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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传统工艺的发展传承现状入手，提出了传统工艺日渐远离现代生活的根本原因，并根据传统工艺产品的造

型特点，分析了传统工艺的特性以及隐藏的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针对现代社会生活需求，整合各个要

素进行传统工艺的产品创新、制作创新、流通创新以及人才创新，从而使传统工艺重新走进现代人生活，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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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inheritance about the traditional craft, it put forward the

root causes that why the traditional craft was far away from the modern life. And it analyzed the property of the

traditional art and the hidden problem after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craft products. Based on it，it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traditional craft products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life in modern society. And it put forward an

idea of integration of all factors for design innovation, such as product innovation, fabrication innovation, circulation

innovation and the talents innovation. Then the traditional craft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 life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en could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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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代

表与象征，沉积着特定的时代与环境造就的特有价值

观和审美观，从其身上可以看到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生

活艺术与生活文化。传统工艺的发端起源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所需和生产所需，凭借着人类自身的智慧和

手艺，产生了大批量功能各具、美观与实用同在的生

活日用器具，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到了现代，这些原本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传统

工艺以及其造就的日用器具，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

异、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却开始与人们的生活渐行

渐远。在我国，这一现象尤为突出。这固然有社会大

环境对传统工艺忽视的客观原因存在，其最根本的原

因还在于传统工艺的发展在保留其精神内壳的同时

没能迎合现代人当下的生活所需，脱离了生活需求的

传统工艺以及其产品创造也就没有了扎根生存的土

壤。所以，传统工艺传承，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深

入挖掘现代生活需求，如何运用这些底蕴丰厚的传统

工艺为现代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通过要素整合创新

提供更合理有用的产品，使传统工艺借由这些产品重

新走进并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

1 传统工艺的特性再认识

传统工艺及其器具产品历来是用与美的完美结

合典范，凝结着人类自身的生活智慧，线条优雅、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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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工整、器形端庄、功能适度、取材天然，工艺本身的

造物之美以及器具所折射出的文化传承肌理，历时

久远却仍能让人闻其芳香，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情趣

[1]

。这一鲜明的特性到了当下，却恰恰成了一把双刃

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并且极大地制约了传统工艺

的发展。

1.1 材质特性

传统工艺多采用一些纯天然的材质进行手工制

作，不管是编扎工艺所用的草、竹、藤，还是雕刻工艺

所用的玉石、原木，从产品个体而言都非常绿色环保，

生产过程以及消费过程也很少产生污染

[2]

。但从大的

生态环境发展以及传统工艺可持续发展角度着眼，不

断地索取以及依赖天然材质，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一种

极大破坏，同时也给传统工艺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一

旦资源耗尽枯竭，传统工艺也就失去了其生存最基本

的基础环境，发展与传承就捉襟见肘，工艺衰退也就

不可避免。

1.2 手工制作特性

传统工艺多依赖手工制作，由此诞生的产品极富

创造者本身的个性和生活感悟，有着明显的创作者烙

印，因而每一件传统工艺产品都独一无二。这对身边

充斥着大工业生产的同质化产品的现代人来说弥足

珍贵，很多人正因为这一点而迷上传统工艺本身。然

而手工制作带来的劣势也一样明显，制作过程耗时

久、从业人员和生产规模受限、自我改造开发能力差，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传统工艺的进一步流通与

发展壮大

[3]

。

1.3 审美特性

传统工艺素以制作精美细致著称，故而技艺较为

繁琐堆砌，很多传世的传统工艺品有着现代人难以想

象的美轮美奂，这是古人对日用器具的品质追求以及

其审美特性的一种极大表现，也因此吸引了很大一部

分人的目光。可是也不难发现，传统工艺背后所隐藏

的精雕细琢的艺术追求固然令人赞叹与欣赏，但从根

本上说这一审美特性在现代生活中已经缺乏根基，因

其与现代人追求简约的审美情趣与需求完全相悖，市

场低迷在所难免。

1.4 传承特性

传统工艺传承方式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是口

口相传的师徒制，技师与传人之间的面对面长时间授

艺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技艺传承的完整性，但这种传承

方式也相对脆弱，极易出现人才断层与流失，使得传

统工艺的发展潜藏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在没有大工

业生产普及、也没有那么多外在从业诱惑的年代，经

年累月的从业训练可以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工

艺传人，但到了现代，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核算直接

导致传统工艺后继乏人，面临“人在技在，人亡艺绝”

