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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中国传统工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创新设计。方法 分析中国传统工艺与创新设计的

现状与问题，探讨传统工艺与创新设计之间的关系，大力挖掘和倡导传统工艺中的工匠精神，发挥“一

带一路”的文化功能，承续中国精神，充分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结论 通过科学有效的创新措

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及精髓，打造具有“中国精神、世界身份”

的艺术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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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Craft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ZHU Jin-hui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By mean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 in innovative design,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raft and innovative design, exploits and advocates the spirit of artisan in the tradi-
tional craft and gives full play to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hile inheriting Chinese spirits, in order to 
full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de in China" to "created in China". It's concluded that the pursuit for creating an 
art card of "Chinese spirit, world recognition" can come true by adopting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innovative measures, 
achieving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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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设计是文化与科技的结合，自从公立包

豪斯学校校长格罗皮乌斯提出“艺术与技术新统一”

的理念开始，现代设计应运而生，并对世界现代设计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和市场经济的推动，艺术设计已成为现代艺术的重要

领域之一。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现代艺术设计与

中国传统工艺中的工匠精神相融合，有助于推动艺术

设计的长远发展。 

1  中国设计“再出发” 

1.1  中国设计的落后现状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让中国人至今引

以为豪的科技发明和艺术创造，尤其是传统手工业领

域，从先秦的《墨子》《周礼·考工记》，到宋代的

《营造法式》和明代的《天工开物》等，无不绽放着

智慧的光芒，体现着创新的精神。但是世界工业革命

以后，随着西方各国工业革命的迅速开展，中国明代

中叶以后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近代以来长期的战

乱，使得中国的工业、制造业等与设计有关的行业都

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并最终远远落后于西方。 

自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

中国的艺术设计行业才逐渐复苏，进而蓬勃发展起

来。在日益繁荣的大潮中，艺术设计作为视觉艺术主

体之一，其在功能、意义和形式上皆深受西方艺术设

计风格的影响，还没有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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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相比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中国的艺术设

计实际上依然相对落后，这也为中国艺术设计走向复

兴并最终“走出去”增添了紧迫感。 

1.2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在制造业领域，目前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大

国，但在很多核心技术领域，还处于引进和学习阶段，

因此，努力实现关键技术的创新，积极开发新产品和

新技术，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依

靠创新形成独特的智造技术和制造业升级路径，是我

国制造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制造”和“中国

智造”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加注重产品科技含

量的提高、关键技术的创新、重大难关的突破，并能

够坚持不懈地研发新技术与新产品，使我国从制造大

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制造企业坚持弘扬工匠精神、

不断打造制造精品，将会更大程度地提升我国制造业

国际竞争力，进而持续推动制造强国的建设进程[1]。” 

在艺术设计领域，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必须

实现从大批量“制造”向高质量“创造”的转变。在中国

科技日新月异、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有理由相

信，21 世纪必将是中国设计“再出发”的新世纪，也是

中国美学再次整合、重新绽放光辉的“大时代”。21

世纪的设计从业者必须肩负起开拓新的美学理念、展

现新的美学语汇的伟大使命，生产出“传播当代中国

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无愧于这个伟大

民族和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2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统工艺与工匠精神 

2.1  积极发挥“一带一路”的文化功能 

无论是古老的“丝绸之路”，还是“一带一路”战略

决策下的“新丝绸之路”，都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及中国

形象的树立密切相关。“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文明之

路、艺术之路、创新之路，在历史上对于传播中华优

秀文化，促进中国科技发明和艺术设计等，都起到过

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

是历史选择的回归，面对“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如

何 承 载 并 开 拓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的 灿 烂 艺 术 文

明？怎样切实有效推动中外艺术设计全方位交流，在

文化认同基础上构建中国设计精神？在“一带一路”

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

通的大背景下，推动艺术设计与科技、旅游、金融、

制造业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途径又在哪里？这

是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的新任务。着眼于从“一带一

路”，努力发挥其作为文化载体和设计之路的功能，

积极推动中国设计“走出去”，以艺术设计这种大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营造浓厚的“一带一路”文化氛围，促

