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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昌竹编”造物艺术的传承及创新
黄　丽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1）

摘要：“瑞昌竹编”是流传于江西瑞昌民间的传统技艺，是以竹筐、竹篮等为代表的竹编工艺，其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与社会文

化信息，能够反映江西一带的地域文化特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同样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难题，目前关于“瑞昌竹编”

造物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研究不够充足。基于此，本文针对“瑞昌竹编”造物艺术的传承先创进行 研究，并从现代化发展视角提出创新与

传承路径，强化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弘扬非遗文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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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昌竹编”最早发现与三千多年的商周古铜矿冶遗址，经

过数千年的积累与数代手工艺人的传承，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与地域文化。江西地区凝聚着诸多少数民族群众，各民族之间的

文化与生活方式等相互交通，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定与思想，促

使着“瑞昌竹编”艺术的创新发展。为促进“瑞昌竹编”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应建立和谐的发展环境与丰富的传承路径，探

索出全新的实践路径，促使非遗文化能够更好适应现代生活。

一、“瑞昌竹编”造物艺术的特点与传承现状

（一）“瑞昌竹编”造物艺术的材质特征

瑞昌竹编作为竹编的一种，其有着竹编的显著特征。对此，

本文对竹编工艺的材质进行分析，在竹材种类、竹龄、色泽等为

选择编织材料提供依据。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竹编材质主要具备

以下特征：一是部位不同特点不同。竹子的每个部分特征不同，

即便是同一根竹子也会存在区别，选择不同部位的竹子进行加工

会得到不同色泽感、材质的产品。二是竹子材质优势各异。每种

竹材都有着自己的优势，手工艺人需要在充分了解竹材特征基础

上才能选择适宜的竹材。比如楠竹有着坚韧、易劈篾等特质，可

应用于制作家具、桌面等；淡竹有着韧性好、劈篾性能佳等特点，

可用于制作中低档竹编产品等。三是手工艺不同制品不同。瑞昌

竹编选择的手工艺不同，所对应的制品也存在很大差别。比如篾

丝染色工艺能够修饰竹编制品，能够制作出相应的特产、工艺品等。

竹子的特性明显，人们应用竹子的弹性特性制作弓箭，应用竹子

的凉爽特性制作凉席等，实现了在人们生活的广泛渗透。瑞昌竹

编制品的实用性较强，存在很多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产品，在未

来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体现实用性功能与鉴赏性功能的有效拓展，

为人们制作出更加精良的器物。

（二）竹编工艺的艺术特点

“天有时，地有名，工有巧，才有美，和此四者然后才可以

为良”。制作工艺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器物的品质，匠人应高

度重视制作工序与制作工艺，需要严格按照工序步骤进行编制。

竹编制品也存在同样的道理，手工艺人的制作水平直接影响着竹

编制品的制作水平。手工艺人运用各类编织技巧将不同规格的竹

片与竹丝制作成不同的纹样与造型，进而形成竹编工艺品。竹编

工艺品的关键在于选材与手工制作，需要手工艺人应用竹编手法

与目标产品功能制作出相应的产品。首先是选材，竹材有着不同

的特点，手工艺人需要结合目标产品功能，选择合适的材料，比

如在制作日常生活用品时，可选用毛竹和水竹等材质。其次是加

工工艺，手工艺人可选择不同的加工工艺，比如应用篾丝精编制

作瓶、篮等，应用篾片粗编手法制作箱体等，同时还可以结合产

品功能，通过篾片之间的编排制作成不同的图案形状。以瑞昌竹

编为例，手工艺人需提前对产品功能与造型进行构思，而后按照

产品预期效果选择相应的竹制材料，经过一系列加工工序制作出

相应的成品。竹编方法丰富，所呈现的艺术效果多样。

（三）瑞昌竹编发展现状

瑞昌竹编是江西省瑞昌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造物艺术，江

西地理位置优越，呈现出文化思想相互包容的态势，诞生了极具

地域特色的文化手艺，包括瑞昌竹编等。瑞昌竹编历史发展悠久，

经过数代人的传承，逐渐形成了极具当地风格的民间艺术。瑞昌

地区竹类种植较多，为竹编艺术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支持，以

小山竹与淡竹为代表衍生出诸多传统产品，逐渐形成淡竹之乡的

称号。瑞昌竹编工艺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其极具开放性特征，

能够兼容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融入了诸多时代元素。

另一方面，其工艺程序比较复杂，对手工艺人的要求较高，多数

步骤难以用机械代替，在传承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随着时代的

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竹制器物融入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中，不

