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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生产方式变异的社会语境中，重新审视手工艺实践与经验交织的认知系统特征，以思维

体系的基本逻辑探索现代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新思路。方法 立足于传统工艺造物的知识语境，从方法论

的视角解构手工艺知识“文化自觉”的“物化”特征，摆脱历史性论述和艺术性批评对于传统手工艺创

新研究的思路，重新诠释工艺逻辑消解现代审美体验与传统工艺技术之间隔阂的方法与路径，在文化遗

产传续的基础上拓展文创产品设计研发的新视角。结论 消费社会的转型改变了原有工艺创作的依存环

境，创作主体的差异改变了传统工艺设计形式语言的探究视角，新材料的实验性探索和现代科技嵌入工

艺生产流程的实践方针，实现了传统工艺向现代文创产品转型中智识性内涵的显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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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Handicraft Creatio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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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examine the cognitiv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handicraft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production mode variation, and explore innovative ideas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 with the basic logic of thinking system. Based on the knowledg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raft creation, the “materi-

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raft knowledge were de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o get rid of the thinking of historical exposition and artistic criticism on traditional craft innovation re-

search, and reinterpret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technological logic to resolve the gap between modern aesthetic experi-

ence and traditional craft technology, and expand the new perspective of product design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n-

tinu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changes the dependent environment of the 

original craft creati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reative subjects change the inquiry perspective of the traditional craft de-

sign form language. The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of new materials and the practical policy of embedding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the craft production process realize the explicit expression of the intellectual connot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 into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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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革命所开启的机械化生产，完成了人类

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社会转型中所完善的工业文明激

发了各类行业中的技术革新，并终结了传统的手工生

产方式。批量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传统的手工生

产方式无法扭转工业化大潮，依存于这种相对落后的

技术形态无异于逆水行舟。资本的剧增，新的机械化

产业被不断扩充，新的生产方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

国家现代文明与进程的尺度之一。在此背景下，大行

其道的现代主义设计成为产品制造风格的主流。然

而，在人类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体验经济兴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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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不再满足于产品功能上的需求，转而追求基于某

种文化元素的创新思考。深层的情感认同上形成无形

的文化价值取向所孕育的文创产品，为设计的多元发

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创意产业的繁荣使设计艺术进入

新的纪元，曾一度远离日常生活的手工艺在此焕发了

新的活力，其造物活动中所蕴含的知识体系足以使设

计者重新思考产品所承载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1  手工艺知识体系的导入机制 

现代技术的发展将手工艺置于被遗弃的边缘化

状态，历史性的论述和艺术性的批评成为展开相关研

究的主要思路。国家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探

索，让学界重新认识了传统工艺“文化自觉”的“物

化”特征。社会消费的转型迫使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

活，赋予了现代产品更强的文化属性。千百年历史长

河中的手工造物方式在物质创造的过程中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基因和完整的认知系统。实践与经验交织的

“思维体系”确定了手工艺兼具经验性与认知性的知

识输出方式，意会的隐性知识与言传的成文传授保障

了手工艺知识的发展与演进。因此，立足于方法论视

角审视传统手工艺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为新时期

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1.1  基于工艺知识嵌入性特征的地域文化输出 

关于现代性的叙述中，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祛

媚”概念，解释了现代性生成过程中褪去古典意义上

的宗教与泛神论的过程。将以往神圣化、神秘化的世

界变成世俗化、理性化的世界。这意味着造物活动的

商业属性被不断增强，而以工业化生产为基础的高效

加工流程，极快地繁荣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然而其负

面结果则是产品同质化问题日渐严重。共同的生产方

式与功能理性不断消除着产品的地域性差异，产品作

为文化符号载体的属性逐渐削弱，创新与创造的力度

递减。以特定时空语境中生成的独特文化价值输出，

整合产品的艺术内涵与商业属性，凸显产品的文化传

播功能成为当代文创产品设计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人类造物活动的历史长河中，手工艺作为生产

手段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相对于现代化生产方式，

手工造物活动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手艺知识”创

新生态。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以特定空间情境

中构思主题的“再现”或“类比”形成物化的文化记

忆，又伴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异而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调

整。在这一过程中，造物者通过获取支配身体操控物

质形态创作的精确性，联动地影响着指导人类一系列

行为准则背后的造物观念。因此，与空间地理的亲缘

关系，决定了手工艺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群体“潜意识”

