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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传统工艺为媒介进行社区文化营造，探究城市社区通过工艺服务创新助推社区特色文化

发展的策略。方法 分析归纳现有城市社区存在的问题，以工艺本质属性的回归为出发点，结合服务设

计方法，从价值创造和服务策略构建等多个角度，对社区文化营造的方法进行阐释。结果 探索工艺服

务构建的城市社区文化新局面，使参与者之间形成共益、共创、互动、分享的新型关系。结论 以工艺

文化为导向的服务创新，打造了社区实体层面的空间，促进了传统工艺文化的传播、工艺产业的发展以

及新型邻里关系的构建，为传统工艺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研究，以及后续文化主管部门推广社区创

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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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taking traditional craft as the media to create community culture,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of urban communities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craft service in-

novation. It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urban communities, starts from the regression of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craft, and explains the methods of cultural empowerment of community from the such multidi-

mensional perspectives as value creation and service strategy 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the service design method.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new situ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ed by craft service, to form a new relation-

ship of mutual benefit, co-creation, interaction and sharing among participa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echnology culture 

oriented service innovation is not only to build community space entity level,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ocess indust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neighbourhood relations, for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implementa-

tion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actual research and subsequent innovation or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of culture to promote 

community cultural industry incubation, the creation provides th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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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本身不具备美的含义，其传承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表达方式能否得到认同。传

统工艺作为长久以来累积而成的文化资产，是全球化

进程下文化差异的识别符号，更是地方文化对外输出

和展现的重要窗口。同时，传统工艺作为设计产业创

意应用的源头之一，在一定基础上可以发展成微型产

业，并为当地创造就业人口[1]。社区作为社会的基层

单元，是传统工艺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桥头堡。在此

基础上，以传统工艺活动为媒介的工艺服务介入，有

助于人们重新思考社区的定义，更能有效促进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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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温度的连结。 

1  工艺服务与社区营造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从片面注重土地扩张的粗

放式发展道路，转向追求城市文化和公共服务的全方

位提升，无论是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培育还是城

市街区的空间转型升级，以工艺美术资源为特色打造

宜居、宜业之地的社区营造模式逐渐得到全面的重

视，也昭示着新型日常文化的建立及社会实践的展

开。如景德镇陶溪川、北京 798 艺术区、宋庄艺术村、

水乡乌镇的“文化+旅游”模式，体现出传统工艺介

入地方的多样化路径。 

在社区营造方面，日本作为较早地将传统工艺引

入社区营造的国家之一，拥有一套完整的社区服务体

系。基于市民社区活动的“社区营造”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历史、文化、生活为主旨的空间重建的主

体生力军，这一基层社区运动多以本地协会、研究会

等基层组织的形式出现，在治理方法上，以改善社区 
 

环境、振兴社区传统文化、保护历史街区和建筑等方

式为主要途径，并与动漫、观光等产业相结合来推动

地方营销。以“造町运动”为例，其目的在于凝聚二

战失败后失望的民众心理和涣散的民族认同，主张市

民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基层事务的地方自治，借助

地方人士和民间社团通过塑造小城镇特色来培育居

民与一方水土的内在连结[2]。 

中国台湾地区在吸取日本工艺文化服务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文建会提出“社

区总体营造”的概念来进行文化传统与历史环境的保

存，主张立足小规模、地域性的社区，每一个街道及

住宅区在管理和改善辖区环境、卫生、交通、社会治

安的同时，社区居民也能够通过亲身参与来培育对社

区的文化归属感[3]。具体策略为：以地方协会举办文

化活动及改善居住环境的社区营造为基底，通过地方

文化的特殊性进行文创化包装，在此过程中，强调以

工艺实践促进精神富足，将社区打造为地方文化平台

（见图 1）。 

 
 

