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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石画：从历史传承到创新发展
戚雨欣 1 王雨露 2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 要：本研究以桂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漓江石画为研究对象，聚焦其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两大核心命题。文章通过分

析漓江石画的传统传承路径在当代的成效与局限，及其创新发展路径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讨论传承与创

新两者对于漓江石画发展的作用，进而提出漓江石画项目在保持其文化传统的同时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可行性路径，也

为同类传统文化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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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漓江石画是桂林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张亮丽

的文化遗产名片和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被称为“可以

带走的桂林山水”。它取材自漓江边的石材，经挑选、冲洗、

打磨、抛光、粘贴等步骤，从小小的石材变为反映桂林山水

与民俗风情的体现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文化作品。它不仅是桂

林文化的一个载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技艺的展现与传承，

具有文化与历史研究的双重价值。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漓江

石画在传承与发展方面面临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年轻一

代对传统技艺学习的兴趣大大减弱，漓江石画的传承面临后

继无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工艺品品种繁多的情况下，漓

江石画面临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1]
而如何保持传统技艺的生

命力，并适应当代社会的消费与审美走向，使其得到长足的

发展与完善，便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在详细分析其传统传承路径的

基础上，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提出符合漓江石画自身特

点与顺应市场潮流的创新发展策略，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为

漓江石画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并期待以此为

锚点，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和借鉴。

二、漓江石画传统的传承与发展路径

目前，漓江石画的传承主要依靠工坊制作与体验、工艺

品售卖等活动。这些方式能够保留传统工艺品的制作精髓，

促进传统手艺的传播与发展。

首先，工坊是漓江石画的核心传承场所。在工坊中，手

艺人们采用师徒相传的模式，将制作手艺代代相传。这种传

统的传承方式可以保证技艺的纯正性，并给年轻的手艺人们

提供学习的机会，为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寻找合适的传承人。

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工坊还逐步面向社会公众，为公众提

供制作与体验的机会。这种亲自参与、亲手雕刻的方式使公

众更深入地了解漓江石画的制作、内涵、文化与社会意义，

加深了公众对漓江石画的认知，增强了公众对漓江石画的兴

趣，也能为工坊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推动漓江石画可持续

发展，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双赢。

其次，工艺品售卖是漓江石画的重要的传播途径。在三

有工美工坊，漓江石画作为一种代表桂林文化的旅游产品被

广泛销售，如象鼻山画作、日月双塔画作、漓江行舟画作等。

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拓展了漓江石画的传播路径，打破地

域限制，使漓江石画得以走出桂林，走出广西，提升丽江时

候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与此同时，工艺品售卖也为工坊及当

地经济注入活力，促进漓江石画的经济运作，发展当地的经

济，实现漓江石画文化传播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及政府也对漓江石画的

传承与发展给予支持与保护。如，2022 年漓江石画入选桂

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又如，政府通过文化旅游宣

传、资金扶持以及政策引导等一系列措施，提升漓江石画的

知名度与影响力，将其作为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把漓江石画打造成桂林市的一张靓丽非遗产业名片。政

府的支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机构的保护有效推动了漓江石

画的传承与发展。

综上，漓江石画的传统传承路径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普

及。

三、漓江石画传统发展路径的成效

漓江石画传统的发展路径在桂林地区的文化品牌建设、

非遗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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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首先，漓江石画作为桂林市靓丽的旅游名片，彰显了桂

林城市的形象。手艺体验、工艺品售卖、文化旅游宣传等方

式彰显了漓江石画独特的美学价值，提高了漓江石画的知名

度，体现了桂林文化的深厚的底蕴与内涵。如在奇石拍卖网

上，一幅精品天然漓江石画成交价可高达上千元，充分展现

了漓江石画的美学特色，并以此提升了其知名度与影响力。

此外，漓江石画还与高校、企业合作，承办学校研学与公司

团建等活动，为其提供技艺教学与体验场所，成为文化输出

的重要载体。这有效地提高了漓江石画的知名度，并促进了

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其次，漓江石画这种师徒相传的传承路径，不仅有效地

保留并发扬了其独特的制作技艺，而且培养了一批技艺精湛

的传承人。年轻一代的传承人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

行创新，赋予作品以新的时代内涵。

再者，政府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支持为长期保

护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展览、研讨会、推动漓江石画进校园

等活动不仅有助于技艺的延续，也为培养新一代传承人的成

长埋下种子。

在经济方面，漓江石画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助力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工坊雇佣了木匠、

