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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革命视阈下的传统手工艺活态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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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传统手工艺的活态发展提出路径参考，以期使其能够在都市型生活方式的大面积确立和

普及的背景下稳健传承。方法 参考民俗学学科的学术转向，将“生活革命”这一视角转向传统手工艺传

承和保护，分析传统手工艺当下面临的发展困境，探讨原本适应于农业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手工艺如何面

临社会转型这一大挑战，并且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焕发生机。结论 在现代“生活革命”背景下，传统手

工艺的活态传承需打破传统束缚，以创新意识为基础，与时下热点相结合，同时利用大众媒体和网络平

台跨界破壁，不再将传统束之高阁而是“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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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Handicraft Living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Life Revolution 

ZHU Li-li, XIE Yu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present a path reference for the living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enable to healthy 

inheritance under the widespread establish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urban lifestyle. It refers to the academic steering of 

folklore, turns the life revolution perspective into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vestigates how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 of adapt to agricultural and tra-

ditional society and thriving in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life revolution, the traditional handi-

craft's living inheritance needs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bondage, on the basis of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combined with 

current hot spots and uses mass media and online platforms, no longer will the tradition be shelved, but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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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9 年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到当下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

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已成为经过实践检验过的

正确理论。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1979—2010 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 1.2%提高到

了 9.3%，2015 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了 11.9%[1]；

持 续 增 长 的 经 济 给 中 国 社 会 结 构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变

化，贫富差距由原有的“金字塔型”逐渐趋向“橄榄

型”，这样的变化使得原有农业社会构建出的部分传

统文化面临着瓦解的危机。旅日民俗学者周星对于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中国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变

化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 30 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

发了我国全国范围的“生活革命”，亦即都市型生活方

式的大面积确立和普及。持续的“生活革命”改变着我

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形貌，新的现代日常处于从

不间断的形塑与重构中，作为我国文化内核之一的

传统手工艺不断面临着“生活革命”带来的挑战。传统

手工艺内蕴的匠人精神毋庸置疑地成为传统文化保

护中的重要内容，但其原生土壤已日新月异，因此

将其置于现代“生活革命”的视阈中进行思考极具现

实意义。本文将对“生活革命”的概念进行解读，全面

且深入地分析传统手工艺存续发展的基础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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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更为清晰客观地梳理传统手工艺发展过程中

所遭遇的阻碍，进而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相关路径

参考。 

1  关于生活革命 

最早提出“生活革命”一词的是日本考现学家今

次和郎，在他及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日本走上了追求

建立舒适生活大国的发展路径。从西方国家来说，列

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2]中提到了德波关于“日

常生活被殖民地化”这一观点[3]，揭示了生活革命已

经来临并且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介入并渗透

进生活。在德国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是关注和解读

那些日常生活中早被人习以为常和不引人注意的小

事，向人们阐述这些微末之事的相互关联，揭示人们

不自觉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意义[4]。国内也有不同

学科的学者们展开了对雨日常生活的研究，周星的

《“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方向》明确将生活革命定

义为“都市型生活方式”在中国城乡的确立及普及，并

且认为学术研究应从昔日的“传统”转向“当下”，进而

深化到生活革命与现代日常生活的微末研究。他指

出，中国的“生活革命”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生活

整体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其中包括生活机器的普及带

来的厨房、厕所、交通革命等一系列变化。社会结构

方面，中等收入人群快速提升的生活品质带来需求变

化；农村人口移入城市后的新型生活与衣食住行的变

化，留守农村的也出现了“在地城镇化”，即向城市方

向努力[5]。除上述几点外，“网络革命”已彻底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跨进了新媒体时代。购物网

