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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之一，流传许

多优秀的文化知识与手工艺品。在诸多神话、民俗故事

中也展示人民群众自古以来心灵手巧的性格特点。例如：

嫘祖缫丝、仓颉造字等。一方面，展示中华民族人民群

众生生不息、勤劳勇敢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为手工

艺的发展、创造、弘扬奠定建设的基础。现阶段，被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就有：桑蚕丝织、

南京云锦、宜兴紫砂陶等。下文就对此进行详细的讲述：

一、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特点

首先，就是具有口传身授的特点。由于我国历史悠

久的特点，手工艺品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史前。

并且，不同历史时代的手工艺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代代流传。从历史环境上看，

传统的手工艺从三皇五帝至宋元明清，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特点。从嫘祖缫丝开始，我国的丝质工艺品就开启不

断创新发展的历程。从地域上看，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品

具有丰富的地方特色。例如：景德镇偏爱陶瓷、豫北偏

爱木雕等。基于此。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在流传方面，大

多数情况下是以家族、个人口传身授的方式。

其次，就是各具特色的特点。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

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鲜明的特点。例如：已

经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桑蚕丝织工艺。这一分支在

发展的过程中囊括了：杭罗、绫绢、蜀锦等。并且，每

一分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各具特色。例如：蜀锦的

发源地位于现今四川地区。在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了丰富的花纹与图形。大多数情况下以几何图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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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样式代表不同的祝福，充分体现凡锦样必有寓意

的特点。而杭罗的发源地位于现今浙江杭州附近。由于

南方地域的炎热，导致杭罗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穿着清

凉的特点。并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等距的条纹为

主，体现南方人士特有的简约。

最后，就是生动活泼的特点。这一特点的主要含义，

就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人民群众的生

活形成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我国具有丰富的茶文化

历史。基于此，宜兴紫砂陶由明代创造至今，生生不息，

并且受众群体非常广泛。通过代代的传承，激发紫砂陶

的工艺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

二、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现代价值

1. 具有艺术的审美价值

中国传统手工艺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

有地方特色、民族风情的文化特点。部分手工艺不仅深

受我国人民群众的喜爱，也在国外广为流产。例如：丝

绸工艺品。由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如今的一带一路。

传统的手工艺品不仅积极响应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

召，还逐渐成为输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载体。与此同

时，传统手工艺的审美价值，不仅具有影响力广泛的特

点，还对当代的审美价值产生积极作用。例如：雍正时

期流传至今的《粉青釉凸云龙纹钵缸》《雍正款祭蓝釉白

里高足碗》充分引领现代社会的审美潮流。凸显现今社

会中流行元素的“莫兰迪色系”、“克莱因蓝”等。由此

可见，传统手工艺的艺术价值。并且，现阶段，许多的

手工艺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2. 实用的经济价值

传统的手工艺品，创造的过程中，充分凸显人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例如上述讲解的各类瓷器与陶瓷工

艺品。在发展的过程中，初衷就是服务于人民群众。基

于此，赋予传统手工艺品丰富的经济价值。例如：蚕丝

工艺品在目前社会的发展中，仍然深受民众的追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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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蚕丝被、蚕丝衣物等。一方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

品质，为大众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丝织品

的广泛销售，既带动传统手工艺品的蓬勃发展，又促进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3.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首先，上述已经详细说明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艺术

价值、经济价值、实用价值。并且，传统手工艺是中华

民族人民群众长期总结、创新发展的成果。基于此，可

以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通

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标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首先，必须具有传统的特点，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其次，可以

体现传统的技艺、文化等。依据我国传统手工艺具有历

史性、地域性、文化性的特点，可以发现其具有较高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并且，在有关部门与人员的长期

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截至到 2017 年已经

高达三十九个项目。不仅位列世界第一，而且整体的申

遗项目还在逐渐增加。

三、中国传统手工艺在非物质文化视野下的传承策略

1. 强化传统手工艺的宣传力度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国家与人民群众对

传统手工艺品传承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

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的力度也得到强化。但在传统

手工艺品传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的弊端与不足，

导致部分的传统工艺技术出现失传的风险。由于社会改

革发展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生活思想逐渐得

到转变。人民群众对于传统工艺技术的学习热情在逐渐

下降。因此，有关部门与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加

大传统手工艺优点的宣传力度。例如，现阶段网络技术

已经广泛应用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将传统手

工艺的宣传工作与网络进行紧密的联系。通过建立公众

号的形式，定期在平台发布有趣的传统手工艺作品，提

升人民群众学习手工艺技术的兴趣。由于自媒体的逐渐

兴起，建立相应的短视频账号，通过直播、视频的方式，

向社会群众展示学习、弘扬传统手工艺的优点与乐趣。

在社区定期的开展手工艺制作活动，使人民群众真正体

会到传承的乐趣。通过宣传力度的强化，一方面可以使

人民群众充分意识到我国传统手工艺的优点，提高人民

群众保护传统手工艺的热情。另一方面，为传统手工艺

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

2. 强化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力度

首先，必须为社会现存的传统手工传承者，提供良

好的工作环境与学习机会。保证传承人员在学习的过程

中，可以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保证传承者的

基本生活。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完善相应的奖金、福

利制度。对于贡献卓越的人员，进行适当的精神或者物

质奖励。不仅可以对传承人员形成较强的激励作用，还

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求学者投入到传统手工艺的学习中。

其次，相关部门在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提高人民群众的

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强化全民的热情，避免优秀的传

统手工艺由于环境的闭塞或者人民群众的意识淡薄，导

致传统手工艺的失传。最后，避免传统手工艺的自动化、

智能化发展。必须保证传统手工艺技术的人工操作流程，

避免自动化的发展模式，对传统手工艺品市场产生冲击。

应当努力维护传统手工艺技术的经济价值、艺术价值，

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强化保护力度。

3. 强化高职教育与传统手工艺的联系

将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工作，积极引进现阶段的高职

教育中。一方面，可以将传统手工艺逐渐转变为教育专

业。保证传统手工艺传承事业的规范性、合理性、科学

性。另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可以与高职院校建立校企合

作模式。以互惠互利的方式，保证传统手工艺传承工作

生生不息。首先，可以在高职院校艺术专业内开设传统

手工艺课程，认真研究其中的工艺文化、工艺流程、工

艺精神。其次，高职院校艺术专业的学生，普遍具有良

好的艺术审美感与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可以为传统手

工艺注入新的艺术想法，为传统手工艺储备足够的高素

质人才。最后，可以在高职院校内积极鼓励学生设立专

业的传统手工艺社团，推进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职业教育

的融合。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手工艺在非物质文化视野下的

传承工作，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传统手工

艺技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传统

手工艺的传承，可以丰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提高社会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加

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可以为全人类文明的建设、

弘扬、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基于此，上文就从宣

传角度、传承角度、保护角度对中国传统手工艺在非物

质文化视野下的传承提出建议，为其今后在世界文化中

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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