仅带给了人们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也能够让人们凭借精湛的手

艺获得相应的劳动收入。就目前而言，瑞昌地区盛产竹子，为瑞

昌竹编的工艺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持，体现了瑞昌竹编产业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特点。但同时，竹编产业供需不均衡，强调手工制作

的瑞昌竹编容易受到市场的冲击，瑞昌竹编的传承与创新势在必

行。

二、“瑞昌竹编”造物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一）创新竹编文创产品设计，扩大市场推广范围

在江西文旅融合政策支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创相结合

的开发方式得以有效推行。瑞昌竹编可以此创新文创产品设计，

以极具现代化元素的文创产品吸引更多的市场。在新时代环境下，

基于非遗文化的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促使年轻人逐渐成

为非遗文化传承的主力军，通过非遗数据报告显示，80 后与 90

后年轻人逐渐成为非遗文化传承的主力军，00 后年轻人以较高的

购买率占据非遗好物成交额榜首。由此可以看出，非遗产品与非

遗文化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非遗文创产品不仅能够帮助非遗文

化打开市场，同时还能够激发社会大众对非遗文化的了解。因此，

非遗文化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是宣传非遗文化的重要途径，瑞昌

竹编可在传承非遗文化基础上实现对造型与工艺的积极创新，通

过融入现代化元素与创新色彩表现等方式，呈现出鲜明的创作意

图与美学特征，激发年轻群体的购买欲望，以此扩大市场推广范围。

瑞昌竹编的纹样与色调搭配等都是文创产品设计重要的视觉元素，

应从多个方面入手，推进产品设计创新。比如在造型上，可结合

年轻人喜好情况对造型装配与着色搭配等进行调整，将竹编艺术

与手办制作、流行动漫角色等相结合，使其呈现出现代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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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序制作上，可结合当下流行趋势，设置游客制作体验环节，

邀请游客参与产品制作，融入游客的心血与创意，设计出相应的

文创产品。在推广宣传上，瑞昌竹编可与博物馆、电商平台等建

立合作，通过设计创意文创产品进行售卖与宣传，让更多的人了

解瑞昌竹编工艺。在工艺创新上，瑞昌竹编作为古老的文化艺术，

其主要以传统竹编工艺技法为主，在发展过程中，可推出各类花

样创新编法，比如新型坐标型等图形样式，为竹编工艺品提供创

新元素。在主题创新上，传统瑞昌竹编主题多局限于实用性生活

用品，对其发展与传播带来一定局限。对此，手工艺人可创新出

不同形式的工艺品，结合当代人的生活需求创新工艺设计，比如

竹编猫窝、竹编挂饰等，脱离高雅的竹文化气质，赋予现代化生

活符号，为其提供更为宽广的发展前景。

（二）构建瑞昌竹编数字博物馆，提升游客真实体验

数字博物馆是基于数字空间的博物馆，其不仅具备博物馆的

基本特点，也具备数字技术的虚拟优势，能够在数字技术的支持

下构建出瑞昌竹编三维模型与建筑三维模型，带给游客更加真实

的体验。在实际应用中，游客可应用 AR 技术与 VR 技术获得听觉、

视觉等感官体验，通过浏览网页形式，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博物馆，

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瑞昌竹编艺术。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地区的博物馆实现了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比如深圳中国

