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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路径研究 

——以“汴京灯笼张”为例 
王立峰 

（开封大学  河南省开封市  475000） 

摘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汴京灯笼张”的传承发展模式出发，探讨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途径，探索可供借

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形式，力求营造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新模式，对我国非遗保护及民间艺术传承提供

具有实质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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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灯笼， 早出现于汉朝时期，早期多用于照明和休闲娱乐，还

有装饰礼仪等功能。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如今它已超出本身所具

有的使用和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特色，是我国传统民间文化的

载体和表现形式。 

开封及周边地区的灯笼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北宋年间，开封举

办的元宵灯会就已声震天下。据史料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于太祖乾

德五年的上元节登上宣德门城楼，“诏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

灯，后遂为例。”由此可见当时灯会的繁华盛景。北宋的制灯业得以

迅猛发展，在制灯材料、工艺技术和题材内容等方面有了纵深的进

步，制灯技艺和制灯作坊也声名远播。“汴京灯笼张”便是这些作坊

中 有名的制灯大家。 

1.“汴京灯笼张”的发展背景 
“汴京灯笼张”从清朝开始就居住于开封，到现在已经传承了

七代。“敬文斋”就是张氏家族创立的制灯作坊，其创始人张泰全先

生，他将自己的书画和装裱专长与制灯手工艺进行融合和创新，创

作出崭新的彩灯风格样式，成为清朝有名的制灯大家。第二代传人

张艺广先生，他创作的“鲤鱼跃龙门”是晚清时期彩灯艺术的杰出

代表。第三代传人张精业先生则擅长从普通生活中就地取材，他的

作品生动活泼，亲切喜人。第四代传人张弘先生把宣纸和竹篾作为

彩灯制作的主要材料，光绪二十七年，其与家人及工匠奉命为慈禧

行宫制作彩灯，得到慈禧太后的极力赞赏，被誉为“汴京灯笼张”。

第五代传人张嘉义先生把彩灯和民间玩具巧妙结合，有力地推动了

彩灯手工技艺在民间的广泛普及。第六代传人张金汉先生，他开创

性地运用声、光、电等新型科技制作彩灯。这些传人和工匠不仅在

制灯技术、题材内容上对彩灯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保护，还在传统

彩灯修复传承和创新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汴京灯笼张”的内容及价值 
“汴京灯笼张”扎根蕴化于中原地区，在题材内容，制作工艺，

材料选用及风格造型上，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2.1 题材内容吉祥美好 

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灵兽和吉祥喜庆的植物花卉，寓意美好

的文字和图案是“汴京灯笼张”选用 多的，希望借此传达美好的

愿景，驱邪避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宗教题材的彩灯，比如“千

手千眼观音灯”，反映了普通百姓渴望神灵保佑的心理。 

2.2 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

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汴京灯笼张”始终秉持这一制作

理念，将着色绘图、轧制、合褶造型等多种形式进行结合。其中，

“汴京灯笼张”的着色绘图，技术比较特殊的是浸染和木版印版。

木版不仅有单色版还有套色版，浸染工艺则是通过特殊定制的工具

在一张纸上同时染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这样就会达到颜色整体鲜艳

又柔和，过渡自然不生硬。 

2.3 独树一帜的风格 

在整体的造型呈现上，“汴京灯笼张”的花样多变繁复，造型特

殊新奇。色彩的整体表现上，“汴京灯笼张”用色颇为开放，大多以

大红，翠绿和中黄等民间喜庆用色为主打色，再佐以深蓝、深紫、

金银等颜色进行中间过渡和调和，装饰效果夺目鲜艳。在选用图案

和纹饰上，多用牡丹、竹、蝙蝠、喜鹊等寓意吉祥的纹样，具有极

强的装饰效果和吉祥象征。 

2.4 历史文化价值 

“汴京灯笼张”的作品朴素典雅，又热烈奔放，呈现了民间美

术作品和手工技艺的形式美，作为中原地区彩灯艺术的突出代表，

它长时间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民间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承

