬.如果不能把在青年消

费者群体中扎根,那无论如何产品也没有未来.
苏州８５后团扇匠人李晶所创立的嗜闲居工作

室,就是具有新思维的成功典范.他们将传统缂丝

技艺与现代审美和消费形式相结合,对传统纹样进

行现代化提升,以微商、淘宝店作为经营的主战场.
他们摆脱传统手工艺品经营的桎梏,嗜闲居的姑苏

团扇成功走出了文玩爱好者的小众圈子,与影视剧、
时尚芭莎、超模刘雯等的合作,让几千年前的缂丝团

扇焕发出新的光彩.
如今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人们的消费者习

惯、消费者模式与媒介接触点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手工艺品也不能只依赖着传统小农时代的销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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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应对新科技新媒体多接触多学习,与电子商务接

轨,做到线上与线下联动,扩大自身产品的认知度与

传播范围.青年市场代表着未来市场,如果手工艺

的发展不能适应当下青年人的消费模式,变会在未

来的市场中无法立足.
(四)促进品牌化发展

众多学者皆认为品牌化是传统手工艺发展的可

行之选.品牌作为“物质产品”、“情感利益”、“意义

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共同载体[１８],是传统手工艺产

品向现代市场进军的必经之路.确立品牌开发体系

可能帮助现有的粗放经营的传统手工艺产品明确自

身的品牌价值,细化产品分类,树立产品差异化理

念,明确发展方向,提升消费者忠诚度,能够帮助手

工艺产品更好地融入现代市场.
品牌化与产业化是相互推进的.品牌化可以推

动手工艺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也会为品牌化

的完善奠定稳固的基础.我国有很多传统手工艺品

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当市场扩大时,由于人力与资源

不足,无法满足大批量订单的需求,而难以扩大经

营.我国很多民间手工艺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与集

群性,如果能将当地手工艺人集中起来,以合作社或

产业园的形式,进行产业化发展,会有效增强手工艺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经济带动能力.
同时,品牌化经营也是对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

的保护.品牌的建立能够促进手工艺行业发展的规

范化,增强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推动商标体系建设与

品牌视觉系统标准化.但由于传统手工艺产品大多

具有地域性与公共性,其知识产权的归属会呈现出

多元化特征[１３].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

川成都地区出产的丝织提花织锦蜀锦为例,在其源

远流长的发展传承史中无论是文化内涵还是技巧艺

法都是由所有的蜀锦传承人、生产者所共享的,没有

哪一个企业或个人可以完全代表蜀锦或决定蜀锦的

未来.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区域公用品牌的建

设符合现阶段传统手工艺的发展需求.
目前学界对于区域公用品牌的界定尚不明

确,但不同学者间的观点相差并不大.浙江大学

胡晓云教授认为,区域公用品牌是指“特定区域

内相关组织和机构所共有的,在品牌建立的地域

范围、品牌品质管理、品牌使用许可、品牌行销与

传播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与行动,以联合提高区

域内外消费者的评价,使区域产品与区域形象共

同发展的品牌”[１９].区域公用品牌的相关权益不

归某个企业或集团、个人拥有,而为区域内相关

机构、企业、个人等所共有,品牌命名方式多为地

域名称加产品名称,如“盘锦大米”.目前我国区

域公用品牌的品牌主体多为相关行业协会,品牌

的组织建设模式多为政府支持与协会主导.
近几年我国农产品品牌化的推进如火如荼,众

多带有地理标志意义的农产品品牌都进行了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但目前手工艺品牌的发展与研究依然

属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区域公用品牌是建立在一定

区域内的独特资源基础上,对该区域有代表意义,并
能为该区域的美誉度、形象与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

献的品牌[２０],所以区域公用品牌的特性和要求与传

统手工艺的特点是非常吻合的.我国民间能够流传

至今的传统手工艺,大多是基于本地的历史、地理、
文化、生活、物产等特点所衍生出的,能够代表当地

特色的文化产品,而且手工艺品的成功推广所带来

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势必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与企业发

展形成积极影响.以手工艺品牌公用品牌“宝鸡凤

翔泥塑”为例,近年来凤翔泥塑的兴起推动了众多当

地相关企业的崛起,带动了刘营村７０％以上的农户

家庭从事泥塑产业,不仅解决了众多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也促进了整个凤翔县的经济发展[２１].
李秀丽、董珺[２１]认为手工业区域公用品牌具有