图 1  台湾地区社区工艺营造策略 
Fig.1 Community craft building strategies in Taiwan 

 
国内的传统工艺介入社区有着相对不同的社会

语境，一来城市面临着打造创意城市和发展创意产业

的现实需要，二来城镇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都市化和

农村工业化模式来超越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一背景

下，政府的顶层文化政策设计、企业的文化创意产业

驱动、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和艺术家所从事的创作实

践逐渐成为空间复兴的推动力量。在尝试过程中，尽

管当前的传统工艺介入社区对“工艺如何改造社区”

和“什么工艺进入社区”这 2 个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探讨，但“介入”的是与社区毫无关联的外来资源，

还是贴近本地的内化力量，目前尚处于争论中。同时，

当下内地的传统工艺介入社区改造理论更多的是依

托于艺术介入社区与社会创新视角下的社区营造这

2 个概念，并未单独以工艺服务视角介入社区的整体

营造。 

2  工艺服务介入下的社区价值创造 

从字面上理解，工艺文化支持下的服务介入社区

指的是工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4]。“介入”在此体现

为将工艺文化打散再重新进入社区完成社区文化重

构的过程，工艺是由社区空间生产出来的工艺，而不

仅仅是摆在博物馆或者拍卖行的工艺品。从文化研究

的角度来看，工艺和社区是 2 个原本看上去并不相关

的概念，但这 2 种元素在整合后，通过生产、再现、

交流、文化等一系列碰撞将产生连锁反应。 

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消费与服务转型已逐

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区作为社会更新改造的

基层单位，创新的服务形制与行之有效且持久的运营

更是社区增值的评价标准之一。同时，地产开发商与

社区服务运营商也都期望通过深度挖掘社区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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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需求，从而带动社区终端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

既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又能拓

宽企业的商业渠道和利润渠道[5]。 

2.1  工艺协同社区营造的价值 

近年来，台湾许多社区通过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授

或培育，发展出自身的新特色，重新找回了价值与自

信，使现有生活模式衍生出新的风貌。通过梳理 2005—

2021 年由 NTCRI（台湾工艺发展中心）指导并成功

延续下来的 150 个工艺社区案例，可以发现，NTCRI

以工艺特色介入地方社区营造并延续至今的工艺种

类包含：染绣、陶瓷、砖瓦、石雕、编织、木竹漆、

金工、复合媒材以及其他共 9 类。其中，贴近民众生

活的染绣（28.6%）、陶瓷（22.8%）、木竹漆（18.6%）

三大类占据了台湾现有工艺社区总数的 70%。 

在以上工艺社区中，以嘉义市的三界浦社区为

例，为了让社区能够焕发新生，选择“陶”作为融合

当地特色的载体。在项目开展之初，外界对三界浦本

身不具备陶艺历史底蕴及材料资源优势抱迟疑态度。

然而，相关从业者在社区服务与活动后发现，社区推

广工艺文化的重点不只是发扬在地的文化与优势，更

重要的是透过参与来凝聚共识，进而点燃居民的热

情，达成社区共荣的目标。从工艺发展中心后期的考

察结果来看，虽然居民来自各年龄层与不同职业，但

在多位陶艺家的引领下，都能循序渐进地掌握初阶陶

艺技巧，不仅能够协助社区文化营造的发展，而且能

将陶艺落实在社区特色文化上[6]。 

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柴寮仔，早年是木材产业聚

集的地方，更是台湾原木、桧木家具的发源地，然而，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该地原有的地域文化逐渐没落，