进中国设计家在更广阔的天地进行创造。 

目前，中国设计亟待在国际舞台发挥号召力、说

服力和吸引力，以更加积极鲜明的姿态参与新一轮区

域乃至国际发展竞争。发挥“一带一路”传统工艺文脉

及工匠精神，不仅能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灿烂艺

术，而且还能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间设计的

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于交流互鉴下共

同发展，为东西方艺术设计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

境，使中国艺术设计传播大国影响，发扬大国风范。 

2.2  挖掘传统工艺的精神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设计理念逐渐成为当代

设计领域追求的时尚，在这样的概念趋向引领下，设

计界对西方风格的推崇模仿一度蔚然成风，一定程度

上吸纳其他地缘文化区域内设计风格和理念，同时也

导致误区的形成，对国外设计的生搬硬套不仅显得僵

化尴尬，导致观念的迷失，而本土的传统工艺却变成

“落后”的障碍。实际上，设计师在传统文化的启迪下，

也可以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设

计的关系，对美术设计的繁荣至关重要。 

关注艺术设计成果的现实转化和创新发展，是

“一带一路”下传统工艺创新设计的一大契机。在这个

大主题下，深入把握中国设计的“精神追求”，用科学

发展观弘扬传统文化，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要

求，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

怀人类，面向未来，构建新时期视域下展现中国特色

的新美术精神，在艺术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助推

社会发展，培育时代新人。凝练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

文化中艺术设计的精髓与时代生命力，努力使中华民

族最美的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语境相适应、相协调，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构建先进文化传承体系，延

续历史文脉，展示中华之美，为民族艺术可持续繁荣

发展培养具有中国基因的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东西

文化商贸交汇的重要枢纽。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开始，“一带一路”战略便被建设成“对话之

路、开放之路、经贸之路、科技之路、文化之路”，

不仅涉及经济贸易，而且还关联多种人类活动，包括

文化、艺术、宗教、科技、交通、经贸及国际关系，

其精神内涵是坚持合作共赢，促进文明互惠，它是促

进文明互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对

设计领域的从业者来说，“一带一路”不仅是战略思

想，而且还是承载文化输出、沟通艺术交流的“桥梁”

与“纽带”，是促进艺术繁荣，推动文化发展、扩大中

国国际影响的重要资源，对助力当今中国迈入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新常态发展轨迹具有深远意义，尤其



第 38 卷  第 14 期 朱尽晖：“一带一路”背景下传统工艺的创新设计 7 

 

