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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艺术设计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以桦树皮技艺为例 
邹  颖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03

【摘  要】经过历史长河的孕育，地区民族拥有自身的文化，并将这种自身的文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形成了物质
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现阶段，人们对于时尚文化的追求越来越大，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华夏文明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为了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从
艺术设计学角度入手，以桦树皮技艺作为研究对象，加大对桦树皮技艺的开发与利用力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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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不断地

相互碰撞并且融合，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被侵蚀，

甚至泯灭。因此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桦树皮技艺是我国北方狩猎民族创造的独特手工技艺，

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桦树

皮技艺逐渐衰落，为了避免桦树皮技艺在历史长河中泯

灭，国家针对桦树皮技艺制定多项保护措施，实现了桦

树皮技艺的传承与保护 [1]。艺术设计学理论为基础，

提高桦树皮技艺的开发与利用效率，进而实现桦树皮技

艺文化产业的构建。

1桦树皮技艺的现状
桦树皮技艺为我国北方狩猎民族所独创的一种手

工技艺，桦树皮制品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

煮饭所使用的锅以外，其余所有器具都可以运用桦树皮

制作。随着北方狩猎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桦树皮

技艺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桦树皮技艺在日常生活中失

去了原有的价值。新时代中，人们的审美发生了巨大的

改变，对于新型器皿的喜爱超过了对桦树皮制品的喜爱，

使得桦树皮制品市场逐步缩小，从而出现从事桦树皮技

艺的人数萎缩现象，进而导致桦树皮技艺文化逐渐衰落
[2]。现阶段，桦树皮制品主要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但

桦树皮旅游纪念品缺乏传统技艺的底蕴，无法传承桦树

皮技艺，仅仅考虑桦树皮旅游纪念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忽视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

2桦树皮技艺的艺术设计价值挖掘
2.1桦树皮技艺的艺术价值
在桦树皮技艺保护与传承中，应深度挖掘桦树皮

技艺蕴含的艺术价值。经过 3 000多年的发展，桦树皮

技艺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桦树皮制品的外形、色彩、

加工技艺的观赏性上。随着人们审美不断变化，为了实

现桦树皮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应将新颖的艺术元素融入

桦树皮技艺中，实现桦树皮制品的再开发。在桦树皮技

艺开发中，应重视艺术设计手段的运用，将桦树皮技艺

蕴含的技术美加以展示，既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又达

到桦树皮技艺传承的目的 [3]。

2.2桦树皮技艺的设计价值
通过缜密的思考、艺术手段的运用，从多个方面

对桦树皮制品进行开发，即包含内容、形式、途径以及

效果等方面，确保对桦树皮制品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凸

显出桦树皮制品的设计价值。从产品设计角度入手，重

视桦树皮制品的外观设计，设计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桦

树皮制品；从视觉传达角度入手，将桦树皮制品符号化、

形象化，给予人们一种视觉冲击，并实现桦树皮制品的

有效宣传；从媒体设计角度入手，以桦树皮技艺发展历

史作为题材，利用新媒体、影视媒体等途径，实现对桦

树皮技艺的弘扬传承；从环境艺术角度入手，将桦树皮

技艺的空间性充分发挥，形成以桦树皮制品为主题的建

筑物 [4]。

2.3开发与利用
如今，现代文化逐渐侵蚀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衰落的威胁，亟须解决传统手工

技艺和时代潮流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桦树皮制品已然

不是生活必需品，缺乏市场需求，导致桦树皮制品越来

越少，随之而来桦树皮技艺传承人越来越少。为了实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应重视桦树皮技艺的

开发，从艺术设计学角度入手，对桦树皮技艺中蕴含的

审美元素予以开发，运用新时代审美需求进行创新，促

使现代人们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并且期待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与保护。

3艺术设计视角下桦树皮技艺的开发与利
用

3.1加工技巧的开发与利用
传统桦树皮技艺主要经历五个步骤，即剥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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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装饰、缝制。新剥取的桦树皮较为坚硬，需经过

火烤、蒸煮、掩埋发酵等方式软化桦树皮，有利于剪裁、

装饰。在桦树皮技艺中，常常利用压印、刻划、剔刻、

彩绘等方法对桦树皮制品进行装饰，最终利用红松根、

麻线与兽筋混合线等进行缝制。桦树皮制品使用榫接结

构，不用任何铁钉、化学胶，且巧妙地解决了桦树皮条

块坯料两端连接问题，具有防潮、防水、经久耐用的特

点 [5]。无论是桦树皮制品的软化处理技巧还是榫接处

理技巧，都可以借鉴、开发，更好地运用日常生活用品

的设计中。

3.2装饰手法的开发与利用
在新时代中，不仅仅要注重桦树皮制品的实用价

值，还需要重视桦树皮制品的形式美感。为了给予人们

视觉冲击，要注重桦树皮制品表面的装饰、色彩搭配，

形成不同的类型的图案，吸引更多人们。桦树皮制品上

的条纹主要来自生活，主要在桦树皮上利用骨质雕刻器

的末端进行打击，进而印出图案和花纹；利用骨质雕刻

器在桦树皮上刻划图案；利用刀具在桦树皮上进行剔刻，

形成阴刻、阳刻两种形式，制造出不同的图案和花纹，

形成了花纹丰富的桦树皮制品。多种装饰手法具有操作

简单、适应性强、立体感显著等特点，能够被广泛地运用。

4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民族地区沉淀

了独具特色文化价值，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资源。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现历史内涵，但与现阶段文化审美有着较大

的差距。因此应注重新时代艺术设计学理念的运用，充

分开发桦树皮技艺的内涵，为桦树皮技艺注入新鲜活力，

逐渐形成文化产业，进而实现桦树皮技艺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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