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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重新认识传统手工艺的生活化本质与当代价值，通过研究手工艺资源的文创转化与文化活

化，探讨“创意性”保护与传承。方法 通过阐释、比较等质化研究方法，分析手工艺的生活化本质与审

美化特质，阐述了手工艺遗产作为资源的文化价值，比较文创设计与文化 IP 打造的差异，探讨手工艺

文创设计和创意活化的途径。结论 在手工艺文化资源 IP 转化的过程中，文创设计是最为具体的落地形

式。尽管如今的传统工艺已失去了最初的使用功能，可是对其传承保护多基于文化价值的需要，因此设

计的介入使得传统手工艺资源得以活化，通过文创设计和 IP 开发，一方面使传统手工艺的使用价值得

以延伸，在使用功能上启发了现代设计；另一方面使当今的日用之需具有了文化价值，使日常生活延续

了传统的文化基因。传统工艺在文创设计和 IP 转化过程中得以传承工匠精神，延续造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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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Entering into Daily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IP Creation 

ZHANG Jun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recognize the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life, and ex-
plore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reativity"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handi-
craft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ctivation. By mea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ison,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handicraft were analyzed, the cultural value of handicraft heritage as a 
resource was expound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cultural IP creation were compared, and 
the way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creative activation of handicraft were explored. In the process of IP trans-
formation of handicraft 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is the most specific landing form. Although today's 
traditional crafts have lost their original use function,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inheritance is mostly based on the need of 
cultural values. Therefore, the involvement of design activates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resources. Through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IP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it extends the use valu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and enlightens 
modern design in the use fun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makes the daily needs of today have cultural value and makes our 
daily life pas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gene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spirit can be inherited and creative culture can 
be continu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IP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handicraft; daily lif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IP creation; creativ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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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趋被重

视。2017 年，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中国传统工艺

振兴计划》，旨在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掘

和运用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工艺理念，让文

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满足人民消费升级需要。以传

统工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自觉”
的“物化”体现，无论是基于传统手工艺资源的文创设

