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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传统民间技艺的生活传承方式，解决传统民间技艺生产和现代工业大批量生产之间的

矛盾。方法 以总结归纳生活传承的表达方式为基础，通过对民众的功能需求分析，将传统民间工艺品

进行针对性层级划分研究。结果 得出以消费市场需求为主导的装饰性层级、半装饰性层级以及实用类

层级为主轴的层级划分方法，并根据层次划分定位设计方向和制作方式。结论 通过对以需求为主导的

层级划分，有效地处理了传统民间技艺中生活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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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Folk Skill 

ZHANG Yan, ZHONG Lei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living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folk art, to resolv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folk art pro-

duction and modern 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 Bases on the summary and conclusion of expression of living heritage, it ana-

lyzes people's practical requirements to research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arts and crafts. This results in consumer 

demand oriented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decorative level, semi-decorative and practical level. Based on that, design direction 

and production methods are determined as well. Through demand-driven classification, conflict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folk art 

production and modern 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 are effectively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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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民间技艺的发展始于人类对工具的使

用，也伴随着中华 5000 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时

代文化语言的实用性表达，反映了不同阶段人们的

生活状态、审美价值和理想及精神追求，是凝结着

劳动人民智慧的宝贵物质财富。从历史上看，以欣

赏为目的的传统民间技艺包括竹雕臂搁、顾绣等，

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符合时代背景下的人文志趣且

手工技艺精湛等特点；以生产生活为目的的传统民

间技艺，是伴随时代发展，在生产中不断创新发展，

继而代代相传延续下来的，具有实用性强、传承度

较高、较强生活传承能力等特点。传统民间技艺的

生活传承研究，就是针对以生产生活为目的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而展开的探索分析。 

1  传统民间技艺的内蕴特征分析 

传统民间技艺中最核心的内蕴特征应属其实用

性，从最早远古人类工具的发明可以看出，任何功

能和需求都以服务日常生活为目的，手工艺美则是

依附于生活使用和艺术创作的。柳宗悦在文章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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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没有与大地相隔离的器物，也没有与人类相分离

的器具，这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服务的生活

用品。若是因故离开了用途，器物便会失去生命。

如果不堪使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1]。” 生存使用需

求为人类创造出劳动工具，以使用功能为主导核心，

伴随社会发展人类开始对审美和精神享受有了更高

的追求。传统民间技艺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发展，具

有一定的活态流变特征，即以使用功能为主线，伴

随时代的推移、文化的演变、需求的更新，不断改

良和提升成为新的形式，以适应时代需求。同时，

其改良也具有一定连续性特征，是人文历史的积淀、

使用功能的完善和核心价值的继承[2]。传统民间技艺

来源于生活且应用于生活，多数为日常生活用品及

必需品，价格较低且具有广泛性，生产者往往出自

民间匠人。传统民间技艺本着尊重自然、融于自然、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发展，与现代人追求低碳环

保的思想不谋而合。传统民间技艺发展还与市场需

求息息相关，产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生产与消费

密切联系，没有消费市场，生产就是资源的浪费，

因此，民众的消费需求从实质上决定了生产型传统

民间技艺的传承与发展[3]。 

2  生活传承中的活态表达 

2.1  生产生活性表达 

在经济学概念中“生产”联系着消费和市场，产品

的功能是否能够对应市场和消费需求是生产能够顺

利进行的关键要素。传统民间手工产品不仅承载着

匠人们的精湛技艺，也交织着特殊的地域文化情怀。

传统民间技艺的传承需要生产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现今部分民间技艺因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走向