载体和特殊表现形式，深刻体现了中原地区普罗大众的审美情趣和

特有个性，是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的综合展示体，具有极高的文化

价值。 

3.发展现状与不足 
3.1 品牌建设欠缺 

“汴京灯笼张”目前还是把产品定位在工艺欣赏品的层次，面

对不断变化着的商品市场和新时期消费者产生的各种新需求，在如

何打造品牌和扩大影响力等方面还有所欠缺。立足于传播传统文化

和地域特色的产品，在工艺技术上不能突破原有制式，融入新科技

和新理念，开发新类别的产品，缺乏创新意识。 

3.2 经济效益不明显 

“汴京灯笼张”在其营销模式方面存在单一性，过多的依赖于

订单产出，产品具有时效性，经济收入随着节庆假日有着明显的起

伏，不能实现经济和文化的互利互惠，达到双赢的良性循环。 

3.3 专业人才的匮乏 

“汴京灯笼张”的人才培养，是师傅带徒弟这种传统模式，核

心工艺技术更是传人制，但这种人才的培养传承方式，对行业的良

性发展有着极为明显的消极影响。彩灯手工制造业人才的培养和维

护仅仅依靠固有既定模式，难以实现行业人才的良性补充和随后所

带来的技术等各方面的创新。 

3.4 非遗保护存在的空白地带 

在经济上提供资金资助非遗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和技艺交流

等有益于行业发展的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以保障活动能够顺利开

展，这些都为“汴京灯笼张”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也

应看到其局限性，大范围的资金政策支持，具体到某类行业的后续

发展，并没有针对性地指导和扶持，对行业后续人才如何培养及维

护，如何使产品适应新市场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导性建议。当然，这

是非遗保护项目的特殊性所造成的，传统手工艺的授艺有着特殊性，

但是也造成其发展的局限性。 

3.5 博物馆建设不足之处 

“汴京灯笼张”民间博物馆的建立和运营对其本身的发展起着

良好的推动作用，但在其运营管理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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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藏品的相对局限性，“汴京灯笼张”民间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只是

单一展示灯笼张的整体发展脉络和工艺特点，至于其他地区，其他

种类的彩灯则很少做出深入介绍，文献资料和实物更是缺乏；其次，

“汴京灯笼张”突出对实物展品的保存和展示，展览形式较为单一，

现代虚拟技术和视听技术手段的介入甚少，传播效果必会大打折扣。 

4.品牌建设与改进措施 
4.1 提升产业文化内涵，拓宽影响力 

“汴绣灯笼张”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新时期，融入新元素，

开拓设计新思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受众，打造

风格多样，类型齐全的彩灯制品是其发展的新思路。 

近些年来，开封的旅游业飞速发展，“汴京灯笼张”完全可以借

助机遇，通过互联网、广告、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宣传渠道，

扩大宣传效应。在传统节假日，通过融入设定的情景，消费者参与

和互动等多种方式，使人们更加深入地去体会和感受，提升影响力。 

4.2 提升品牌文化附加值 

“汴京灯笼张”体现出的是一种价值观，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坚守和向往，因此，在制作过程中，注入文化色彩和文化精神，打

造其特有的艺术风格，才能推动彩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创

新是艺术的价值体现，在商业化日益凸显的环境下，“汴京灯笼张”

在内容题材上和形式创新上，应有所改变，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 

4.3 打造专业人才培养和传承相结合 

“汴京灯笼张”在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上还保持着传统的“师带

徒”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行业人才和从业人员的紧缺。如今，

职业教育迅速发展，艺术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工艺技术和文

化素质并行发展的新型艺术类人才是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行

业内部要从根本上转变在人才培养和维护上的僵硬思维定式，与高校

进行专业合作，推行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引进具有厚实基础的专业人

才，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现代经营模式。除此之外，还要大力鼓励高

校专家团队和科研力量开发相关项目和课题，进行资料整理收集和专

业探讨，为“汴京灯笼张”的发展提出建议和良方。 

4.4 政府政策扶持 

“汴京灯笼张”是传统艺术的产品，政府扶持产业有其必要性。

首先政府政策应引导市场的规范化，营造良好的经营和招商引资环

境，激发行业活力；其次在政策和资金上要给予支持，吸引专业人

才加入到行业中来，为“汴京灯笼张”创建出合理的人才梯队；三

是政府相关部门要切实行使职能，整顿市场秩序，为彩灯制造业扫

清发展障碍； 后是要激励创作者，构建合理公平的机制，提高他

们的创作热情，调动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终在市场竞争中有所体

现。 

综合以上，从客观条件分析了“汴京灯笼张”的不足，并给予

合理建议。但是，仅仅这些，不能达到非遗“发展”之外的“保护”。

传统手工艺不仅要发展，还要切实做到保护，如何进行保护，仅有

的保护措施是否足够支撑其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5 非遗数字化保护 
5.1 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采取资料文献整理保存，辅以影像