计，还是文化 IP 打造，都是对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

化实施的“创造性”保护，让其进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

的方式，也是文化自信背景下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 

1  手工艺的生活化本质与审美化特质 

传统手工艺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本质是

生活化的。手工之物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始终，

无论是“造物”还是“用物”，“物”在制作者与使用者之

间的流动过程中会被赋予特有的意义。日本民艺家柳

宗悦认为，“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

说，只有工艺之存在我们才能生活。从早到晚，或工

作或休息，我们身着衣物而感到温暖，依靠成套的器

物来安排饮食，备置家具、器皿来丰富生活。如同影

子离不开物体那样，人们的衣、食、住、行也离不开

工艺品。没有任何伴侣能够以这样密切的关系与我们

朝夕相处[1]。”手工艺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与文

化中的人们，从生活需要出发而创造的技艺，逐渐由

普遍演变成专业。 
可以看出，早期人类的活动首先是通过衣、食、

住、行、用等物质生活来反映的。为了御寒而穿衣服；

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而摄取食物；为了躲避风雨、防御

野兽而建造房屋。这些都是人为解决自身生理上的生

存之需而做出的基本的反映形式，可见人的日常生活

一半是为了消费。当然，有消费就需要生产，解决了

基本生存问题之后，人类就会想办法来提高生产效

率，解决生产及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了扩大劳

作活动范围、减少身体负重而制作各类交通工具；为

了提高不同劳动形态的效率而发明各类生产工具；为

了满足定居之后的生活而制作各类生活器用。而上述

一切物质生活与生产的行为都离不开工艺。制作衣服

需要纺织工艺，摄取食物需要狩猎与取火工艺，建房

子需要营造工艺。诸如此类，所有的生产工具与日用

器具制作都需要工艺。各类手工技艺成为维持人们生

存、满足生活之需的基本保障，传统工艺技术也因此

呈现多样的面貌。 
当然，虽然人类的生产是为了满足生存与生活之

需，但是人类的生产行为是能动的、有计划性的，即

使是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形态方面，人的活动也总

是具备一定的社会性。即便是远古时期的人类，不仅

仅是为了满足食欲而摄取食物，还需要依从一定的社

会秩序；穿衣服也不仅仅是为了御寒，也是为了审美

和族群身份的识别；房屋也不仅仅是为了藏身，也是

心灵的居所，是家庭关系和聚落秩序的体现；日用器

具上符号的刻凿，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凸显

信仰上的敬畏。即使是 简单的劳作分工，都必须依

据一定的生产组织形式； 单纯的一个图形装饰，也

都有某种精神的表达。正是各类社会性的物质活动，

使人的物质生活扩展到了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正因

如此，以各类生产技术为基础，围绕人的生存与生活

之需的各类社会活动开始产生，所谓的文化也开始形

成，手工技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交织出丰富的

文化图景。 
在农耕时代，手工艺因生活中实用之需而产生，

伴随着人的社会活动而产生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而

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们的生活日用被工业制品所充

斥。手工艺的实用价值式微，审美价值凸显，能留存

下来的手工制品多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脱离了实用

价值，手工艺也就脱离了生活。尽管工艺之美能美化

人们的生活，但失去了实用这一基础，也就失去了存

在的必需性。当代的手工艺也有一些向纯艺术靠拢，

但手工艺毕竟不是纯艺术，工艺之美与工艺技术和材

料有很大关系，手工艺之美也是功用之美，手工艺文

化也是在制作和使用的双向过程中产生。因此，将手

工艺的审美和工艺关联在一起，手工艺的艺术化不是

往纯艺术方向走，而是基于工艺的特质、工艺的使用

特点来创作。 

2  传统手工艺的价值转变与文化承载 

手工艺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当前的手工艺

非遗保护不只是一场运动，而是时代之需。中国艺术

研究院邱春林认为，传统手工艺正处于历史转型期，

不是所谓的复兴期。手工艺正由轻工化向文化创意产

业和文化事业转型。传统工艺成为文化自觉的大背景

下，培养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的“物化

的国学”[2]。从字面来理解，手工艺即手工技艺，一

方面强调“技”，一方面强调“艺”，其中蕴含了手工艺

为基本的技术属性与艺术属性，两者分别对应其实

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同时，手工艺也具备经济与文化

双重属性。如今，手工艺的发展有越发向文化属性倾

斜的趋势。这一点从工艺美术行业的归属部门的转变

即可看出，早期的工艺美术划归轻工部主管。现在的

主管单位比较多样化，一方面，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

轻工处继续作为官方机构，指导工艺美术行业转型升

级。前些年盛极一时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

初也由工信部组织实施，后交由行业协会评选。另一

方面，文化部专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拟定包括

手工艺在内的非遗保护政策，组织实施非遗代表性项

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和评审，及优秀的民族文化

遗产的推广、普及、传承等工作。文化部对非遗工作

的参与，可以体现出传统工艺在当今的文化价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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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艺在改革开放之初出口创汇的价值早已不复存