五个特性:第一,非排他性:即区域内的相关企业与个

人有权共享品牌效益.第二,非竞争性:一家企业的

扩张并不会影响区域内其他企业对该品牌的使用,同
时其他企业使用该区域品牌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
第三,权利主体分离性:即手工艺区域品牌的申请人

与所有使用者相分离.第四,外部性:即手工艺区域

品牌的某些使用者或使用单位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与

产生的相关影响会同时对区域内其他手工艺品生产

人或企业产生影响.第五,继承性:与其他新成立的

品牌不同,手工艺区域手工业品牌形神但是神不新.
手工艺区域公平品牌必然是通过区域内某些群体和

个人经过长期的探索发掘逐渐发展形成的,是一代代

手工艺人对传统技艺与文化不断传承的结果.
此外,由于对原产地的依赖性与使用主体的公

共性,地理标志产品与区域公用品牌成为了两个息

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概念.地理标志又名原产地标

志.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起源于一个多世纪前的法

国[２２].在我国,地理标志是指“某商品来源于某一

国家、地区或特定地方,且该商品的品质、信誉等特

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的标志”[２３].«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规定»中,地理标志产品的形成有两种情

况,一是在特定地区种植或养殖的产品,二是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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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特定地区并在本地区按照特定工艺生产或加工

的产品.所以,区域公用品牌与地理标志产品的内

涵联系紧密,很多区域公用品牌的核心与内容就是

由地理标志产品,比如“烟台苹果”既是一个水果的

区域公用品牌,同时又是地理标志产品.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分为瓜果蔬菜、粮食油

料、畜禽蛋奶、水产品、茶叶、中草药、烟草、食品饮

料、酒、轻工产品等十余类,其中多数为农产品.轻

工产品中包括瓷器、纺织品、乐器、服装等手工艺品.
地理标志体系不仅可以保护手工艺产品知识产权,
监督产品品质,维护市场秩序还会有效增加产品的

溢价价值.一项研究现实,葡萄牙消费者愿意为有

地理标志证明的葡萄酒多付３０％的价钱[２４].目前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网公示的地理标志产品

总计１７４４个,其中手工艺品仅有９２个,与农产品相

去甚远.这并非我国特有的情况,在以艺术闻名于

世的法国与意大利,手工艺品牌的品牌建设与地理

标志产品发展面临着同样尴尬的局面[２５].
我国手工艺的经营者多为个体艺人、工作室或

中小型企业,并不具备建设与维护品牌的资源与资

本,难以形成强大的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完善区

域公用品牌与地理标志产品建设,以区域的知名度

为依托,能够大大加深消费的品牌记忆与品牌认知,
从而加速品牌的推广进程.同时,以区域的名义发

展手工艺,能够激发手工品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挖掘,
更好地丰满产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乡土特色.

区域公用品牌成立的前提是政府的扶持,产业

协会的有效管理与相关部门的配合[２６],如这三者能

够有机运转,即可为现今粗放式发展的民间手工艺

产业进行精细化转型,为生产与经营提供科学的指

导与支持,同时能够将“散户”的手工艺人的联动起

来,扩大产出,提高生产效率,为市场规模的扩大和

产业化发展带来可能.

四、结　语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发迹之初依靠的就是传统

手工艺产品.他们之所以能完成从小作坊到顶级奢

侈品的转型,就是因为采用了现代化的品牌运营与

设计理念,才使得产品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最

大的升华[１２].传统手工艺品并不是与现代元素接

轨就会变成“挂羊头卖狗肉”.以传统文化为精髓,
以现代化营销为手段,通过政府扶持、教育跟进、科
技结合与品牌化打造,传统手工艺品才能得到真正

的传承与发扬.此外,本文借鉴如今我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的成功经验,建议传统手工艺产业也应

结合自身特色走上一条区域公用品牌化的创新发展

道路.
现阶段,区域公用品牌的研究依然处于新兴阶

段,手工业品的区域公用品牌方面理论与实践均存

在很大的空白,未来在手工业区域公用品牌的可行

性、操作流程、实践意义、价值评估等方面依然有着

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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