收录手工艺人的制作过程，在数字媒体时代，这种保护方式已远远

不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处理与保护，就是运用数字化媒体采

集、储存、处理、展示等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

原成可供大众共同分享、可以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崭新的角度解

释、以新的方法保存、以新的需要利用的一种保护手段。 

5.2 数字化资料的采集 

在数字化采集过程中，通过走访制灯工坊，观摩制灯的过程，

与传承人和手工艺人进行深入谈话，记录其创作过程中的想法和情

感等一系列工作，制定数字化采集内容的收录重点，构建适合数字

化保护的完整信息，借助图片、文字、采访和录像等能够长时间保

存的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其制作工艺、制作流程和技术体现进行全

方位的记录、收集、分类和编目，建立系统的“汴京灯笼张”艺术

档案资料库。 

5.3 数字化资料的归档与存储 

在全面收集和整理文字和图片，视频和音频的前提下，进行数

字平台的资源整合，建立数据信息资料库，然后要科学分析和提取

数据，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分析，对“汴京灯笼张”的种类，

工艺，灯具的造型、图案和用色等进行分类处理，为研究者提供详

实可靠的数字化资料。接着生成数字化的图像，通过三维扫描技术

和二维图像仿真数据提取对原始素材进行优化、压缩和存储等数字

化的技术处理， 终达到全息技术存取。这样人们可以通过数字平

台对“汴京灯笼张”制灯艺术进行查询、赏析和创作参考。 

5.4 VR 与 AR 技术介入 

VR 和 AR 技术能够带给人们独特的感官刺激和体验，能够将音

频和视频，还有影像动画等进行融合后，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场

景和民间美术等进行数字化全方位展示，在不改变真实感受的前提

下，通过增强现实技术的辅助让人们进行观看、聆听甚至触摸等感

受，并与之互动和交流，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这也是“汴

京灯笼张”在新科技和新技术的介入影响下，保护和发展的新形式。 

5.5 互联网+ 

“汴京灯笼张”艺术数据库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拓展，还

可以深入到生产、销售和运营等多方面，通过线上和线下两部分进

行：线上主要通过微信、微博和网络平台等新兴媒介进行产品展示，

开展网络视频讲授，得到更多群体，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关注；线下

开展教学和体验，开展制作工艺的实践活动，让互联网制作艺术进

行深度融合，改变既有的固定发展模式，创造出新的方式方法。 

5.6 多媒体技术展示 

“汴京灯笼张”民间博物馆还延续着传统的展览方式，主要以

实物展示为主，其应跳出固有思维，采用现代虚拟技术和视听技术，

通过照片视频、影像资料等多媒体技术载体来记录和呈现彩灯制作

艺术所体现的习俗和工艺，以及整体呈现的文化观念等等，从而丰

富展示的内容形式，提升人们对彩灯制作艺术的兴趣。 

5.7 体验区的设置 

“汴京灯笼张”艺术博物馆应设置专门的观众互动体验区域，

积极提供彩灯制作基本的工具和材料，讲授制作方法，安排手工艺

人进行现场辅助，让参观者真正参与到彩灯制作过程中去，感受其

中的乐趣。同时，还可以开发贴近生活，针对不同人群需要，易于

携带的彩灯制品及相关文创产品进行销售，这样既增加了博物馆的

收入，还可以扩大“汴京灯笼张”的品牌影响力。 

结  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是循序渐进，逐步完成的

一项工作。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需要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从“汴京

灯笼张”的传承发展模式出发，深入分析、尝试实施等多种方式，

找出其存在的不足，将实体物质保护和工艺技术的传承与数字化媒

体进行结合，从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统的、单一化的保护传承

方法上进一步改进，置其于社会整体开放的广阔环境下，立足信息

化时代发展背景，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合理引进专业管理模式、

重视行业传承人才的培养和延续、利用数字化媒体技术手段，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途径，从而提升社会影响力与民众的

接受认可度，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形式，尽力消除社会上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既有印象和偏见，力求营造适合现代社会发

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模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

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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