站的出现改变了购买与销售方式；即时通讯的更新改

变了联络方式；网银的普吉改变了支付方式；交通工

具的“共享”改变了出行方式。 

2  生活革命中传统手工艺的发展现状 

2.1  传承方式改变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家庭子女较多但经济

条件却并不能满足所有子女有上学的机会，于是通常

年纪略长的子女往往辍学，一边跟着师傅学习手艺一

边补贴家用。亲生父亲将孩子交给师父后，由师父行

使“代理父亲”的责任对孩子进行指导，这样的师徒关

系是除却血缘关系之外的重要纽带之一[6]。但现在这

种中国式关系正在消亡，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及和国

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原有生活模式不复存在，原

有师徒传承关系则转变成了师生关系，这一纽带的断

裂影响了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方式，“代理父亲”的契约

感变成了合同式的形式化，该变革严重阻碍了手工艺

的传承和发展。 

2.2  传承意愿降低 

教育的普及及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年轻人普遍

认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而传统的手工艺则是落

后的，并且传统手工艺的学习需要反复练习和操作，

这一过程是枯燥且漫长，正因为传统手工艺这种“高

付出、低回报”的性质导致许多人对其传承意愿降低。

另外，传统手工艺从某方面来说具有单一性，它并不

能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能应用在其他方面，

在讲究高投入高产出的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要传

承这样技艺使很多人望而却步。 

2.3  材料来源短缺 

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些外界因素影响着手工艺

的发展，如原材料的缺失。中国“四大印石”之一的内

蒙古巴林石已枯竭，以这种石头为原料的工艺品面临

高成本的风险，并且一步步走向消亡。与此处境相同

的还有傣纸，制造傣纸需要当地人种植构树，但所种

构树数量并不能满足大量的造纸需求，因此导致原料

大部分是从老挝进口或使用杂交构树，这就造成了成

本过高或产品质量低等问题。随着原材料的缺失，这

些工艺要么失去原有的特色、要么甚至消失不见。 

2.4  经济效益不佳 

当成本较高且工艺复杂的手工制品与廉价高效的

机器制品在市场上发生冲突，质高价廉者必将占据市

场，而传统手工艺人要么提升技艺，要么被市场淘汰，

手艺人将无法获得经济效益去维持自身技艺的传承和

发展，也难以维系家庭的生存，只能放弃。从某种角度

说，认同传统手工艺价值的同时，默认了其精神信仰、

使用价值的丧失；认同了其传统审美的存在，但难以适

应当今社会整体审美架构；认同了传统手工艺的商业价

值，但否定其适应现代市场的欲望和能力[7]。 

2.5  生活方式更迭 

在生活革命冲击下，传统民俗事项也不同程度地

发生着变化。以岁时节日为例，放鞭炮、贴春联、挂

年画、迎灶神等一系列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都不同程

度上被简化了。烟花爆竹在一定范围内被禁止；门神

在公寓住房房门只有单边开的情况下已经消失；原有

的迎灶神的习俗也在燃气灶的普及下被舍弃；具有祈

福纳祥的年画也失去了空间。在渐渐消失的习俗背后

是一个又一个传统手工艺的式微，其影响力正因这些

民俗信仰、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走向衰败。 

3  传统手工艺活态发展路径 

3.1  立足当下改良创新 

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传承路径必须回归当代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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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当中去,如果只一味的保护传统的形态，那么它

