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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普化设计与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方法方法 运用艺术设计学中的

视觉设计方法，对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归纳、分类，分析其美学价值和艺术特征，然后进行视觉形

象设计。通过品牌化视觉传播的对外展示，让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节奏产生共鸣。结论结论

提升传统工艺美术形式的现代设计感，呈现牙雕、玉雕、木雕、广彩、广绣等广州传统手工艺新的活力，

拓展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普化的视觉表现语言，并扩大其传播效果，为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普化

传播提供新的推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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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method and path of visual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zhou. Methods It categorized and analyzed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features by using
the ways of visual design，then designed its visual image to make the Guangzho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nating with
the pace of modern life through external display of branded visual communication. Conclusion It upgraded the modern
design forms of the traditional arts and crafts，presented a new dynamic for the traditional crafts such as ivory carving，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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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主要集中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工艺技师的传承，博物

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等方面。高校大学生作为

知识承载和传播的重要群体之一，在他们当中进行非

物质文化遗产科普化的调查和研究，还并不多见。每

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一门技术工艺的系统体系，

从民俗学、艺术学、设计学和传播学专业特征出发，综

合相关理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推广呈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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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面貌，从而丰富传播对象，扩大传播效果。

1 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区生活情感、文化精神和日

常审美的集中体现，具有世代相传、历史绵延的特

征。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种类

繁多，其历史人文有着深厚积淀。目前，广东省有74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2个项目入选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排头兵，其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造

成岭南文化、广府文化中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不

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另外，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文化

生态危机，使区域传统文化精神个性消失，世界文化

呈现一元性特征。

昔日在广州常见的“三雕一彩一绣”（牙雕、玉雕、

木雕、广彩、广绣），如今主要在博物馆、工艺美术馆等

公共展览空间才能看到。以往人们能够近距离欣赏

它们，如今只能在玻璃罩的外围观看，失去了物与心

的碰撞。“想象”是形容普通人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了

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词汇，这不免使人心生无奈

和感伤。

广彩许恩福大师说：“一个50 cm的花瓶就要做半

年。”自从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解散后，工艺大师四

处流散，现在能创作的只有十多人，基本上处于失传

的状态[1]。这是广彩的境况，广州其他传统工艺也面

临不同的困境。四代从事广绣的许炽光，后人却不再

从事广绣行业。广绣大师陈少芳的后人，也是在她的

劝说下才开始从事此行业，而家族内能够继承她技艺

的人，至今也没有找到。广州玉器交易市场虽然依旧

热闹繁荣，但是与之相对的传统玉雕制作工艺却逐渐

走向衰落，面临后继无人的无奈境地。市场上的玉雕

作品粗制滥造，缺乏创新，现在的工艺师傅没有老一

辈工艺师傅的热情和动力。国家级象牙工艺美术大

师潘楚钜，不但他的儿子没有继承牙雕事业，而且他

后来也离开了曾让自己名满天下的牙雕行业，成了儿

子搬家公司的合作者，这令行内人唏嘘不已[2]。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成为全世界越

来越受到关注的概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

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政府

的扶持倡导下，2006年，广州牙雕和广绣一起被列入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广州玉雕和广彩

烧制技艺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广州牙雕、玉雕、

广彩和广绣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从目

前的调研来看，这样的保护主要还是在“系统”内部进

行，应该让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普宣传走进更多

人的视野，这样的传承才更有意义。

2 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设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把非物

质文化遗产看作科普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熟悉、参

与和传播，把地方传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从设计美学的角度，对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归类，分析其设计美学价值和特点，运用插图、符

号、文字、色彩等设计元素表现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普及民众了解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播范畴，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1 品牌设计

广州大学岭南艺术重点研究基地，从2011年开始

招收研究岭南工艺美术的专业硕士，采用双师型教育

模式，从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共同入手，培养广绣等

传统优秀手工艺的开发、研究人员，为传承传统文化

提供新平台[3]。2009年6月9日，广州美术学院装饰艺

术系岭南民间艺术研究室召集全国近30位学者、专家

和工艺大师，共同研讨“岭南地域文化艺术的再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走进大学课堂”，深入挖掘

地域文化艺术中的人文精神，促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4]。目前，这些在高校采取的举措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科普化有一定的效果。然而，牙雕、玉雕、广

彩、广绣等广州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品牌设计

比较薄弱，推广形式也很陈旧。在市场化的社会中，

人们需要有品牌化的意识，以扩大认知度。面对时代

的变迁，传统工艺品要改变陈旧的思维模式，与现代

商品社会的消费习惯相结合是重要的方式之一。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趣的消失，其原因有以

下两方面：一方面，这些工艺品的制作工序和技术离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使普通百姓缺乏眼见为实的感

受；另一方面，大部分传统工艺品抵抗不了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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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械蚕蚀。快消费的商品经济和对西方现代生活