的存续方式，其嵌入造物活动构思与生产流程的特

性，决定了工艺产品的区域分布特征。二战后，日本

民艺运动推行的“一村一品”正是重新审视传统工

艺，补充工业文明，消解旅游工艺品粗制滥造的积极

尝试[1]。面对由全球化、批量化大规模生产所造成的

产品同质化问题，传统工艺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基因

正是与工业文明并存互利，提升产品意匠，扩大地域

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1.2  基于工艺知识稳定性特征的产品品牌建设 

差异化设计是文创产品的灵魂，特定文化时空语

境以有形的造型、色彩、图案赋予产品新的创意与艺

术内涵。然而相对于技术产品而言，文创产品的附加

值在于产品的造型、外观等视觉元素，现代设计所引

发的生产与制作的分离成就了批量化的产出保障，但

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模仿抄袭的成本。加之文创作为新

兴产业缺乏行业规范上的政策指引，直接导致价格战

和抄袭不断侵袭行业内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在大众传

播和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将

面临更多的新问题。在设计产业中如果内容产品及其

创作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那么在进入市场流通的过

程中，创意就会被大量模仿和山寨，创意群体的原创

动力会自然而然地被慢慢消磨殆尽，这严重制约了产

业的良性发展。我国创意产品开发模型见图 1。 

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政府及行业规范的制

度环境建设仅是外因的解决路径，而设计者顺应设计

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寻求解决方案则是从根本上解

决产品品牌建设与保护的有效手段。区别于基于现代

科学理性的技术流程所创造出的批量化产品，手工艺

生产具有经验性知识特征，依存于人类进化过程中不

断调整自身适应环境的本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一

旦被创作者掌握便较少受环境、年龄或情绪因素干

扰，甚至不受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影响。然而作为隐

性知识形式存在的手工艺门槛较高，梅特卡夫称之为

“身体动觉智慧”，看似无法沟通，其认知方式和概

念式思维没有任何关系。英国手工艺理论家大卫·佩

伊（David Pye）将其定义为“风险的工艺”（Work-

manship of Risk），相对于适应批量化、自动化生产“必

然的工艺”（Workmanship of Certainty）而言，“风险

的工艺”依赖于制作者长期实践经验积累而成的具有

稳定性的判断力与灵巧性[2]。产出结果的品质高低因

受个体创作者的差异而处于持续的风险之中，因此凭 
 

 
 

图 1  我国创意产品开发模型 
Fig.1  Schematic of China’s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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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程序性知识结构进行复制与模仿难度较大。对于保

障产品设计的差异性来说，提升品牌建设的技术保障

大有裨益。 

1.3  基于工艺知识整体性特征的艺术思维创新 

文创产品作为艺术衍生品的一种，将产品与文化

有机融合。然而设计创新的良莠不齐，造成了脱离审

美标准的形式要素拼贴、重组，这种背离艺术创作规

律的产品输出实际上是新旧生产方式交替引发的审

美意识争端的必然结果。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曾是新的

生产环境中调和艺术与技术的努力，但这次极具理想

性与探索性的实验所产生的结果是手工艺的不断边

缘化。这场运动的内在价值远不止于此，拉斯金等人

一直推崇消除“高级艺术”与“实用艺术”之间的界

限，这不仅是对设计艺术价值的重新诠释，同时也意

味着对以手工艺为复兴手段的生产方式所蕴含的艺

术价值的肯定。在现代主义没落，并不断遭受质疑的

几十年间，手工艺重新回归艺术创作者的视野，尽管

横亘在纯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藩篱并没有完全消融，

但机械化使现代人认识到手工艺的艺术属性已是不

争的事实。美国艺术家布鲁斯·麦特卡夫（Bruce 

Metcalf）所著的《现代主义神话之替换》指出：“艺

术与手工艺间的斗争已经终结，斗争的胜利成果是，

手工艺就是艺术[3]。” 

创作个体内部认知的整合是工艺知识的艺术性

基础，因为这种整合不仅是思维上的，同时也是感官

系统协作参与到创作实践中的无意识行为。日常收获

的不系统、多样的碎片化知识内容，不断在个体劳动

唤醒与继承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非自觉的提

取、重组与增殖，从而脱离了思维意识的心理资源与

通道容量控制，保障了差异化的个性形式的产出。因

此，手工艺整体性的知识整合，意味着个体创作结果

遵循着继承与创新交替的基本态势，而进行知识整合

的个体差异又使创作结果不断呈现创新形态，其活态

化的形式成果契合了艺术创新思维的基本目标，拓展

了现代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不断以创新的形式推动

产品的高效增值。 

2  基于工艺逻辑的文创产品设计创新 

就创作本体而言，手工艺制作行为的驱动力来自

于完善手工艺本身的欲望。传统的手工艺人在既定目

标指向的基础上开展艺术实践，而创作者展现完美的

工艺手段则是实现目标质量的基本保障[4]。这一过程

中批判性思考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且联动地产

生了艺术上的创新与创造。社会与生产的转型，打破

了薪火相传的技艺传统，环境的变异改善了手工艺的

存续方式与生存土壤。然而手工艺知识系统的基本逻

辑仍然有着巨大的开发潜能，根植于这个系统中的个

性化、创新性、实验性不断引导着造物活动的锐意改

革与深邃思考。遵循这一逻辑进行的设计创新，不但

是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为民族文

化遗产存续注入新的动力的途径。 

2.1  创作主体的转换与形式逻辑的现代转译 

传统工艺在人类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关乎生活的

方方面面，其生活化本质是以“用物”为目的进行的

“造物”，同时赋予其艺术性的精神价值。日本民艺

家柳宗悦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只有工艺之存在，人

们才能生活。从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人们身着衣

物而感到温暖，依靠成套的器物来安排饮食，备置家

具、器皿来丰富生活[5]。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与之相适

应的民间工艺生产不可避免地蜕变为大工业体系下

的批量化机械加工，分工协作基础上的现代设计必然

取代民间个体的劳动生产思路。迥异于传统农业社会

的现实动摇了手工技艺的生存状态，现代性的“祛媚”