钢结构博物馆，其打造了智慧浏览模式，应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线

上参观路线，游客可通过浏览器进入主页面，应用手机客户端操

作即可获得数字博物馆的参观体验。在应用过程中，游客可应用

手机进行全景观览，感受 3D 漫游体验。瑞昌竹编作为手工艺品，

可在数字博物馆中强调工艺制作与工艺流程展示等内容，让游客

应用 VR 和 AR 技术了解非遗竹编文化，感受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

与传播。数字博物馆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强大助力，让无形

的手工艺转化为图像、视频等内容，有效拓展了非遗文化的传播

路径。在构建线上模型时，可将 BIM 技术、VR 技术等引进其中，

其中 BIM 技术可构建参数化模型，使得游客体验更加真实 VR 技

术可将模型生成全景浏览模式，带给游客仿佛处于实体博物馆的

环境。瑞昌竹编是我国传统竹编手工艺的重要内容，要善于通过

多元路径进行文化展示，让文化载体转化为文化故事，激发更多

人的情感共鸣，促使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与传承。

（三）强化竹编手艺培训，建设传承人队伍

瑞昌竹编工艺较为复杂，需要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主要可

选择以下传承方式：一是师带徒传承。师带徒形式是自古以来民

间艺术的主要传承手段。师傅手把手教学，才能够让学徒得到真

才实学，促进手工艺术的有效传承，但其传承领域与传承受众较

为局限，当地年轻人更愿意到城市工作难以投入到传统手工艺学

习中，进而使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

为促进竹编手艺的有效传承，应加强对竹编艺术与竹编发展潜力

的有效宣传，激发年轻人传承艺术的意愿，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

参与到非遗文化传承队伍中。师带徒传承方式能够将师傅毕生所

学与文化理解等传承下去，确保瑞昌竹编的发扬光大。二是教育

机构培训。教育机构与高校教学等均为培训传承方式，能够实现

对瑞昌竹编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瑞昌竹编艺术家可在学校与

培训机构等组建竹编艺术宣传会或竹编艺术培训班等，面向大学

生开展竹编工艺教学，将竹编工艺理论与技术要领等传授给新一

代大学生，提升其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程度，为未来传承奠定良好

基础。此方式能够有效扩大非遗文化传播范围，从众多群体中发

现更多竹编艺术爱好者与竹编艺术传承人才，通过艺术家的深度

教学，提升非遗文化的传承。随着竹编工艺的不断发展，瑞昌竹

编逐渐展现出时代魅力，艺术家要将瑞昌竹编文化特征与艺术特

征充分展现出来，作为当地的文化名片进行积极宣传，树立非遗

文化品牌。

（四）加大政府扶持，强化竹文化宣传

在以往传承发展工作中，民间造物艺术存在与现代市场联系

不够紧密的问题。对此，政府部门要强化力量介入，为瑞昌竹编

创新提供更多的支持，制定出相应的传承与保护机制，强化人们

对瑞昌竹编的认识。首先，融入政府力量。在新时代发展中，国

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各地政府在思想意识上认

识到了非遗文化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价值，应给予非遗传承的大力

支持。对此，江西地区政府可通过力量介入激发瑞昌竹编艺术的

市场性与文化性，比如组织传统非遗文化艺术品展览会，邀请相

关采购企业、非遗文化传承人等参与，让瑞昌竹编手艺人能够充

分展示竹编作品，为瑞昌竹编提供丰富市场。其次，加强网络宣

传。政府可借助媒体力量，强化对瑞昌竹编艺术的宣传，吸引更

多的消费者，收藏爱好者等购买，增强传统艺术品的市场驱动力，

有效激发民间艺人的创作热情，为非遗文化传承提供活力。最后，

推进竹文化宣传工作。竹文化有着典雅与清幽的气质，是我国传

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政府要加强竹文化的宣传，以竹文化为切

入点，带动人们对瑞昌竹编艺术的了解。对此，江西地区可组建

多元竹文化活动，比如组织竹文化交流会、竹艺制品设计竞赛等

活动，将更多的竹文化爱好者集合起来，让人们对瑞昌竹编艺术

进行探讨与宣传。比如组织竹文化摄影、绘画活动，让人们将瑞

昌竹编艺术以摄影或绘画方式记录下来，借助媒体宣传竹编文化

的艺术内涵，充分展示瑞昌竹编的形成过程与工艺流程等，激发

更多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三、结语

综上所述，瑞昌竹编属于我国优秀非物质文化之一，凝聚着

民间手工艺人的智慧，其发展历史悠久，有着浓厚的文化魅力，

为其未来传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新时代环境下，瑞昌竹

编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应积极推动创新设计与多元路

径，积极引进现代化元素，通过设计提升产品艺术价值，通过引

进数字化技术拓展传承路径，通过教育培训建设传承人队伍，为

瑞昌竹编传承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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