的困境，传承之路越走越窄。

2 传统工艺传承中的要素整合创新策略

面对传统工艺上述特性不难发现，要想形成广义

上的流通与传承，应该以开放的体系整合各类要素进

行设计创新，而不仅仅是从艺术、历史、文化角度研究

其发展。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2.1 整合现代工业设计的产品创新

目前市面上常接触到的传统工艺产品主要有 2

类：量小、天然、纯手工制作的大师级经典作品，以及

器形守旧却利用机器生产进行机械复制的传统工艺

品；前者走高端艺术品路线，普通人不可企及，后者则

不仅已经失去传统工艺最核心的精致手工附加值，也

没有在形式功能上构成创新，因此形似却神散，吸引

不了人们的关注与购买

[4]

。故而，要想在现代社会找

到生存土壤，恢复良性发展的尊严与自信，整合现代

工业设计与创新理念实现传统工艺的产品创新刻不

容缓，因为产品才是传统工艺的最终承载者，它可以

带着传统工艺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以设计创新消减传统工艺产

品在现代生活中惯有的违和感，延续传统的同时赋以

其时代潮流感，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和现代人审美情

趣的实用产品。需要对产品的器形及纹样重新设计，

传统纹样形式需简洁、明快、抽象、写意，符合现代审

美；对于传统器形，一方面可以重新构思新造型，另一

方面对一些历经时代变迁依然可以在当代绽放异彩

的器形，可以选择沿袭，转而从材料工艺选择上贴近

现代生活审美

[5]

。其次，要以设计创新解决原有产品

品种单一的问题，实现产品的多层次、多样化设计，针

对不同的消费群体确立不同的产品线，产品需求细分

化，以满足更多更广的人群购买需求。

2.2 整合现代技术与材料的制作创新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整合具有时代特性的新技术

与新材料，赋予传统工艺新的“造血功能”，可以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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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艺的制作创新带来完全不同的面貌。新材料和

新技术的整合不是简单的材料和工艺替代，简单的替

代会使传统工艺精神与特性尽失，需要做的是增加新

材料以丰富传统材料的质感和品相，在生产技艺中融

入现代科技，运用现代技术来提升传统工艺制作能

力，从而使其生产能更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跟

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6]

。日本的一些尝试非常值得借鉴

和参考。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利用X光等现代技术手

段对传统漆器的原料配方、工艺技巧和艺术造型进行

分析、鉴别、研究，因此获得的诸多研究成果也给日本

的漆器创新之路带来了新思路与新方向。与此同时，

日本漆器生产已经形成生产流水，漆器产品规格化、

标准化、精密化，如此则既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也

降低了生产成本

[7]

