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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民
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其工艺品种和技艺通常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和完整的工艺流程。传统工艺门类众多，涉及衣食住行，是中
国传统造物体系、造型体系、观念体系的集成。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在低下的社会生产效率和财富高
度集中的社会制度下诞生的传统工艺，面临着巨大的冲击，许
多具有民族或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因找不到走向大众的途径而流
失。同时，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后，品质不一，效率低下，
价格昂贵的手工艺品似乎与当下人民的审美和生活并不协调，也
使其沦为小众文化。在这种形势下，抢救和保护具有历史民族
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成为国家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

1  传统工艺新组织与结构
随着我国数字媒介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工艺

可以通过数字化途径进行展示和传播，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创造
一个新的知识空间和传播空间，形成传统工艺的线上组织与结
构。“这一空间使人们脱离了原有的，线性的，等级的和僵化
的本土知识形态和关系，形成了一种离散的、复杂的和灵活的知
识体验。”[1]在传统工艺的发展进程中，主要体现为师徒传承和家
族传承，通过合理的内部运作组织和分工，将成品或手工艺品以
展览的形式展示给观众。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成品和手工艺
品的受众范围和展示时间有限，传播覆盖率低。而如今，传统工
艺通过抖音，头条等网络传播媒介以图片、视频、文字等多种形
式展现，使更多的人能随时随地了解过去及现在、周围及外部世
界。2020年8月故宫博物院“数字故宫”小程序上线，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三年来参与的科技技术与传统技艺结合保护修复
的成果的图片、三维模型、音视频素材、VR展览全景等数字资源，
通过小程序平台与观众分享，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丰富的知识
体验与美的享受。同时数据显示，这样的数字产品吸引了更多的
青年群体的关注，构建了一个线上线下互联互动的新组织与结构，
也为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传统工艺文化的传播路径
2.1跨媒体文化传播
跨媒体通常被视为一种创新的方式使用传统媒体。在当前的

媒体环境中，消费者控制着媒体的使用，他们决定何时何地访问
特定的媒体和内容。传统工艺要走出传播困境，需要借助新型传
播方式跨越媒介和平台，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高度交互
融合，通过网络媒介的新技术手段和新技术装置去传达传统工艺
的文化和价值。当下，围绕着传统工艺衍生的故事进行叙事的影
像传播已有呈现，这种叙事结构更能体现主体创作者的主观感受，
给观众带来更强的感官刺激，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

2.2文化传播形式
主体的真实形象也可以以匿名的方式，掩藏在形形色色的技

术形态当中。比如短视频、Flash动画、在线游戏、动态相册，以
及QQ、微信、微博等。其中动画的呈现形式可以极大的降低真实
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将传统工艺进行再创作，更接近现代人的审
美体验，更有利于知识的普及与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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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数字媒介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工艺需紧跟时代步伐，在虚拟环境中创造一个新的知识空间和
传播空间，从产品到文化，提升全民对传统工艺的认知。建立传统工艺品牌，促进行业跨界合作，实现线上线下经济利益的兑换与
市场空间的发展，有效推动传统工艺的振兴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传统工艺；跨媒体；文化；传播

3  传统工艺的发展策略
3.1品牌建立
传统工艺品是以文化为介质的产品，是传统文化的物质形

态，是民族文化的高度凝练。[3]品牌就是体现文化身份的一种物
质性标志，传统工艺品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通过赋予传统工艺品以时代价值，塑造品牌形象。品牌的建立
不仅要靠优质的产品，也离不开积极主动的宣传推广。举办活
动，独立展览，在一线城市建立推广平台和销售渠道是当下传
统工艺企业品牌宣传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影视剧的热播，也为
传统工艺品牌提供了更多的跨介宣传途径。比如，“汝醉”一
个初创品牌，将汝瓷酒具软植入于影视剧《清平乐》中，通
过影视剧的热播流量来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为新品牌助力。同
时，高附加值的品牌也可助力新品牌的传播。从丰富的传统工
艺技艺和品种中，培育知名的中国品牌，是实现传统工艺振兴
的建设之路。

3.2行业跨界合作
目前传统工艺跨界合作较多的领域，依次为教育、文博文创、

旅游、地产建筑家居和服装饰品行业。[4] 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不仅仅是“技”与“道”的传承，还需要实现经济效益和拥有市
场空间才能使传统工艺传承发展。在国家大力扶持下，一些地区
依据当地特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工艺振兴融合模
式的旅游线路，将大众休闲体验项目嫁接到文化旅游项目中，带
动传统工艺产业的发展。许多传统工艺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
如景德镇陶瓷、苏州刺绣、南京云锦、北京景泰蓝、宜兴紫砂、东
阳木雕、福州漆器等。但在新媒体的社会结构下，人们对所处环
境的认知状态和掌握信息程度有所差异，传统工艺的未来需从专
业生产向用户参与的路径发展，如能将互联网、媒体企业与传统
工艺主导区域特色产业有机结合，通过跨媒体传播方式实现传统
工艺的品牌形象塑造，把旅游、休闲、购物、传统工艺品融合，将
会为传统工艺振兴提供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4  结语
传统工艺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内涵，传承和发展中华传

统文化是当代人民应当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深厚
的东方文化底蕴，创造传统工艺的中国品牌，打破传统发展与传播
思维，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与世界对话，宣传中华传统文化，使观
众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及发展，促进中
国传统工艺转型升级与创新，推动中国传统工艺早日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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