消失灭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消费市场的缺失，民

众对其产品没有使用需求。传统民间手工艺产品一

般以使用天然材料，利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制造具

有日常使用功能的产品，同时表达出特有的地域文

化性。传统民间技艺是在生产中产生的，与民众的

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一个生活系统，系统

中的每个要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系统的稳定

性，如果系统中某个因素的需求改变或提高，可能

直接引导某种文化的价值走向的改变，甚至导致某

种文化的消亡[4]。对于人类来说，文化资源的消亡是

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失，因此，从生活生产中保护传

统民间技艺传承发展是坚定且必要的。 

从生活中传承下来的传统民间技艺，在保持其

文化价值内蕴与核心工艺的前提下，也应伴随时代

发展进行多层次的并行发展模式。生产源于市场需

求，当市场需求过量的情况下，原有传统技艺就会

出现时效性的落差[5]。不同的传统手工产品可以根据

制作的不同工序，部分融入现代化加工工艺，提高

产品制造效率，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消费需求。

机械化加工与手工制作适度结合的方式，能够更好

地表达传统民间技艺的生产性。在一些技术难度较

高且更具个人创作发挥的环节坚持手工制作，确保

产品的精良性和独一性；在某些强度较大且具有重

复性机械运动的步骤上，可以采用机器加工以节省

人力资源进行更深入的创新研究。 

布老虎，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起源于民众对虎图腾的崇拜。其

文化寓意大多来源于民间的故事传说，蕴含着人们

对吉祥安康的追求和幸福生活的渴望。布老虎是传

统民间技艺在生活传承中效果较好的典型，其生产

始终紧贴民众的生活需求，不仅具有合理的使用功

能而且还融入了民俗文化内涵。鲁南地区则盛行在

新生儿出生剪发的时候，长辈送来布老虎以示祝福；

在端午节期间，将老虎缝在孩子肩膀上用以镇邪除

恶。从生产性需求看，民众对布老虎的需求也可进

行层次划分，把具有收藏需求的产品进行全手工制

作；节日、仪式等活动的产品进行手工与机械生产

相结合的形式；而日用品层次的产品，可以采用机

械化生产的形式制作。既满足了消费市场需求，又

保护和传承了传统民间技艺的文化内蕴，布老虎帽

见图 1（图 1—2 均摘自百度图库）。 

2.2  艺术性表达 

传统民间技艺之美体现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是

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是历史文化的传承与表达[6]。起源于秦汉、魏晋时期的

服饰云肩，其材质较硬，造型两端上翘，图案上选用

卷云纹样，是具有中式结构和纹样的代表性服饰。在

设计上针对每个女性特殊身形拆分云肩造型结构和图

形结构，力图符合每个女性的不同需求，进而达到饱

满和丰厚的效果。在“云肩”艺术之美的传承发展中，

具有主观能动性较强的步骤方面应该继续保持设计的

原真性，通过口传心授等方式传承并创新发展。例如，

量体裁衣比例、造型结构及云纹结构的设计中应保留

传统工艺方式；对一些重复性、机械性的工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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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在保留传统民间技艺设计内涵

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效率，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

避免千篇一律的大机械生产方式，造成降低文化内蕴

的严重后果。云肩见见图 2。 

   

 

传统民间技艺的艺术性表达是建立在对工艺流

程与核心技术的保护上，是独一无二且神秘莫测的

美[7]。景德镇瓷器的制作看似机械模式的大批量生

产，其实内部工序都需要技艺精湛的技术人员把控。

胚房内部从成型、利胚到施釉干燥，颜料炼制工艺

中从洗料、炒料到起钵晾干，每一个步骤都存在人

主观意愿对产品质量的把控，这些环节无不体现传

统民间技艺神秘的艺术美。陶瓷艺术是传统民间技

艺在生活传承中的代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

器皿的使用，根据时代发展的不同需求，陶瓷制作

技术不断传承创新。此类产品在消费市场中也呈现

出明显的层级分类，包括艺术价值较高的装饰艺术

类、使用价值较高的生活类实用器皿、礼仪节日礼

品类器皿等。 

2.3  商业性表达 

传统民间技艺的生活传承也表现在商业性方

面。生产离不开使用和销售，市场需求决定产品的

设计定位和方向。传统民间技艺已经不只局限于生

活使用，还涉及到艺术价值的追求及节日礼品、信

仰祭祀等各个方面，涉及到的商品包括刺绣、面点、

工具、玩具、服饰、神、儒等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从商业性角度，根据消费市场需求可以将生产型民

间工艺品分层级进行设计生产包括以满足审美需

求为核心的装饰艺术层级，以保持历史传承的原真

性为原则，蕴含饱满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传承价

值。此类产品一般价格较高，严格要求传承人的纯

手工制作、材料、工具的生态原始性，蕴含着传承

人对产品文化的感悟和历史的沉淀，以博物馆展示

和收藏等为主要用途。以满足信仰、节日、礼品需

求的半装饰艺术层级，此类产品要求核心步骤的原

真性，部分重复性、机械性加工工艺可使用批量生

产方式以增加产量，以满足使用需求，此层级产品

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域文化的缩影，但是成本价格能

够被大众接受，使传统民间技艺和文化能够更广泛

传播。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为核心的实用类层级，

此类产品的核心功能就是提供给使用者完整合理

的使用功能，可以完全使用机械化生产，在制作和

造型设计上提取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抽象整合，是传

统民间工艺的功能性生活传承的最直白表达，一般

成本较低，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 

3  问题与措施 

问题 1：传统民间技艺是建立在地域性、民族性

特征基础上的为民众服务的产品，具有饱满的审美

意蕴和人文情趣[8]。民间匠人在制作产品时也将历

史、民族、地域等文化融入到产品中，并跟随匠人

对产品的理解和功能的探索展开个性化设计与加

工。大工业生产主要解决了批量化生产的问题，但

是却漠视了手工加工工艺中对情趣、文化等方面的

传承，推崇以功能为核心，因此，在市场定位中应

注意产品层级分类的处理，按不同市场需求定位产

品层级，如装饰艺术层级、半装饰艺术层级以及实

用类层级等，走定向化生产销售路线。 

问题 2：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大批现代电子信息

化产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9]，使传统民间技艺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不再能够引起年青一代人的

重视和欣赏，导致部分传统民间技艺的受众范围越

来越窄，难以继续有效地传承发展。针对此类问题，

应该从学生时期入手，在义务教育中弘扬民族传统

文化，让传统民间技艺勾起学生的学习和实践热情，

从而更好地在生活中传承。 

问题 3：传统民间技艺原真性的保持与现代社会

的环保低碳理念的融合和矛盾。传统民间技艺的原

真性、生活化，强调制作手工化与加工材料的生态

原始性。从低碳环保的角度考量，传统民间技艺充

分印证了生态循环的理念，但在大量生产的过程中，

材料的选取上若全部使用原始生态材料，那么，自

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将被破坏。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

大量优质的自然资源的替代材料降低了生产成本，

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可以为批量的加工生产提

供服务。针对此类问题，合理清晰的市场需求层级

定位能够通过产品的销售方向确定，例如实用类层

图 2  云肩 

Fig.2 Cloud shoulder
图 1  布老虎帽 

Fig.1 Cloth tiger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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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具有生活传承意义的批量产品，可以选用现代

新型材料，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 

4  结语 

 近几年，从社会到政府都对传统民间技艺的传

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法规的出台，更加增强了传统民间技艺的自信

心[10—11]。传统民间技艺的核心内蕴特征在于其生产

和生活使用性的表达，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人文情

趣、审美价值的综合体现。在现代生活中通过消费

层级的划分，确定不同消费目的的传统民间产品定

位，解决传统民间技艺生产和现代工业大批量生产

之间的矛盾。培养民众在生活习惯中明确划分产品

层级的意识，使其在生活中更加积极地传承发展传

统民间技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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