。

同样，也可以尝试扩大传统材料与技术在现代产

品中的适用范畴，大力拓展其运用领域。例如青花

瓷，传统意义上常被用于一些餐具、饮具以及摆件等

产品的设计，到了现代，可以充分发挥其清雅以及易

塑形的特点，将其运用在窗帘杆、门把手等许多日用

设计应用上。一如漆器，它不仅可以在家具以及日用

器具中运用，它同样也可以在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等

产品领域中延伸运用，如此传统工艺的传承方可得到

较好的良性循环。

2.3 整合现代市场理念的流通创新

近数十年来，中国传统工艺品都以出口海外为

主，海外市场的进退直接影响到国内传统工艺产品生

产的兴旺衰退，过分的依赖出口也使其产品在国内市

场无法形成正常的流通，从而也无法形成固定的消费

群体。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剧，国际化竞

争日益白热化的当下，传统意义上简单的生产+销售

的销售策略与流通渠道只会使经营惨淡的传统工艺

市场积重难返。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任何产品一样，

传统工艺要想实现流通创新，必须要整合现代市场理

念与现代营销理念，打造传统工艺“微笑曲线”，通过

品牌、行销渠道、运筹能力等提升其工艺、制造与规模

的附加价值，通过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渗透延伸来创

造更多的传统工艺价值，以获得持续的流通竞争力。

这方面“谭木匠”就是一个很好的先行者，它将传统工

艺精神与现代市场运营结合得相当完美，一把原本简

单的木质梳子，实现了传统工艺精神、传统人文元素

以及现代艺术气质的和谐融合，使得这个品牌牢牢立

足于同类产品市场屹立不倒。

2.4 整合现代设计教育的人才创新

上文已经提及，只有当大批量的传统工艺创新产

品以各种姿态走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现代

生活添光加彩甚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统工艺才真

正实现了传承。这不仅仅需要产品的设计创新、制作

创新、流通创新，更需要传统工艺从业人员的结构创

新。从业人员结构的固化必然带来思维的固化，创新

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传统的手工艺从业人员关注更

多的是技艺本身，产品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故而传

统工艺需要完成从业人员的结构创新，通过设计创新

力量的加入来提高传统工艺产品的创作能力，实现产

品由匠气到灵气的转变

[8]

。这就需要整合现代设计教

育理念，在传统工艺人才储备上实施改革。技艺的口

口相传已无法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实现从业人员的扩

容，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复兴只依靠单一知识背景下的

专门人才培养与储备，同样也实现不了进一步的发展

与创新。故而有必要调整传统工艺从业人员的知识

结构与专业背景结构，有必要吸纳更多的设计专业人

才以及非设计专业人才的加入，从不同领域出发重新

解构思考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以多学科知识的交

叉带来更新更巧更强的创造力。

3 结语

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世界文化渐趋多

元，新一轮的文化消费热潮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人

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充满着历史感与文化感的传统

工艺产品，越来越多的有识人士开始呼吁中国要从

“制造大国”走向“创造大国”，呼吁人们重新思考传

统文化价值，重新用传统工艺产品的创新构建中华

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此同时，工业化社会进程带

来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与危害使得人们开始对日常

生活中物质过度消费与资源大量消耗的机械文明开

始了反思，人们渐渐从最初对物质需求的追逐转向

精神追求，对消费品的品质要求逐渐提高，强调消费

品的独特性与个性，对复制性弱的传统手工产品的

兴趣逐步变大。传统工艺在 21世纪迎来了传承与发

展的新机遇，这一时刻，传承过程中的要素整合创新

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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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时代人格魅力成为与消费者沟通的心灵符号。

这些形象最终都通过包装或产品媒介传达，借着卡通

可亲的魅力，进而形成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认知和

忠诚度，从而保证了品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优

化。这正是品牌采用的亲和攻心策略。

可口可乐针对亚洲市场推出的“酷儿（Qoo）”果汁

饮料，见图6。抓住了儿童的消费心理，塑造了一个憨

态可拘的大头娃娃角色来做产品的形象代言人。包

装上“酷儿”酷酷的动作，广告语“好喝就说Qoo”。可

口可乐“酷儿”的营销模式，“是中国“酷”文化营销水

平上的一个成功标志”

[5]

，以“酷”感魅力赢得了消费者

的狂热追捧，为品牌迅速抢占中国地区非碳酸饮料市

场立下了功劳。营销角色，攻心为上。

产品包装的销售过程，伴随着每一次包装终端促

销的推广，促进了品牌文化的深化，而每一次传播行

销都是对角色形象及品牌资产的积累和贡献。

5 结语

“品牌角色”在营销中的意义，不只是促销产品这

么简单，潜在的真实意义是创造性的营销品牌。市场

的竞争最终是品牌形象的竞争，“而品牌形象的核心

靠品牌的“角色感”

[6]

。角色感则依赖价值观念、性格

特征、生活情调、身份表现、文化、心理等层面来保障

一个企业品牌的内在魅力”。角色归属于品牌，角色

与品牌共舞，共同打造与保持市场营销优势。而角色

在包装形象上的积极塑造，在终端销售中“以情动人”

和“智慧”的营销策略功不可没，是其它包装形式诉求

难以达到的营销效力。一个成功的角色形象，其影响

远远超过品牌形象，成为一种时尚，不受人物明星过

气和被稀释的影响，甚至跨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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