柴寮仔的名声也逐渐没入历史。为了唤回兴盛的光辉

印记，当地政府与当地社区、周边店家一同讨论，将

濒临消逝的地域文化与社区营造相结合，进行现有文

化的创新，从木制用品 DIY 到简易的雕刻教学，结

合地方现有的木材以及传统工法，使柴寮仔的地方产

业以文化延续的形式重获生机，“小柴屋”也成了该

地工艺传承的新起点。随着小柴屋的建立，社区居民

爱护自身家园的向心力不断凝聚，其除了是柴寮仔文

化传承的指标外，也成了社区新的艺文空间，以“空

间分享”的概念出发，社区里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小柴

屋的主人，以小柴屋为据点，让更多人可以藉由这个

社区艺文空间举办各类传统工艺活动，通过定期举办

工作坊等系列活动，与当地居民进行互动，让小柴屋

带动社区的活力，也以此让参加活动的人们可以认识

小柴屋，并了解柴寮仔的历史文化。 

工艺服务介入的社区文化营造具有更加多样性

的社会功能，以文化传播功能为首，人们通过参与社

区的工艺服务活动可以深刻地认识传统工艺所蕴含

的文脉历史，同时通过技艺的打磨与美的器物来实现

对文化之真与艺术之美的认识[7]。其次是提升审美之

功能，经过历代传承下来的工艺在民众中有着天然的

亲和力。在现代语境转换下，社区居民通过造物思想

的启迪，不仅在文化认知上得到提高，而且在情感、

心境、认知上产生变化，并以此通过工艺服务的日常

性与渐进性引导人们感受传统的魅力，从而进一步重

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设计注重内在的神韵，轻视外在的形[8]。

工艺服务不仅仅是用工艺品具象的形式来增加社区

的文化内涵，更是通过“服务”这一过程结合社区、

居民、企业、政府、高校、协会、手艺人这一系列群

体，在实现社区共创发展的同时反映并记录社会各方

面的意识与地方语言表达的补充。目前，在国内社区

营造普遍聚焦于环境改造及设施更新的背景下，传统

工艺所承载的历史性、文化性、地域性，以及其建构

于集体意识之上的典型性，正是契合当下社区营造的

精神之所在。以传统工艺为媒介的工艺服务介入社区

空间，不仅仅表现为地区文化的审美再造，更是以此

为契机，将传统工艺背后所蕴含的观念、思维等文化

内核广泛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工艺服务作为

串联媒介与传播终端，给予民众更多的交流机会，共

同构筑集体与地域的文化认同，是工艺服务介入社区

营造的价值所在[9]。 

2.2  工艺导入社区营造的意义 

当下，工艺品及工艺活动的评价往往受制于社会

语境分析下的阐述视角，更受到文化研究及主流媒体

观点的影响，导致民众将传统工艺定义为依托传统观

念及审美的存在，以及脱离日常生活的守旧文化。传

统工艺中的造物，不仅是取材于自然、施之以人工的

改变其形态与性能的过程，更是扎根于民间日常的一

种生活方式[10]。通过传统工艺这一造物行为的介入引

发人们对文化、自然、生活的思考，不仅是社区营

造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探索当代工艺转型的思辨

之路。 

1）传递工艺的日常属性。传统工艺来自于日常

生活的点滴积累与智慧结晶，相比于以个人审美趣味

为导向的西方艺术，诞生于大众智慧的传统工艺更加

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其所代表的也不仅是手艺人的

审美趣味和技术体现，更是普罗大众的生活理想与文

化诉求。 

2）促使居民重新思考生活与自然的关系。不同

于自然资源丰富的乡村，生活在城市社区的居民，不

可避免地与自然有所疏离。随着城市居民对亲近自然

的意识逐渐觉醒，自然要素的多寡已是对社区的重要

评价标准之一。传统工艺从取材到立意本就取自于自

然，其创作手法也以淳朴的方式进行，居民在参与活

动的过程中，通过这种自然的感知方式可促进人们重

新思考生活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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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凝聚社区意识。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

