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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花艺术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更是蕴含着我国各个地区的传统民俗和文化特征，包括图示纹样、民风

民俗等。面花不仅仅是一种传统食物，更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的载体，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早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民间

面花艺术以其朴实无华的制作手法和浓郁的地域色彩，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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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我国民间重要的文化，面花是利用面粉、米粉等原料用

水调和后来凸显各种造型的一种艺术形式。面花艺术作为一种传

统文化艺术形式扎根于民间生活中，其中蕴含着我国人民丰富的

艺术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对面花艺术进行多

层次、全方位的认识，以此进行传承和保护。作为我国民间传统

文化艺术之一，有着朴实、厚重、丰富、浪漫的品质特点。随着

南北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面花逐渐在南方流传起来，并形成

了一种独特、极具地域色彩的民俗风情和民间手工艺。“花圆子”

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基于此，本文将以“花圆子”为例，探

讨民间面花艺术传承与保护。

一、非遗视角下民间面花艺术传承与保护的必要性

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表现形式的冲击下，人们的文化观念趋向

多维化发展。面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

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展现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和艺术特色。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形态的变化，面花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变

化，从最初的用于祭祀的三牲等物品，逐渐演变成用面制作的各

种动物、花卉、人物、景物、器物等形象，这些面花已经逐渐融

入了民间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和艺术形式。然而，

面花的传承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习

俗受到冲击，年轻人对面花的关注度降低，导致其社会功能逐渐

减弱。对此，从非遗文化的视角来看，我国应当进一步弘扬和传

承民间面花艺术文化，提高人们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

以此来保护和传承这些传统的手工技艺。

二、民间面花艺术传承与发展的现状

（一）生存空间被缩减

作为农耕社会中的一项重要手工艺品，面花艺术不仅承载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曾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面花艺术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传承挑战和市场挤压。具体来说，随着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快销产品的出现，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饮食习惯和消费

观念发生巨大变化，面花等传统手工艺品逐渐从日常生活必需品

转变为文化符号或旅游纪念品，市场需求大幅减少，从而对面花

手艺的大范围传播产生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随着文化交融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市场上涌现出大量新颖、多样、美味的糕点产

品如蛋糕、西式甜点等，这些产品不仅得到了市场的青睐，还受

到了年轻群体的喜爱和追捧，而面花无论形状、口味、受欢迎程

度都无法与西式甜点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挤压了面花的市场空

间。

（二）面花工艺流程较为复杂

面花工艺流程较为复杂，且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

对于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具体来说， 面花的

制作工艺流程确实非常复杂 。首先，面花的制作需要以优质小麦

粉为原料，加入不同蔬菜汁进行调色，经过揉、捏、剪、压、贴

等十余道工序进行手工塑形；其次， 蒸制面花步骤较多且较为繁琐，

完成一个面花，手工艺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同时，由于面花

艺术的市场价值较低，其定位的价格普遍不高。即便如此，仍难

以获得市场和年轻人的青睐，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传承人放弃传承

和保护；最后，手工艺人不仅需要通过复杂的工艺流程，创造出

栩栩如生的面花作品，还需要赋予它们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

值，这对传承人的文化内涵要求较高。此外， 面花艺术的传播力

度不足，使得年轻人对于 面花艺术的制作流程了解不多。随着时

代的发展，面花艺人渐渐老去，年轻人大多不愿意花费时间和金

钱去学习面花技艺，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坚持这项艺术活动，导致

这一艺术形式面临失传。

（三）不易保存且缺乏特色

首先，由于制作材料的特殊性，面花保存时间和存储环境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长时间储存和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面花容易

出现变质、受损或开裂等问题，更难以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传

输和销售，从而导致一些具有深厚艺术价值的面花难以被完整保

存下来。其次，面花在传承过程中只注重技艺和手法的传承，没

有与时代特色和流行趋势进行融合，导致艺术特色趋于同质化。

这种相差不大的状况使得面花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独特的卖点，难

以吸引当代消费者的注意。最后，尽管我国电视媒体、网络信息

媒体等对面花艺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介绍，但篇幅比重较

小，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同时，面花艺术的宣传主要依赖于传

统媒体和地方政府的文化推广活动，缺乏多元化的宣传渠道和创

新性的宣传策略。这导致面花艺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限，难以

吸引更多的群体关注。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面花的传承

和发展。

三、扬中花圆子的相关概述和文化内涵

花圆子是由面工艺人，用面粉、糯米粉捏制而成，造型多样，

色彩鲜艳。放入笼屉蒸熟后，在上面插上天竹叶子，寓意吉祥。

花圆子的由来和扬中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历史文化密不可分。

 花圆子的造型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形态多样、色彩丰富和制作

工艺精细上 。花圆子通常由面粉、糯米粉等材料制成，可以制作

成鱼、百合、寿桃、笋子等多种形状，这些形状不仅具有观赏性，

还寓意吉祥  1。制作过程中，面工艺人会使用各种工具如镊子、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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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子等，通过捏、剪、压等手法，将面团塑造成各种生动的形象，