在，但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其建构民族文化认

同的价值重新被认识。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手工艺行业的转型就开始

了，21 世纪初期达到顶峰，从业人员急剧增加，销

售额也创造了所谓的“黄金十年”。“改革开放之初，

1979 年我国工艺美术从业人员仅仅 49 万人，1983 年

为 62 万人。2004 年全行业从业人员增至 160 万人，

到 2006 年则突破 258 万人。从 2002 年至 2012 年，

中国工艺美术的生产和销售，迎来了一个罕见的‘黄
金十年’，年产值 终越过了万亿元大关[3]。”业绩创

造的基础是其作为高端礼品的定位，近年来受国家政

策的影响，生产和销售都有所萎缩。目前发展趋势并

不明朗，但作为文化创意的资源必将长期存在。在

200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

化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了工艺美术作为“文化创意

产业”一部分的属性。到了“十三五”，明确了文化创

意产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工艺美术的生产在创

意推动下，不断向社会推出时尚工艺品和博物馆文创

产品，不仅激活了‘80 后’、‘90 后’的时尚购物热情，

同时也激励了不同社会阶层对工艺美术日用品和收

藏品的消费需求[3]。”手工艺与文创的结合，将促进

其进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除了经济价值外，传统工

艺进入日常生活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从近年来

陆续出台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多个政府文件中，

可以看到这样几点初衷：其一是美化生活，提升消费

品的品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其二是传承文化遗

产，让传统工艺得到延续，在生活中传承较之在博物

馆传承更具活态性；其三是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

信心与自觉性，这是手工艺在当代社会 重要的价

值，其经济价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高，但文化价

值却是无法替代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岸瑛认为，

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消

费，针对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二是可

以由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买单，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

共文化服务[4]。虽然这两方面分别是在谈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但是 终还是落实在其文化价值上。 

3  从手工艺遗产到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总体可分为物质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

资源和自然文化资源[5]。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

艺即是一种文化资源。若只是将手工艺看作为一种文

化遗产，那么它很难回归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然而

如果将其看作一种文化资源，那么它就能为当今的文

化生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更易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虽然遗产是死的，但是资源是活的。面对手工艺文化

遗产，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抢救性保护；面对手工艺文

化资源时，人们考虑的是活化利用，追求的是创意性

保护。尽管人们会说很多传统手工艺是传承至今的活

态的文化遗产，但是这里所讲的活态，更多的是强调

技艺传承的连续性，而过于强调其作为遗产的定义，

则会把这些的传统手工艺看死了。当将传统手工艺作

为文化资源来看待时，其发展才具有延续性，更利于

将传统技艺发扬光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对待

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传统

手工艺作为文化资源，即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的一种实践。可见，非遗作为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

的发展尤为重要。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所言：

“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有资源来支持，工业、

农业要开发的都是自然资源，而文化产业要开发的主

要是人文资源。如果离开了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就可以说没有人文资源，所以，人文资源大都属

于遗产资源[6]。”  
手工艺源于生活，其发展也不能脱离生活。当今

的工艺美术行业不应该独立化、专门化，民间日常生

活是传统工艺发展的基础，然而现状是，传统工艺在

当今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离生活越来越远。因此手工

艺要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首先必须恢复其在生活中

的实用价值，或者说融入到现代日用品中，让文化遗

产能够被当代人用起来。前提是将传统手工艺作为文

化资源，结合文创设计和文化活化，转化为能被使用、

能被观赏的当代之物。故宫文创是国内做得比较成功

的文创品牌。 近推出的文创产品故宫口红，一共六

款，每款颜色都取自于一件故宫院藏文物，每款的包

装外观饰纹都源自一件宫妃衣裳或装饰。通过设计与

创意转化，使故宫文物中的色彩和纹饰进入到日常生

活，并被追求时尚的女性所喜欢。宫廷工艺借此得到

了传播和延续，而现代人的生活日用也因此提升了品

味和格调。这样的创意既古朴又时尚，既通俗又雅致，

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没有脱离当代生活。在短短的 1
天内销量就突破了 8 万支，一度缺货。故宫口红的成

功在于，没有将故宫文化元素生搬硬套地复制在当今

日用品上，而是从文化消费体验出发，巧妙地将故宫

文物色彩转变为具体可消费的系列化产品。当然也有

其特殊性，口红的产品诉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色

彩，这与故宫 IP 中的传统色彩系统正好吻合，开发

者在抽象的故宫 IP 中找到了一个具体可实施的着眼

点。消费者在使用故宫口红时，满足的不仅是化妆这

一功能性需求，而且是体验古代宫廷文化这一文化性

需求。可以说，故宫口红既是文创设计，又不止于物

质设计，是一种更为宏观的文化设计。这仅仅是 新

的一个例子，故宫文创产品近万款，文创商品的年销

售额在 2016 年就已超过了 15 亿元，这样的业绩在博

物馆文创中屈指可数。 
传统手工艺在物质形式和表现内容上非常多样，

这些均为可用的文化资源。“手工艺的文化既有独特

的物质载体，又有鲜明的精神旨趣，它是用与美的统

一，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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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历史文化有多深厚，手工艺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