导致居民的社区意识以及对社区的认同感逐年下降。

通过工艺服务这样一个在尊重与创新中传承的文化

服务体系，打造强大且让人安心的场域，创造优质文

化的传播及互动机制，为社区居民建构一个循环的发

展接口以及共益共创的环境，可以切实增强居民对社

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居民在工艺共建服务中通

过更有效的沟通与链接，可以在工艺活动中形成社区

意识的共同体[11]。 

3  工艺介入社区营造的服务设计策略 

文化推广手段缺乏新意是社区文化营造的主要

困难。口头的讲授、图片、实物、视频等展示手段在

现代社会中难以唤起受众的兴趣点。借助服务设计搭

建社区工艺传播平台，即利用服务设计合理规划社区

工艺体验路径，再辅以地方高校、博物馆及文创产业

园配合开展工艺推广活动，制定出地方社区文化营造

策略[12]。服务设计作为一门整合了管理、设计、营销

等知识的跨学科领域，强调通过整合有形与无形的媒

介，创造完整良好的体验，其目标在于向使用者提供

完整的服务，并结合相应的设计技巧、流程管理，以

了解使用者需要的新商业模式，并规划出系统与流程

设计，产生新的社会、经济价值[13]。在整个服务系统

中，如何关注顾客全面的感受，需要从服务接触的前、

中、后体验，提供顾客能用、有用及想用的产品或服

务。工艺作为能够创造独特价值的行为方式，可以转

化为一连串让人体验、分享的价值链。无论在过去还

是现在，体验都是工艺领域中的重要一环，可以让人

理解工艺背后的产制过程和蕴含的价值，这也是工艺

与服务设计结合在一起的契合点[14]。 

3.1  城市社区现状及工艺文化介入基础分析 

在制定相应的服务策略前，通过参与式调研获取

居民对社区生活及服务的相应需求，基于用户行为提

取兴趣点与服务接触点（见图 2—3），因地制宜地结

合工艺服务进行社区文化创新实践。通过问卷形式对

本市不同区域的 4 个社区共 87 名居民进行随机抽样

调研，收回有效问卷 75 份，了解目前社区服务的不

足、居民社区活动参与水平、传统工艺认知态度、接

受程度、活动开展频率、活动地点及活动方式等信息，

以此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虽然社区服务受众群体面

向的是所有住户，但实际情况是参与到各类社区活动

的群体主要为老人、儿童及全职母亲。这部分居民认

为，目前社区服务的不足主要集中于知识、服务传递、

服务品质、社区沟通等方面。同时，89%的居民也普

遍反映社区活动需要更多地结合教育、实践、娱乐等

内容，并辅以良好的视觉体验，其对以传统工艺为活

动主题的服务形式表示期待，且愿意参与。 

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将工艺导入社区生活、将 

 
 

图 2  传统社区服务问题树 
Fig.2 Tree of traditional community service issues 

 

 
 

图 3  社区服务接触点 
Fig.3 Touch-points for community service 

 
生活导入工艺，是工艺服务能持久运营于社区的关

键。服务设计探讨的是工艺与居民和其他参与人的关

系，工艺在此被当成是一种服务，社区是服务的提供

者，居民是服务的接收者，通过设计角度审视每个环

节，把服务过程中的不愉快（痛点）变成快乐点，或

是把现有的优点（快乐点）扩大为甜蜜点，改变居民

漠不关心的态度，让他们从“不在乎”变得“在乎”，

进而成为社区的拥戴者，甚至是主动传播者，即以工

艺服务的方式培养一群社区的“忠实用户”。 

3.2  工艺服务协作社区共创分析 

从当代艺术的观点来看，艺术和工艺与社区在某

些方面是彼此冲突的。譬如在创作上，当代艺术强调

艺术家个人的强烈表达、凸显个性，但社区营造强调

消弭小我，群体合作分享[15]。以工艺服务为导向的社

区价值创造，建立在社区居民与工艺家相辅相成的基

础上，当传统工艺作为服务融入社区时，工艺不仅成

为了“沟通”的媒介，更以文化再现的形式重新融入

民众的生活中，工艺可以让人们触及自己无法碰到的

事物[16]。作为服务接收者的居民以及服务提供者的工

艺家，工艺在此时不仅是一种促进思想转变的催化

剂，更是一种新的选择，赋予人们全新的人生态度，

并以不同的视角去感觉和思考，与不同的人群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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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区这一身份对等的平台上拥有交流、碰撞与分