如长椭圆形的树叶、花瓣等。圆子的文化内涵也非常丰富。在扬

中地区，每逢老人大寿、房子上梁等喜事时，都会准备花圆子，

这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祝福的表达 。 

四、非遗视角下民间面花艺术传承与保护策略

（一）注重政府的引领作用，构建艺术传承体系

民间面花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民间

面花艺术面临着传承断层、发展困境等挑战。为了切实做好民间

面花艺术的传播和保护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其发展困境，需要加

强政府的支持力度，健全和完善民间面花艺术传播与保护机制。

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制定和完善关于民间面花艺术保护的

法律法规，明确保护标准、保护措施、传承责任等，为传统技艺

保护和传承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相关部门需要民间面花

艺术进行综合分类、整理、记录与保存，采用数字化、信息化等

手段，建立民间面花艺术数据库，将民间面花艺术中的技艺、手

法记录下来，减少由其他因素而导致的民间面花艺术失传的情况，

确保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另外，对于民间面花艺术，

政府应当建立完整的保护传承机制，包括传承人认定、技艺传承

资金扶持等。还可以建立民间面花艺术人才培养机制，保证面花

技艺得以延续。比如，可以在高等院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

鼓励年轻人学习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在此基础下，政府可以将民间面花艺术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进

行融合，大学生可以在创业项目中深入挖掘面花艺术的文化内涵

和历史价值，将其与当地的民俗、节庆等活动相结合，打造具有

地方特色的面花品牌，以此向消费者展示面花艺术的独特魅力，

增强文化自信，提高面花的市场接受度。

另一方面，政府机关可以为民间面花艺术的传承和保护设立

专门的保护机构，负责统筹协调保护工作，使得民间面花艺术传

承与保护工作可以更加高效率、高质量地进行。

（二）创新面花表达形式，实现与时代接轨

近些年来，我国民间面花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性与传播范围

均出现消减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民间面花艺术的物质载体没

有及时创新，从而被文化融合后所衍生的产品所替代。对此，对

于民间面花艺术的传承和保护需要以大众的时代需求为基本指引，

使其不断进行优化和创新，融合时代发展趋势和审美特点，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任何艺术的发展都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只有将

民族民间艺术放在与现代艺术同样的地位，才能使民间面花艺术

获得更多关注与保护。首先，手工艺人或者相关民间面花艺术组

织应当结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对面花进行产品创新设计。例如，

民间面花艺术组织需要对目前的市场流行元素进行调查和学习，

设计出具有时代元素的面花造型，或将其与其他食材进行有机结

合，创造出新颖独特的口味和口感。

其次，相关部门可以拓宽面花产品开展市场销售的渠道，通

过专业营销公司的推广和宣传能力，让更多群体有消费面花产品

的机会，从而促使人们可以将面花带到日常生活中，培养他们对

于民间面花艺术的喜爱。比如，扬中市相关部门可以引导民间艺

术组织或者花圆子传承人利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现代营销手

段，拓宽花圆子的销售渠道。通过线上展示、直播带货等方式，

提高扬中花圆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扬中民间艺术组织或

者花圆子传承人还可以与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合作，将花圆子

作为特色旅游产品进行推广，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扬中的旅游热度，

还可以有效激发大众对于花圆子的了解兴趣，从而进一步实现传

承和保护。最后，为了更好地实现创业梦想，大学生还可以将目

光投向非遗文化产品传播和传承工作中来。比如，大学生在毕业

后可以参加面花艺术培训，与面花大师学习面花的制作手法和技

艺，了解面花的和面、发酵、揉面、捏花、蒸制等制作流程。在

学习之后，大学生可以依靠自己的手艺进行创业，这样不仅可以

解决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面花艺术。

（三）扩展宣传渠道，提高群众的认知度和兴趣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民间面花艺术面临着社会和大众认知度

不足的发展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间面花艺术宣传工作还

不到位。为了切实加强民间面花艺术传播与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

信息化建设必不可少。相关民间组织和传承人应当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的优势，凭借互联网平台对于信息传递快捷高效的特点，

突破传统宣传模式的界限，创新宣传方式，提高社会群体对民间

面花艺术的认知和了解。首先，扬中面花艺术传承组织应当积极

开展线上宣传工作，建立花圆子的官方网站和微博、抖音等社交

媒体账号，定期发布花圆子的相关信息、作品展示、传承人介绍

等内容，吸引社会群体的关注，使得大众可以对民间面花艺术有

一个更加深入的认知和了解。其次，扬中民间艺术组织还可以开

展线上咨询业务，通过线上直播、短视频挑战、线上问答等形式，

解答大众对于花圆子的疑问，以此增加与观众的互动，提高民间

面花艺术的曝光度和参与度。最后，除了线上活动之外，相关组

织还应当积极开展以“花圆子”为主题的线下活动，拉近花圆子

与社会群体的距离，促使面花艺术可以深入到社会群体的日常生

活当中，以此激发群众参与到面花艺术传播与保护工作中的积极

性，进一步扩大民间面花艺术在社会群体当中的影响力。比如，

江苏省扬中市民间艺术文化保护组织可以带领花圆子技艺传承人

或者相关社团前往企业、机构、学校或一些知名广场等地举办文

化体验活动，并介绍花圆子的由来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让人们

有机会参与到民间面花艺术的学习和制作过程中，促使他们可以

沉浸式地体会到民间传统艺术的魅力，了解面花艺术传承的重要

性，以此为民间传统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好的氛围。同时，

可以与学校、社区等合作，开展面花艺术普及活动，提高年轻群

体对面花艺术的认知度和兴趣。

综上所述，民间面花艺术在面临传承与保护挑战的同时，也

面临着现代转型的机遇。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拓展宣传渠道、加

强技艺传承与保护工作、挖掘文化内涵以及政府支持等措施，面

花艺术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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