销售人员、宣传人员、后勤人员等，不仅为当地提供就业岗

位，也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活力。此外，作为特色的旅游产品，

漓江石画的销售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最后，漓江石画的还促进了文化认同，增强了当地居民

的文化自信与归属感。传统手艺的保留、传承、发展不仅促

进了群众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了桂林人民的文化自信，还提

升了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推动和谐社

会的构建。

四、互联网时代漓江石画的创新发展路径

在互联网时代，漓江石画有着大好的发展机遇。无论是

信息传播的方便快捷，还是消费需求的多样化，都让漓江石

画能突破时空与地域的限制，让更多人了解、欣赏、体验桂

林山水与漓江石画的独特魅力。伴随机遇而来的，也有挑战。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艺术市场更加开放和竞争激烈。同时现阶

段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具有一定难度。在互联网上，作品

的复制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而有关法规对于这一现象还没

有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这也给漓江石画的知识产权保护带

来了比较大的困难。

新时代漓江石画的创新发展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打造 IP 形象。创作者可以设计一个代表漓江石画的卡

通形象，将石画中的沙石元素融入其中，还可利用 IP 形象

制作动画短片，讲述漓江石画的创作过程以及其中的文化内

涵，以此来吸引低年龄段的观众，让更年轻的一代也能早早

认识到中华传统非遗技术之美。此外，如若动画效果播放预

期良好，还能围绕 IP 形象开发一系列衍生产品，如文具、

玩具、饰品等，借此增加漓江石画的商业价值，同时进一步

扩大其品牌影响力。

第二，开发数字文创产品（如联名产品）利用数字技术

对漓江石画进行创新开发，制作数字文创产品。可以将漓江

石画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制作成高清图片、视频、虚拟

现实体验等形式，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展示和销售
[3]
。此外，

还可以与其他知名品牌或 IP 进行合作，开发联名数字文创

产品。通过与品牌的合作，可以借助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扩大漓江石画的市场份额。如春节期间电影《哪吒 2 之魔童

闹海》大热，漓江石画可抓住这一机遇，联动有关 IP，用

石画来表现电影形象，展现电影故事。借助电影的热度来让

更多人了解漓江石画这一非遗传承技术。

第三是利用电商直播销售半成品与制成品。电商直播是

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销售模式。工坊与创作者可以利用电

商直播平台，销售漓江石画的半成品和制成品。通过电商直

播销售漓江石画，可以打破传统销售模式的地域限制，拓展

销售渠道，提高产品的销售量
[4]
。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大数

据推流模型还能让更多不了解漓江石画的人在个人的视频

主页上浏览和关注，提高品牌的曝光度。

第四是开发线上小游戏。漓江石画的相关企业还可以开

发以漓江石画为主题的微信线上小游戏，让玩家在游戏中体

验漓江石画的创作过程和乐趣。例如，可以设计一款拼图游

戏，将漓江石画的作品分割成若干块，让玩家通过拼图来完

成作品。或者开发绘画游戏，让玩家根据提示在虚拟画板上

进行创作，体验漓江石画的创作过程。线上小游戏不仅可以

增加用户对漓江石画的兴趣和了解，还可以通过游戏内的广

告、道具投放等方式实现盈利。

五、如何推动漓江石画创新发展路径的实现

漓江石画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创作者与政府的携手共

进，两方合作，方能维护文创之花健康茁壮生长。

创作者应抓住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平台流量巨大的这股

东风，利用并运营好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以

此来提高石画的知名度与曝光度，为其创新发展路径的实现

奠定基础。创作者可借鉴平台上成功的非遗账号的经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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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布有关漓江石画的制作过程，漓江石画的文化内涵以及