享的可能。随着这种共创合作的持续推动，服务者与

被服务者的界线在服务过程中也逐渐模糊，并基于以

下 3 个方面形成相互学习分享的共创关系。 

1）场域交流。工艺在服务社区中并非只是工艺

技能上的专业，而是从工艺的感官性及经验性出发，

建立文化场域，使服务者与社区居民以文化的视角相

互认识，创造对话与交流的可能。这并不仅限于工艺

从业者，而是跳出之前已建构好的认知体系，尝试以

自身的五感进行重新认知。 

2）角色转变。在服务学习的过程中，工艺家视

工艺为媒介，将自身所学的不同领域的工艺文化分享

给被服务单位，媒介可能是场域、语言、材料，工艺

会依照参与者的感官和生活经验不断生成、发酵。不

管是服务者或是被服务者，皆在其中相互分享彼此的

经验，并互相影响，使服务者亦是学习者，学习者亦

握有主导权。 

3）多重视角。服务与被服务单位以不同视角观

察体验社区和个体的价值共创，以自身的经验做出不

同的诠释，并相互分享，使社区的关系网络路线逐渐

清晰。在这一过程中，以文字、图片、视频、工艺作

品作为回应，其中对创作过程的记录是双方共同学习

思考的足迹，从中可了解服务接受者对社区的理解。

这些创作从参与者个人的生活经验出发，可能是他们

对土地的感受、生活的记忆、未来的期许，也可能是

他们对文化及社区新的诠释，这些既是个体知识的创

造，也是社区知识的产出。 

3.3  工艺服务体系模型构建 

通过优化服务流程，链接相关行动者网络体系

中的参与方与触点，构建出社区工艺服务系统（见

图 4—5）。 

社区工艺服务关键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的统筹。在工艺服务开展初期，需要资

金才能建置所需的空间、设备，因此，在初期较为依 
 

 
 

图 4  工艺服务支持下的社区文化营造 
Fig.4 Community culture building supported by craft service 

 
 

图 5  社区工艺服务系统 
Fig.5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craft service 

 
赖政府及企业的资金支持。待社区工艺服务能够平稳

运行且有一定规模后，可尝试自筹款项进行运营，最

终目的是社区工艺服务活动能够独立运作，不再依靠

公共部门的经费。 

2）除社区工艺元素外，以跨域合作的方式结合

本地人、文、地、产等资源，通过工艺服务体验串联

相关活动，进一步加强社区、高校、博物馆及文创产

业园之间的学习交流与互动体验。 

3）萃取地方工艺的独特性与连接性。以发展社

区特色为亮点，有利于拓展地方工艺传承与地方文化

传播。 

4）通过工艺服务的普及，助推本地工艺产业的

发展。不仅能提升本土消费者的购买欲，也是长期开

展工艺服务进社区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5）创新与回馈。任何一项服务要得到受众的认

可，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

或不同的教学方式来激发社区居民的学习体验，让工

艺不仅仅只是艺术，还是更有人情的民艺。 

工艺服务作为工艺融入社区的实践，往往可以带

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果，对共创过程中的每个人来

说，有着不一样的经验，对土地环境中的每一个人来

说，也有着不一样的成长，这些共创后的成果与信息

也被参与者带到其他地方，每一个个体与不同的地方

进行接触，又将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其成效也会在日

后持续发酵[17]。 

4  结语 

工艺服务与社区的链接，反映出工艺文化与服务

设计在推动学科边界交叉融合方面起到的媒介作用。

在整个服务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工艺服务的介入不仅

在物质层面上对社区进行了更新，同时还对相关传统

文化的融入、工艺的推广传承以及微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助力。以工艺文脉来感知社区，以经验对话来创造

现实，才能使工艺服务的介入成为感性力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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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工艺美术、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经济管

理等相关领域学科交叉的结果，也是一种基于在地文

化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更是当下城市社区文化营造

研究所深思的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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