是推动中国设计有效转换成文化“软实力”，推动建设

亚太、亚欧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化发展平台。当

前，精准把握新形势，承担新任务，履行新职责，结

合经济文化发展现状，通过科学有效的创新措施，进

一步弘扬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及精髓，是当代设计推

动学科发展和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积极提倡工匠精神，努力培

养中国工艺的创新设计能力，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实

现民族复兴，提升国际竞争的关键因素。在新形势下，

紧抓机遇，站在国家文化战略高度扩大国家意识传播，

对中国艺术设计整体软实力进行全面评估、重新审视、

总体规划和深度整合，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决策，提升

中国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国文化资源走出去，支撑华

夏文脉承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为子孙后

代留下可资利用的文化给养。 

3  传统工艺的创新设计 

3.1  摆脱西方桎梏，承续中国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在历史上，

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然而，尽管中

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贸易顺差带来巨大利润，但和经济飞速发展相对的

却是文化艺术的滞后，艺术设计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远无

法和经济增长媲美。从艺术史角度看，21 世纪的中国

美学系统及新设计急需展开一次自觉和自省的“旅程”，

摆脱 200 多年来西方设计的固限，从自身文脉生成出

发，构建凝聚中国国家意识的“新设计”。这种新设计，

必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土壤茁壮成长

出更大和更新的设计作品。 

南朝范晔《后汉书·马援传》有言：“良工不示人以

朴，且从所好[2]。”意思是说，好的工匠不会以尚未完

成、不够完美的东西示人，他拿出来的东西必然是最好

的。这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就是

中国传统工艺中随处可见的工匠精神。《韩非子·定法》

篇认为：“夫匠者，手巧也[3]。”可见，手艺精巧是工匠

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肯定不仅仅是手巧，至少还应该包

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努力进取、精益求精

的创新精神。从源头上看，工匠精神的原动力是中国设

计薪火相传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其核心力量来自利益主

体的真、善、美。事实证明，“工匠精神在当代社会仍

然具有重大价值：它是优良制造的灵魂所在，有助于工

作者自我价值的实现[4]。”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力推广中国设计中的工

匠精神，构筑沿线各国和地区推动文明发展共识，在

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赢得更多的国际艺术

设计话语权，逐步建立中国标准，是顺应时代要求与

发展愿望，有利于依托资源优势实施文化战略，为文

化艺术交流共融提供了广阔发展平台，让中国设计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丝绸之路经济

带新起点。 

3.2  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用跨文化眼光审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认识

到在这些现实问题上熔铸文化艺术价值是当代设计

师面临的关键问题。先行者已然意识到，通过文化交

流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依存与民心融合，

并切实作出持续努力，有利于更好地架起沟通心灵的

“桥梁”，汇聚共建“一带一路”的“正能量”。以艺术为

纽带，寄文化作依托，必定会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及各地缘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与协调合作。 

以艺术设计增进文化认同，切实推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战略协作。深入把握中国美学

“精神追求”，在思想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凝练、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精髓

与时代生命力，努力使中华民族最美的文化基因和当

代社会语境相适应、相协调，在依托“一带一路”战略，

在“丝路精神”主导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

自信”的重要论述，强调与时代同行、与世界共赢理

念，加深互动性和对话性。在交流共融基础上，凝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艺术共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基本方针，大力传承与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优

秀文化。 

首先，体现艺术创作和研究的继承性与民族性，

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传统文化基因

与当代文化语境相适应，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多彩文明一起

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其次，体现艺术创作和研究的

原创性与时代性，从改革发展实践中掌握新材料，发

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中国特色

文化艺术理论的着力点和着重点。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提出反映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

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最后，体现艺术设计和研

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在学科建设上突出优势、拓展

领域、补齐短板、完善结构，打造一个全方位、全领

域、全要素的科学体系。即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

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交叉学科融合发

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 

3.3  打造具有“中国精神、世界身份”的艺术名片 

自汉代开通的古丝绸之路，“积淀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包含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



8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7 月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代

的外来文明相结合，才能共同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文

化。文化艺术的发展是和谐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因

素，是建设高品位文化大国的重要基础。文化的核心

部分是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艺

术，因此，从文化结构上讲，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将是

构建高品位文化形象的重要元素。面向新世纪，中国

精神应当包含博大精深的内涵，体现中华文化的深厚

底蕴。 

中国精神的内涵既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的构

成要素，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物化载体。这种

精神可以转化为一种可见的社会效应和社会生存，同

时充分体现于中国形象塑造的全部过程。精神往往具

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精神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价值

与艺术向度，引导了现实和未来中国发展的时代向

度，同时折射出了发展中存在的缺憾与不足。在“一

带一路”倡议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其中的文化理念，

即被中国称之为“丝路精神”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寻求新的发展视角，处理好

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当今社会所赋予的文化产业价

值之间的关系，助推中国设计“走出去”，中国形象“树

起来”，真正打造具有“中国精神、世界身份”的艺术

设计“名片”。 

4  结语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

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投机取

巧，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专注

持久；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5]。” “一带

一路”背景下，在与世界交流共荣的同时，努力弘扬

中华传统的工匠精神、发挥“一带一路”覆盖面广、人

文荟萃的优势，必将有利于开创传统工艺下的创新格

局，进一步确立中国在世界文化和艺术设计中的话语

权，体现中国在国际文化版图上的新高度，为艺术与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领域开辟出崭新天地。要相信，站

在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扩大国家意识传播，定然会

使古老的中国工匠精神在 21 世纪重新受到重视，发

出璀璨光彩，在建立繁荣、稳定、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同时，辐射亚欧大陆，共创时代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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