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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生态初探
徐驰溪　唐佳慧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工艺美术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历代劳动人民为适应生活实用和精神审美的

需要，在以就地取材和手工生产的方式创作工艺美术品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其中，常德民间工艺美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并

以其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推动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愈发强烈，常德民

间工艺美术文化生态环境正悄然发生着变迁，使得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特征发生了巨大转变，甚至威胁着常德民间

工艺美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探索新的思路并践行新的路径，已经成为保

护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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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工艺美术与文化生态

民间工艺美术具有较强的艺术特性。首先是地域性，在民间工

艺美术发展的历程中，所处地域的政治、经济、宗教、风土人情等

因素均会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影响着当地人

们的思想与理念，进而突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审美取向，使民间工

艺美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其次是主题共性，从民间工艺

美术的象征性和功利性来看，民间工艺美术的创作者是广大的劳动

人民，因而民间工艺美术承载着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生活的热爱和向

往，其主题蕴含的寓意必然是美好完满和幸福吉祥；最后是实用性

和审美性的融合，早期工艺品的创作仅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生产生活

的使用需要，随着制作工艺与水平的逐渐提升，人们开始依据自身

的审美和喜好以艺术性的改造手法赋予了工艺品更加丰富的外在形

式，使其同时具备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文化生态指的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一切具有交

集和相互作用的文化因素与其周围环境构成的功能整体。文化生态

是民间工艺美术产生与发展的土壤，作为一种群体性文化艺术，民

间工艺美术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受到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信仰禁忌、

节日风俗等活动的影响，而且它也集中反映了其产生地域的社会形

态、生活风貌及文化属性。同时，文化生态也是民间工艺美术得以

保护和传承的基本载体，作为民间工艺美术的外部环境，文化生态

的协调与平衡为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概述

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种类丰富多样，按使用功能分类，包括桃

源木雕、澧州剪纸、汉寿皮影等欣赏类、土家织锦、桃源刺绣、武

陵锔瓷等实用类、彩塑神佛像、临澧纸扎、傩戏道具等宗教祭祀类；

按生活节庆分类，涵盖澧州剪纸、汉寿龙舟、饶天坪龙灯等节日喜

庆类、桃源刺绣、桃源木雕、土家服饰等叙事抒情类；按工艺种类

分类，囊括汉寿烙画、桃源石雕、石门土家族蓝印花布、桃源刺绣

等以绘画、雕塑、印染、锦绣等为工艺的多种工艺美术类别。

常德地区具有历史悠久和形态丰富的农耕文化，常德的民间

工艺美术伴随着农耕文明的诞生而出现，且其形成和发展始终与

常德的地域风貌、社会形态、历史文化、民俗活动等具有息息相

关的联系。作为常德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常德民间工艺美术具

有浓厚的楚风楚韵，常德各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催生了多种民间

工艺美术形式，且常德民间工艺美术在融入湖湘文化后得到了更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包容性、文化性及艺术性均得到全面的提升。

三、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生态环境变迁

（一）自然环境的转变

常德民间工艺美术起源于该区域的农耕文明，因而受自然环

境的影响较深。随着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常德

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泥土、面粉等物质材

料的质地、质感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部分用于制作民间工艺美

术工艺品的自然材料已经消失，进而影响了手工艺制作的质量与

韵味。同时，在生态环境失衡的情况下，手工艺者难以从大自然

中获取创作灵感，创作出来的工艺品明显缺乏文化底蕴和艺术韵

味。

（二）社会形态的转变

长久以来，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始终恪守于稳定和保守

的轨道。20 世纪初西方工业文化对常德地区的经济、文化及科技

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常德地区的小农经济体制被逐渐瓦解，

社会的发展重心被置于经济、科技等方面，社会形态的转型导致

常德民间工艺美术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贫瘠”，极大地制

约了民间工艺美术的产生与发展，而科技的迅速发展甚至导致常

德民间工艺美术的手工制作逐渐沦为机械的流水线作业。

（三）文化属性的转变

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以常德地区的历史文化

与民俗活动为载体，然而随着“现代文化”“西方文化”“小众文化”

等多元文化形态的冲击，常德地区的文化属性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部分传统的节庆活动已经消失，各类民俗活动也逐渐被人们忽视，

加之在多元文化形态冲击的环境下，常德地区的手工艺制作者在

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给常德民间

工艺美术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严重危机。

（四）物质消费的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常德地区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生活的便利化和信息的迅捷化使其对现代化、

科技化的物质消费品产生了较大的追逐欲望，名牌服饰、电子产

品等市场不断拓展，绘画、雕塑、印染、锦绣等民间工艺美术被

不断地遗忘。物质消费的转变带动了市场需求的变化，随着常德

民间工艺美术文化存在理由的逐渐弱化和消费者的大量流失，民

间艺人对手工艺品的创作热情被消耗殆尽，民间工艺美术技艺失

传在所难免。

（五）精神需求的转变

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精神内涵在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

向往，这种追求带有一定的朴实性和原始性，这也集中体现了民

间工艺美术的功利性。然而，随着常德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

物质生活普遍充足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呈多元化的态势发

展，对现实生活的朴实性追求早已不复存在，进而对民间工艺美

术的精神依赖性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使得常德民间工艺美术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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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带有独特地域风格的造型、纹饰、色彩等元素，其精神内涵和

