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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团扇（宫扇、纨扇）起源于中国，是一种圆形有柄

的扇子，是普通老百姓夏季驱蚊纳凉的智慧之作，也是

传统工艺品、艺术品，收到上至帝王将相、文人骚客，

下至普通百姓各阶层喜爱。曾几何时，人们一度广为喜

爱、流传的团扇，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外来文化

的影响下，渐渐地不再受人待见。团扇的式微，也跟团

扇工艺僵化、创新不足有很大关联。

桂林团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作工艺独特，团扇扇面上常绣以山水花卉，款式争奇

斗艳，尽显中国传统文化典雅精致、含蓄内敛的审美品

质与文化品格。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我们认为，

传承桂林团扇独有技艺，必须创新产品款式，优化营销

模式，力争突破市场桎梏，努力争取古老工艺绽放新的

篇章。

二、桂林团扇市场现状分析

（一）桂林团扇焕发新生机

团扇制作工艺兴于汉盛于唐，至今已有 3000 多年的

历史。桂林团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产物，

已有 800 多年历史。宋朝时北民南迁，团扇制作技艺流

入桂林，并与本地制扇技艺不断融合。明清以来，提扇、

画扇之风盛行，桂林团扇需求日益增长，扇面绘制艺术

高度繁荣，扇面用料不断丰富。解放后，外贸发展迅速，

桂林团扇成为桂林荔浦出口的主要产品，桂林团扇工艺、

款式，一度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同。

桂林团扇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岭南文化历史，以家

族传承和师徒传承方式流传至今。2018 年 12 月，“桂林

团扇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项目以邱广初、邱燕珍父女两位广西工艺美术大师的

祖传圆竹剖丝工艺、美轮美奂的桂林竹艺团扇为基础，继

承独有技艺，创新产品款式，优化营销模式，力争突破

“小众”市场桎梏，争取古老工艺绽放新的篇章。目前，

邱氏创建的桂林广恒工艺品有限公司，年产销团扇600万

把，员工200多人，是国内最大的桂林团扇生产企业。

（二）传统工艺创新进展喜人

桂林团扇现有圆竹剖丝团扇、平竹剖丝团扇、插丝

团扇三大类，邱广初先生在上辈的基础上从材料到工艺

上推陈出新，采用独特制作技艺成为国内首位圆竹剖丝

团扇创始人，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邱燕珍女

士（广西工艺美术大师）继承父业，坚守并传承传统工

艺，在扇艺领域多有创新，以精湛的技艺和文化特色打

造名品。“邱广初团扇”多年来获得过国家级和省级大赛

的各种奖项。

2014 年邱燕珍和父亲合作的《指尖上的桂林》插丝

剪纸团扇，获联合国杰出手工徽章认证的同时，还获得

了 2014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广西唯一银奖）；《丝

竹桂林》剖丝团扇获 2016 年世界手工艺品杰出徽章认

证；《花开富贵》圆竹剖丝团扇、《日月双塔》插丝剪纸

团扇获 2014 年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国艺杯”金

奖；《和舞清莲》圆竹剖丝团扇、《鱼水情深》云绵团扇、

《四喜》团扇壁灯分别获 2015、2016、2018 年广西工艺

美术大师精品创作工程金奖。

作为当今国内首位圆竹剖丝团扇工艺的创制者，邱

广初让团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文

化符号，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并具有观赏性和实用

价值。邱氏妇女在团扇的扇面上，融入了苗绣、蜡染、

壮锦等具有民族特色元素在里面，使其极具民族特色。

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市场局限于“小众市场”

资料分析表明，我国的团扇生产企业不少，但团扇

的工艺不同。如苏杭一带的团扇企业，与带有“扇骨”

的桂林竹艺团扇的团扇制作工艺完全不同。桂林团扇的

销售，分为国内、国外市场。在国内，消费市场主要面

向游客，是旅游热点区域较受欢迎的纪念品、伴手礼。

桂林团扇系列产品创新设计及其营销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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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桂林团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工艺独特。作为传统工艺品，桂林团扇有所创新，

但面临市场有限、定位模糊、价格偏低、传承困难等难题。以产品创新、营销模式创新，是桂林团扇面对市场的有

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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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团扇除了受到一些游客喜爱，也有不少博物馆、扇

销售企业、文化创意企业收藏或购买，其中北京、上海、

杭州、成都、长沙等均有订单业务。国外的消费市场主

要是日本、韩国等国家，日本 60% 以上的团扇产品是桂

林广恒工艺品有限公司制作。但是整体而言，但由于目

前团扇制作工艺繁复，导致其变成一种小众的传承。

（二）产品创新不足且定位模糊

问卷调查表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关注、购买团

扇，新颖、精致的桂林团扇受到前来桂林旅游的游客欢

迎。有人将桂林团扇作为收藏品，也有人愿意将桂林团

扇作为家庭精美摆件。由于产品价格偏低，相关企业获

利微薄，该传统工艺的传承有“后继乏人”之忧，愿意

参与创新设计的新生力量偏少，因此导致产品创新不足，

长远发展面临较大困境。

同时，由于传统制作工艺所限，规模化手工生产尽

管保证了一定产量，但产品略显粗糙，难以得到高端市

场认同，流于低端低价的窘况。

桂林团扇的国内销售量也偏小，这与试图走大众化

路线的低价策略相悖。

四、基于传承的产品创新设计思路

（一）注重传承与发展

桂林团扇的制作工艺，有别于宫扇、折扇、羽扇等

其他类型的团扇工艺，它的圆竹剖丝、平竹剖丝、插柄

工艺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积淀下的冽冽智慧，在团扇

的设计上将壮锦、剪纸、苗绣、蜡染等广西少数民族元

素融入到团扇制作中，使团扇极富民族特色。

目前，邱氏持有多项桂林团扇的发明专利证书，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杰出手工品徽章认证、中国旅

游商品大赛银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国艺杯”

金奖、广西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创作工程金奖、广西工艺

美术作品“八桂天工奖”金奖、广西伴手礼、广西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桂林有礼十强品牌等殊荣，

在文化与传统工艺传承方面成绩显著。

但是，邱氏父女与很多传统工艺大师面临的难题一

样，亟待解决传承问题，即如何激发年青一代的关注与

兴趣，让桂林团扇这一传统工艺发扬光大。

（二）强化产品的独特性元素挖掘

我们团队以“反映时代、铭记历史”为设计理念，

针对此次新冠疫情战役，推出特别特别团扇纪念系列，

主打推出壮锦系列、麦杆画团扇系列、手绘团扇系列、

剪纸团扇系列等系列团扇。

同时，以桂林山水、绣球、壮锦、铜鼓四大文化特

色元素作为设计核心对团扇进行创新。

（三）产品外观创新

外形方面，我们建议推出系列有时代感的异形团扇，

以改变桂林团扇外观造型的刻板印象。同时，规格方面，

我们推出“微型扇”精品系列与“巨型扇”摆件系列。

顺应市场发展特点，从市场需求出发，注重国内市

场的发展，改变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来料加工”、“来

样加工”的生产模式。

设计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重视产品的创新，发展

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

五、营销模式创新建议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桂林团扇的线下销售受到严

重冲击。“传承匠心，创新发展”是我们的初衷。

建议以新型直销模式，以网络直播、抖音及微营销

为手段，争取低投入、高产出。以网络营销、电话营销

方式拓展团体客户；以网络直销模式、旅游热点定点直

销模式，拓展“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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