方式的模仿，挤占了传统工艺美术品的生存空间。如

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停留在封闭的空间里，

不注入现代意识，那么它的普及程度依旧只是小范围

的自编自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品牌观念，

是加速传统工艺美术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方式。符号

语言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规律的把握，对传统文化符号

传达寓意和思想情感的变化方式的把握[5]。提炼广州

“三雕一彩一绣”工艺的典型符号，运用现代的设计理

念进行视觉设计，并以品牌思路的方式宣传广州非物

质文化遗产，才能让普通百姓真正接受。

广绣、玉雕、广彩品牌的标志设计见图1，设计师

从现代品牌营销的概念出发，对广绣、玉雕、广彩进行

全新的视觉设计，恰当地选择和提取形态，然后结合

打散、重构、回转、错位等手法加以重新组合设计，这

样的图形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又不失现代

设计的时代感和独特的个性[6]。“蚕棉锦绣”、“大器广

雕”和“瓷器人”的品牌名称是从现代商品消费的视角

出发，既考虑了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工艺技术

的特点，又在视觉形态上注重了现代设计形式感的表

达。当一个物件有了自己的品牌名称后，人们就不会

停留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笼统概念里。差异化

的品牌视觉设计对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普化有

着直观的促进作用。

2.2 整合设计

2007年2月，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

广州市文化馆成立，负责指导开展和组织实施全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申报、保护、展览、宣传、

推介及交流传播工作。中心还通过非遗资源库、非遗

传承班、非遗培训、非遗走进大学等活动，普及广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不过这些活动相对独立和

分散，传播效果也有限。在消费经济的时代背景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进博物馆，也要进入生活和市

场。“非遗”不是死去的历史，传承不仅要确保其表现

形态存续，还要使其重新融入民众生活，在现代社会

的生活土壤中结出创新之果[7]。

在过去，广绣、玉雕、牙雕和广彩都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能够用到的物件。从设计、制作、改良，到最后的

流通环节都会考虑当时人们的喜好和市场行情。其

制作过程是一个整合设计的过程，从工艺技师、商贩

到购买者，有着连贯的流程。而今天，非物质文化遗

产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后人只能靠“听说”来想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的辉

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发掘、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着重研讨传统工艺产业向

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和升级的策略。开拓传统文化工

艺动漫、玩具、游戏等现代文化传播途径，进一步拓展

到文化旅游、文化地产等蓝海产业，从而科学构建多

维度的传统文化产业集群[8]。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整合设计，是以上述品牌形象为核心，利用广告、海

报、包装、型录、网页、移动终端等形式进行多渠道的

整合设计，深入挖掘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视觉

形象。广绣、玉雕、广彩品牌的视觉形象见图2-4，设

计师抓住传统工艺的典型特征，用现代的视觉设计方

法，整合形象，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

图1 广绣、玉雕、广彩品牌的标志设计

Fig.1 Logo design of canton embroidery，jade carving and canton

enamel

图2 广绣、玉雕、广彩品牌的广告设计

Fig.2 Advertisement design of canton embroidery，jade carving

and canton en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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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

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普化的传播策略是多维

的，而非仅有政府决策或者相关专家单一的研究。其

传播策略既需要政府有效引导，整合学术资源，研究

多学科的交叉理论，又要注重市场化的运行规律。从

民俗学、设计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将广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海报、包装、书籍等设计形式进行视觉表达，用展

览的形式推广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面向大众进

行科普化宣传，从而提高人们对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关注度，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参与其中，使传统工艺

美术转向活态传承的阶段。

广绣是一门眼、手、脑齐心合力的工艺，工具的转

换，针线的交织，承载刺绣人之所思[9]。如何有效地把

刺绣技师的这种内在情感与观众之间进行有效互动，

让人们真正喜爱上广绣，让广绣在人们现代物质生活

中占据一席之地，互联网便是快速的渠道。当前，微

信、微博、APP终端应用能够缩短沟通的时间和空间，

它们逐渐成为人们随时关注的信息媒介。这些应用

程序可以及时更新，可静可动，互动效果十分明显。

广绣品牌的APP应用见图5，设计师把广绣的历史、现

代发展、相关制作工艺、品牌视觉形象、广告宣传和意

见反馈等内容用互联网的大数据思维进行传播、推

广，不仅形式新颖，而且紧跟时代潮流，能够让更多年

轻人关注广绣的发展历史和现代传承。

4 结语

扩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加深民众对民间

工艺美术价值的认识，民乐于艺，提高大众的审美水

平，是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普化的视觉设计与传播

的目的所在。在教育系统普及工艺美术鉴赏知识，让

人们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解、欣赏工艺美术作品，

从而带动行业的发展[10]。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普化

的传播和推广建立在行业内部自我认知和发展的前

提下，结合目前消费市场趋势，拓展广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播的外部环境，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利用高

校资源无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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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玉雕、广彩品牌的包装设计

Fig.3 Packaging design of jade carving and canton enamel

图4 广绣品牌的书籍宣传

Fig.4 Book propaganda of canton embroidery

图5 广绣品牌的APP应用

Fig.5 APP of canton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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