就有多瑰丽。通常上古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人物故

事、吉祥图纹都是手工艺经久不衰的表现内容；不同

民族的日常生活内容，同样在手工艺中有鲜活的反

映。古典家具、陶瓷、刺绣、髹饰、雕塑、花丝镶嵌

等等，每一类手工艺不论其技艺特色、匠作则例还是

造型和装饰语言，都有可追溯的历史，那是多少代人

的创造力的凝结[7]。”对这些传统手工艺资源的活化

利用，也体现在这两方面，一是体现在文创产品的形

式上，二是体现在文创作品的内容上。或者是在形式

与内容上都有兼具。概观之，文创设计多在形式上利

用非遗资源，诸如造型的借鉴、装饰纹样的应用、色

彩的搭配等等；而文化 IP 的打造，则更注重在内容

上对资源的利用，从民间艺术到人文历史，从神话形

象到民俗故事，地方文化资源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基

因，通过文化创意被激活。故宫口红即是这样的典型，

形式上借鉴了故宫文物的视觉要素，内容上讲述了古

代的宫廷文化。 

4  手工艺的文创转化与文化活化 

4.1  手工艺文创须源自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文化是文创的灵魂，文创是文化的载体。手工艺

是能够让人们触摸到的传统文化，能够体验到的人文

历史，在服务生活和社会教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价

值，但传统手工艺长期被知识产权所忽略。通过与文

创设计的结合，传统的时尚美学让现代人得以分享。

在手工艺文化资源 IP 转化的过程中，文化是核心，

设计是 为具体的落地形式。但设计并不等于文化产

业，文化产业包含了文创产业，但文创产业与设计产

业并不能划等号，设计产业的本质是服务业。文化产

业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设计产业与工艺美术都包含

在内。传统工艺审美的特点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

小而精是其发展的趋势，手工艺的文化 IP 打造并不

是要将传统工艺规模化，而是通过塑造品牌，做到小

而强。手工艺的规模化体现在其作为文化资源，进行

衍生开发，带动文化与文创产业的发展。手工艺文化

IP 是核心，通过它串联起文化产业的不同门类。 
在“非遗+设计”的文创模式中，设计只是其中的

一个环节，设计师既要了解市场，又要熟悉传统文化，

然而既懂设计又熟悉传统文化的设计师是非常少的。

设计教育体系更注重设计本身的研究，传统人文学科

的毕业生又不懂设计。诸多为故宫提供文创设计服务

的设计机构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设计机构的新设计

师入职时都会进行一定时间的传统文化培训。设计与

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需要在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上进