文化底蕴早已消弭。

四、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生态良性发展新思路

（一）政策层面

首先，常德当地政府需要强化对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生态的保

护力度，将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纳入到法治框架之下，以文物保

护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及商标法为依托从法律层面推动常德民

间工艺美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对常德民间工艺美术进行分类

记录和文档保存，落实有效的制度保障措施。其次，政府需要全

面发挥主导作用，申请非物质文化保护区并筹建生态主题项目，

一方面对常德民间工艺美术进行现代化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建

设以民间工艺美术为导向的主题公园、主题街区、主题建筑物等

营造保护与传承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社会文化氛围。最后，政府

需要加大资金支持与制度支持，牵头建立自然生态保护区，依据

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起源、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划定特殊区

域予以保护，使其自然环境在协调、平衡的状态中为常德民间工

艺美术手工艺人提供更多的物质材料、自然素材及创作灵感，以

此推动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 

（二）教育层面

首先，政府与教育部门需要强化协同配合，将常德民间工

艺美术纳入当地的教育体系中，要求常德各地区利用其教育资

源的优势，组织相关专家与学者通过查阅典籍资料与实地走访

考察，将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相关知识与发展历史编写成兼具

综合性与系统性的教材，使学生从小开始接触民间工艺美术方

面的知识，为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传承夯实基础。其次，

常德地区各类高校及艺术学院需要将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纳入专

业学科建设及实践教学体系，以选修和必修的方式开展常德民

间工艺美术教学，强调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依托各相关学

科的实践教学活动使学生零距离接触常德民间工艺美术，使学

生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更加深层次的了解并掌握常德民间

工艺美术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内涵，进而从兼具专业性、理论性

及操作性的维度强化对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传承。最后，

常德地区的美术类教师、学者与民间的手工艺人需要强化协同

联动，积极开展针对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学术性研究和科研性

探究，从不同维度推动常德民间工艺美术形成一个兼具系统性、

立体性及可操作性的研究项目，以此为相关教育措施的开展提

供可持续的素材，并进一步促进常德民间工艺美术与其他优秀

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和互相促进。

（三）宣传层面

首先，常德地区的政府、文旅部门及相关企业需要加速建设

以民间工艺美术为主题的旅游产业，依据民间工艺美术的种类、

起源地、汇集情况等因素，以创建不同方式的旅游项目为契机，

通过带动旅游产业强化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宣传与弘扬。其次，

常德地区的文化宣传部门需要将民间工艺美术的宣传作为重要任

务开展，挖掘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以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为渠道，以公益广告、主题会议、竞赛活动等形式

为载体，全方位宣传常德民间工艺美术，进一步将常德民间工艺

美术打造成常德地区的代表性文化标志。最后，常德地区的新闻

部门需要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信息优势与渠道优势，依托各人气较

高的自媒体平台创建以常德民间工艺美术为主题的自媒体账号，

凭借互联网的信息裂变机制和大数据分析迅速占据网络宣传渠道，

以此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推广常德民间工艺美术，为常德民间工艺

美术的保护与传承拓宽信息渠道。

（四）组织层面

首先，常德各地区的民间力量需要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组

织以弘扬常德民间工艺美术为主题的社会团体，号召民间手工艺

人积极参与，一方面以社团活动的方式推进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

保护，另一方面以手工艺人技法传授的形式强化对常德民间工艺

美术的传承。其次，常德社会各领域相关力量需要强化配合，构

建常德民间工艺美术传承者发掘机制，借鉴“非遗传承人”的方式，

积极从民间寻找优秀的手工艺人以及有意向传承手工技法的人才，

同时依托新媒体的信息优势与技术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挖掘各地的

民间美术爱好者，进而对这些传承者进行重点培养，使其成为兼

具系统知识、手工技法及现代意识的民间工艺美术人才。最后，

常德地区的公益组织需要针对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使用进行全面

的监督，对以不合理、不正当形式使用民间工艺美术素材的行为

予以制止，并及时举报对常德民间工艺美术进行歪曲、丑化、篡

改等现象，以此助力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

（五）创新层面

首先，常德地区的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需要统筹配合，鼓励

民间工艺美术企业创建研发中心，针对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

开展技术层面的创新，依托科技的进一步强化对民间工艺美术物

质材料及优秀作品的技术性保护。其次，要保证常德民间工艺美

术的有效传承，就需要手工艺人在作品设计和创作中强化创新意

识，将保护传统文化和满足市场需求进行有机的融合，在保留常

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底蕴、传统技法及艺术内涵的基础上，可以

适当地融入现代化的元素，以此获得更多现代人的认可，拓宽常

德民间工艺美术的宣传渠道和传承路径。最后，常德各类生产型

企业需要强化创新意识，以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创新渠道，将常德

民间工艺美术中的素材和形象融入现代化物品的设计和生产中，

例如，生产以汉寿皮影为形象的风筝、将土家服饰中的纹饰融入

T 恤中等，如此不仅可以赋予产品浓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气息，

还可以促进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传承，为常德民间工艺美

术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五、结论

在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常德民间工艺美术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其以琳琅满目的种类和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在优秀传

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自然环境、社会形态、

文化属性、物质消费及精神需求的转变，常德民间工艺美术文化

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威胁着常德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传

承。基于此，常德地区的政府及社会各界需要强化协同配合，从

政策、教育、宣传、组织、创新等层面多维发力，为常德民间工

艺美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使之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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