的生存发展空间将会受到局限[8]。也只有植根于对传

统的继承，才能够设计出真正具有“中国味道”的视觉

符号[9]。腾讯动漫将非遗传统文化破壁牵手二次元动

漫《从前有座灵剑山》，利用传统手工艺来制作动漫

周边产品，手工艺依靠动漫吸引年轻一代的消费群

体，动漫也借助于手工艺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将云

南腾冲古法抄纸与动漫手绘明信片结合，手工纸显得

质朴和复古，没有了一般机器印制的刻板单一；山西

绛州的木版年画，以动漫人物为题材创作绘本，新的

创作题材为手艺人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漆器的制作

被赋予了更多新意，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不同的人物角

色，将其绘制在收纳盒或首饰盒上；更值得一提的是

内画鼻烟壶，当鼻烟已经被卷烟取代，作为内画技艺

所依存的鼻烟壶则需要新的兴奋点。  

传统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新题材、新形式、新创

意，让传统手工艺有了新的落脚点。很多研究者在工

作时“过分强调文化的故意操作性”[10]，阻碍了其获得

自身的发展。之前风靡网络的橡皮印章与木版画有着

异曲同工之处，许多年轻人或者学生参与其中，有些

成品被放到网上售卖，有些则相互交换，这为手工艺

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向，传统手工艺在当下

并非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打破原有的形式约

束而赋予它更多的表现方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既要

继承传统风格、传统技艺，又要与时俱进，立足当下

贴合当代生活，契合当代意识。 

3.2  精湛技艺现代传承 

传统手工艺之所以有发展空间，是因为人们感受

到快节奏和高效率给人们带来的单一和贫乏的心理

体验，因此怀念手工制品的质朴和温情，但手工艺的

质朴并不意味着粗糙，而是沉下心来的细致。随着人

们对物质要求的提高，足够精湛的手工技艺才能满足

现代人的审美。如榫卯大师王震华耗费 5 年用全榫卯

结构复刻的天坛祈年殿震惊世界，7000 多个零件和

10 万道工序，最小的零件宽度只有 2 mm，模型门窗

全部可开可活动，这类展品给人们展示的并不仅是衣

服好看或者工艺精湛，而是推崇手工技艺精湛化的背

后是手工艺者的匠人精神，只为把事情做好而做好的

欲望。而这种原动力，正是当今社会所匮乏的。 

从培养传承人角度来看，利用高校资源对传统手

工艺传承人进行培训，加强非遗理论学术研究，让更

多高校大学生参与到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研究上来。

不仅在高校，一些教育机构也利用传统手工艺作为亮

点吸引学生，许多中小学生家长也让小孩在课余生活

参与进手工品的制作上。还有“非遗进社区”等活动，

都让传统手工艺展示在更多人的视野中，从而得到弘

扬和发展。 

3.3  策略转型媒体运营 

网络购物的兴起使手工制品可以借助网络平台

拓宽销售渠道和宣传方式[11]。以淘宝为例，淘宝多次

借助自身平台开展了“中国质造”、“匠心制造”等主题

活动，展示了更多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融合的作品，

得到了热烈的反响。不仅如此，还有特色中国专栏，

以地区为门类展示了各地特产以及手工艺，从传承人

了解手工艺背后的情感故事，每一个店铺就像每一个

窗户，透过作品感受匠人的智慧。 

另外，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对传统手工艺进行宣

传。例如台北“故宫”文创产品[12]以其搞怪的新颖方式

抓住了年轻消费者猎奇的心理，最早以“朕知道了”胶

带加上其搞笑的文案宣传迅速火遍了朋友圈，而后以

胶带为局部元素成套形式售卖，一套胶带能够拼成一

个完整的紫禁城。还有带有“秘奏”字样的文件夹，以

及写着“圣旨”的便签条，看似日常的办公用品无不以

标新立异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除办公用品以外，

还有有食品、珠宝衍生品的设计。通过不同的节气，

宣传不同的食品；珠宝则和专业人士合作，将皇帝才

能佩戴的“吉服带”作为吊坠结构，取“禄”的同音以鹿

作为主吊坠，将时尚与传统融合。台北“故宫”文创产

品之所以能够一炮而红，不仅是在产品上的创新，更

重要的是它的运营模式。比如通过与消费者互动，将

绝版产品标以“不合理”高价展开娱乐性宣传。有趣的

互动让大众情不自禁的分享在自己的生活圈中，从而

引起更多人关注。经济效益是传统手工艺发展和传承

的外在基础和内在需求，是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必然挑

战。传统手工艺应该吸取现代商业运营的成功案例，

应用新型销售手段，改变销售策略，形成品牌形象，

并以国家保护政策为辅助，利用舆论导向提高传统手

工艺地位，以民众日常生活为创意源泉，融入现代民

众生活，发挥市场经济作用。     

4  结语 

生活的良性运转不止依赖物质，确切地说很多需

求是物质无法满足的，传统手工艺存在的价值更多是

精神性的，其自身的时代感，其所特有的身体记忆，

以及其所代表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是现代人渴望的。

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传承，传承的不仅是技艺，而且是

在发展中被人们淡忘的智慧，这才是中国文化所在，

也是最需要在发展中重拾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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