行根生蒂固的调整。当前如火如荼的“非遗进高校”活

动，为非遗资源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契机，也提高了传

承人的设计创新能力，促使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相结

合，让传统工艺离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更近了一步。但

这种“非遗+设计”的模式，不能仅停留在工艺技术和

设计形式上，还须借助与校园的互动和宣传推广，促

进非遗品牌和文化 IP 的形成。设计师，尤其是从事

文创的设计师，不能只关注当下，还要关注传统，关

注未来。传统工艺是能够提供创意灵感的传统文化，

而产业链整合和文化 IP 的打造，则是文创设计发展

的未来。 

4.2  从文创设计到文化 IP 的打造是一个由点到面的

过程 

文创设计是手工艺 IP 转化中 为具体的落地形

式，文化 IP 的形成则是文创设计发展的高级形式。

文化 IP 与文创 IP 有一定差异性。文创 IP 较为具体，

为文创设计提供了具体的可知形态，与设计联系更为

紧密；文化 IP 更为宏观，其落地形式丰富多样，但

也是文创主要的内容来源。总之，基于 IP 打造的设

计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无论是传统手工造物，

还是当今的设计活动，多以实用之需为基础，或是将

审美在文化价值上进行了一些衍生。而文化 IP 的打

造，则是基于文化和精神之需，在多个纬度对文化进

行整体性塑造。前者多为物质文化，后者多为精神文

化；前者的活动是具体的，后者是宏观的。两者有很

大区别。 
首先，设计提供得更多的是物质产品，文化 IP

提供得更多的是虚拟服务。从一般设计到文化设计的

转变，是从功能性设计到体验性设计的转变。文创设

计从为产品而设计转向为文化而设计，伴随着设计生

产性质的转变，人们的消费也从物质消费转向了文化

消费。 
其次，设计注重形式，文化 IP 关注内容。文创

设计是有形的，文化 IP 是无形的。手工艺的文创设

计是从有形到有形，而 IP 转化则是从有形到无形。

文化 IP 的打造，要求更多的是挖掘手工艺背后的无

形文化，关注内容。IP 注重讲故事，核心是文学，需

要通过内容驱动，设计注重呈现形式，需要技术驱动。

品牌驱动与传播驱动对两者都很重要。 
再次，设计注重个体经验，文化 IP 打造讲究集

体认同。设计的产品通常是提供给个体使用，设计师

的个人经验和使用者的个人体验影响设计产品的形

成。文化 IP 则是对特定群体的传播，手工艺自身即

隐藏着集体文化认同，“手工艺的‘文化特质’不是哪个

手艺人个人的主张，而是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社会心

理，一种不会说话的 ‘精神存在 ’，一种 ‘集体无意

识’[7]。”手工艺文化 IP 的打造，更须将这种集体的“文

化特质”挖掘出来。 
后，设计以“投入”为核心，文化 IP 以“输出”

为核心。虽然设计的结果会依托某一类产品，但是设

计本质是提供服务，重在创意的“投入”，这与直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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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产品的制造业和其他实业有很大区别。文化 IP 的

打造过程，实际上是内容产权的“输出”过程，特定的

内容产权通过社会力量的跨届合作，整合营销传播手

段，进行跨媒介的内容“输出”与运营。总之，IP 打造

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而设计则是一种

解决问题的手段。文创设计借用文化 IP 资源，主要

在形式转化与内容转化两个方面，将其在视觉上或物

质形态上进行塑造，将无形变为有形，将若即若离的

文化带入日常生活。 

4.3  理解手工艺文化才能将其与“文化生产”深度 

融合 

让手工艺重新回归到日常生活，不仅要恢复其在

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价值，而且要挖掘其文化价值，包

括审美在内的精神文化价值，这正是由于文化创意的

崛起是基于人们对高品质工作、生活的要求[8]。在手

工艺品作为生活基本之需的时代，人们对工艺品的文

化诉求比较微弱。就此意义而言，仅仅通过文创设计，

从物质层面来对传统工艺进行再生产还远远不够，需

要通过非遗 IP 的打造来进行整体的文化生产，形成

文化效应与粉丝经济。这是由手工艺价值转化决定

的，使用价值削弱，文化价值为主流。 
无论是文创设计还是文化产业，都是传统工艺实

施“生产性保护”的具体途径。设计注重的是“物质生

产”，而文化产业则更强调非遗的“文化生产”理念。

它将传统工艺的精神属性和文化属性都统一到了文

化创意之中。通常，人们对“生产性保护”的理解多局

限在物质生产，而对文化生产的强调不够。“生产性

保护更多偏重于归属工艺学和科学层面的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类遗产，对‘非遗’的其他部分文

化产品属性的保护关注较少，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非
遗 ’精神属性的保护策略和进入当代生活的关键方