科普向的视频，让漓江石画借助互联网走向大众的视野，让

越来越多人了解漓江石画，赓续其文化之魂。同时，创作者

还可以聘请专业的运营与推广人员，制定合理的运营策略和

推广计划，对视频进行推流，借此来扩大漓江石画在平台上

的传播范围。

政府往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作为桂林地区特色非遗项目，漓江石画的创新发展

需构建多维度的政府支持体系。具体而言，可从政策保障与

资金支持两个层面进行推进。在政策保障方面，政府可通过

税收减免政策降低创作机构运营成本，桂林市政府可以对漓

江石画有关企业与创作工坊实施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帮助

相关企业减轻税负，降低经营成本，缓解资金压力，推动企

业向好发展；其次，政府可以建立创作空间补贴机制，如鼓

励开发漓江石画文化产业园区，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场地租金

补贴或免费创作空间，保障艺术创作的基本条件。在资金支

持方面，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鼓励漓江石画的活态传承与

创新发展。

六、漓江石画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发展的预期成效

若能将漓江石画的传统与创新路径有效结合，预期将在

文化、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在文化层面，传统与创新的结合帮助漓江石画这一古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IP 形象的设计

与数字文创的开发让漓江石画越过时空的限制来到更多人

面前，并且能更加生动地传递历史故事与内涵。不仅如此，

漓江石画如若与大热 IP 进行联动，还能借此东风进一步宣

扬传统文化，实现跨文化圈的交流。在经济上，创新发展路

径将为漓江石画带来新的商业机遇与经济增长点。电商直播

的兴起打破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地域局限，为漓江石画的销售

开辟了广阔的线上市场。创作者与工坊通过电商直播来展示

创作过程、讲解作品文化内涵，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与

购买意愿，从而显著提高产品销售量
[5]
。此外，设计者还可

依托漓江石画的 IP 形象来开发衍生的文创产品，如文具、

饰品等，让石画的元素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近年来非遗文

创领域属于风口行业，据相关市场调研数据显示，近年来文

创产品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漓江石画可依托市场，把握机遇，

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社会层面，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有

助于培养新一代的非遗传承人与复合型人才。通过线上小游

戏、文化体验课程等创新形式，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对漓江石

画的兴趣，引导他们主动了解和学习这一传统技艺，为非遗

传承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互联网时代的非遗产业需要既懂

艺术创作又具备互联网技术与市场营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这也促使漓江石画积极培养与招揽专业人才，支撑行业可持

续发展。此外，漓江石画的发展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

展，如石材开采、物流运输、包装设计等，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七、结论

本文以漓江石画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渊源、传统发展

路径、互联网时代下的创新发展路径以及两者结合的预期成

效进行了探讨。栉风沐雨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漓江石

画的发展需要以“守正铸魂，赓续传承”为根基，以“创新

距离，革故谋新”为动力，借力数字技术、商业模式转型与

社会协作，实现可持续传承与非遗价值突破。

参考文献：

[1]何明，袁恩培.中国数字景观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运用与发展态势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23，45（05）：185-194.

[2]刘伟，程洪宇.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发展[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4，（05）：71-80.

[3]陈奕静，刘众一.基于文化 IP 视角分析高校文创产

品的创新开发策略[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23，26（03）：

107-112.

[4]沈朴远.乡村振兴背景下直播电商赋能“非遗”品牌

数字化转型的策略探究[J].中国商论，2025，34（03）：91-94.

[5]辛鹏.探究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产业传承与创新发

展[J].中国产经，2023，（15）：161-163

作者简介：戚雨欣（2004-），女，广西桂平人，广西师

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

王雨露（2004-），女，湖南衡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

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

共同一作声明：戚雨欣与王雨露均为共同第一作者，对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成果贡献相当。

本文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的研究成

果，项目名称：互联网时代下桂林漓江石画的文旅融合发展

与传播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20241060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