式，将生产性保护中显性的物质形态与隐性的创造

力 、 延 伸 力 、 再 造 力 等 精 神 品 质 完 美 地 融 合 在 一    
起[9]。”就此而言，传统手工艺资源在文化创意产业

中的利用，不限于对工艺技术的继承和工艺元素的再

设计应用，关注点应从“技”与“物”的层面转移到“人”
的层面，这也是传统手工艺 IP 打造的关键路径。有

人就有故事，有人才能产生文化。“我们常常只看到

传统工艺的材料、技艺与风格样式，却忘记了决定它

们的原因。传统工艺曾经是衣食住行、礼乐文化的基

础，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需求决定了传统工艺的面   
貌[10]。”文化 IP 的打造不仅需要静态的传统手工艺器

物与元素，而且需要对动态的手工艺人的活动和工匠

群体进行关照。如果说手工艺的文创设计需要的是传

统工艺元素，那么手工艺文化 IP 的打造，更需要对

传统工艺文化的系统利用。近年来，工匠精神在各个

领域频繁被提及，也有学者提出更为具体的“工匠文

化”体系，工匠文化研究的对象涵盖了手工匠人生产

生活的多个方面，包含了人的劳动系统和生活系统。

工匠文化将手工艺的研究从工艺技术转移到了工匠

群体，关注点从物转向了人。 
当然，工艺文化研究对象远不止于工匠文化，如

何来认识工艺文化？它包含了传统手工艺所处的自

然系统、制度系统和意识系统。自然系统包含手工艺

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材料以及工艺的造型、色彩、纹

饰等显性因素，亦成为手工艺再设计的具体内容和创

意表现的具体对象；制度系统包含工艺造物与用物过

程中人的活动所反映出的生产生活的风貌，其中所映

射出的族群关系、行业制度、劳作模式、生活习惯以

及社会身份等诸多的隐形因素，成为讲好工艺故事、

塑造工艺品牌、打造文化 IP 的丰富材料；意识系统

包含手工匠人的造物观念、审美取向、民俗信仰等形

而上的因素，它反映某一群体或民族整体的文化风

貌，通常也须借助工艺的器形、纹饰等自然要素来体

现。然而对其意义的解读往往会突破艺术学本身，需

要人类学、民俗学视角的“深描”。无论是文创设计还

是文化 IP 的打造，从意识系统来着眼是 高层次，

它能使文创设计避开从表面到表象，就形象谈形式，

也为文化 IP 的打造提供了更丰富的想象力。就手工

艺当代的文化价值而言，从意识系统入手来利用传统

手工艺资源，无疑是 利于培育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

信心与自觉性。 
手工艺是一个特别的 IP，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

统，如果没有体系，文化等于零，IP 打造也无从谈起。

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来认识和转化手工艺文化，而不

是点滴的视觉碎片拾零。工艺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

立体化研究传统手工艺的视角，为文化 IP 的打造提

供了多样化的素材。 

5  结语 

手工艺的本质是生活化的，其产生与发展都离不

开日常生活。传统工艺源于生活，其类型众多但都基

于实用之需而产生；它又高于生活，因为审美价值和

习俗信仰赋予其精神性和文化功能；传统手工艺在当

代的发展与传承需要其回归生活，且其在当今社会的

实用价值已渐失，但“非遗+设计”的文创模式让手工

艺遗产转化成设计与创意的文化资源，通过再设计重

新被当代生活所用； 终，传统手工艺文化价值又使

其超越生活，当今手工艺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消

费。从实用之物到文化之物的转变，使其具有了社会

教育功能。在传统文化复兴和传统工艺振兴的背景

下，传统手工艺成为了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自信心和

自觉性的 为重要的物质对象。概言之，手工艺源于

生活，是实用之基础；又高于生活，具有审美之价值；

需回归生活，借设计之再造；将超越生活，因文化之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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