褪去了宗教与泛神论的物质生产，社会阶层的变异致

使贵族统治阶级消失，依附于其“权力”本质，凝结

良匠、珍材且带有符号意义的传统工艺品与资本规律

相悖，面临着现代转型。新的社会分工，知识阶层以

业余的身份和生活者的姿态参与工艺设计创作的历

史景观已不可能再现，专业院校培育出的，强调艺术

语言风格和表现的艺术专业人才成为新的创作主体。 

传统工艺由于遵循着一套自成体系的工艺造型

语言，所以能唤起使用者固有的视觉感受。赋予了商

业属性的产品造型亦追求多样化与差异化，创作主体

的转换决定了民间工艺品文创开发的形式变异，而基

于艺术规律的二次设计则是在更直观的形式上协调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弥补客观环境转变所带来的审美

需求上的差异。以河北蔚县拼布垫的文创开发为例，

蔚县妇女采集边角布料及破旧的衣服，按颜色和花

纹，进行裁、折、拼、接的形式重组，创作民间手工

艺品。设计师的介入，在吸收当地手工技艺知识的基

础上进行二次设计，研发新的文创产品。融合贴布、

叠压、冒尖等手工技艺，在传统布垫的基础上创作兼

具民间乡土设计品位的猫头鹰布玩具。将民间手工艺

品转译为适应现代文化语境的文创产品，推动了传统

手工艺与现代产品设计的良性融合与发展。蔚县拼布

垫的文创研发设计产品“猫头鹰”布玩具见图 2。 

2.2  新材料的实验性探索与工艺生产程序的变异 

工艺技术的创新与变革带动了造物活动产出的

艺术形式的变异，但物质材料作为工艺技术的支撑是

其转变与发展的基础。格林·亚当森将手工艺定义为

以材料的运用为基础，技艺和专业知识为核心的相对

小规模的生产活动[6]。传统的工艺知识源于特定环境

的自然材料资源，而今时今日由技术发展出现的人造

有机合成材料赋予了产品风格创新更大的潜能。法国

设计家夏洛特·佩兰（Charlotte Perriand）于上世纪

后半叶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可以预见到一种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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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蔚县拼布垫的文创研发设计产品“猫头鹰”布玩具 
Fig.2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wl” cloth toy  

based on Yuxian mix cloth mat crafts 
 

 
 

图 3  传统“北京绢人”与唐人坊新材料 

研发的“唐娃娃”人偶 
Fig.3  Traditional “Beijing Silk Man” and “Tang Doll”  

developed by Tang Ren Fang based on new materials 
 

纯朴的手工艺形态的回归——并非是回归于旧日的

技术，而是回归于小规模的工作，充分利用今日与未

来的技术所提供的潜能……创造力的碰撞将是巨大

的，每个个体都必须实现多样化[7]。” 

就生产程序而言，机器时代以效率为目标的生产

组织形式决定了制作流程与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美

国工业家亨利·福特的汽车制造生产线就是 佳例

证。然而分工协作并非始自产业革命，中国传统手工

艺生产中，同一制作流程中精通不同生产环节的工匠

分工协作，以“流水线”进行手工艺生产的传统古已

有之。清代彩灯作坊“文盛斋”，经验丰富的工匠师

傅各有所长，各司其职。在技艺传承中，亦分出木工、

雕刻、漆饰、编结、绘画等不同流程。 

在现代文创产品研发中，新材料探索与实践使传

统工艺流程发生变异，新的生产方式与制作技术和传

统工艺有机结合，方能保证在延续传统工艺特征的基

础上，提升材料的利用率与生产效能。唐人坊研发设

计的“唐娃娃”人偶，正是在“北京绢人”生产流程

中，保留了梳头方法、头饰的掐丝编制等传统工艺，

同时以热转印和丝网印技术取代刺绣工艺，以特殊石

膏塑脸并辅以手工绘制，以树脂或塑料等现代人工材

料制手，完成了传统工艺程序与新材料的有机结合与

形式开发，不仅提升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而且为以新

材料为形式创新的方式提供了发展潜能。传统“北京

绢人”与唐人坊新材料研发的“唐娃娃”人偶见图 3。 

2.3  手工艺的诗性建构与智识性内涵的显性表征 

长期以来“重道轻器”思想使人们忽略了传统工

艺的文化意义，被看成是“雕虫小技”的手工技艺没

能发展成科学[8]。重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

值将手工艺创作置于一个微妙的境地，消费社会将一

切都纳入消费结构之中，手工艺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

不断发展的有待重新认识的复杂文化现象。在体验经

济的改造过程中，其物化的产品实用功效与精神价值

不断发生置换，依托功能性和装饰性，缺乏文化内涵

的工艺创作难以避免边缘化的现实。 

传统手工艺的制作承载了先人的精神财富，制造

过程赋予物品超越实用功能的意义。正如美国工艺家

罗斯·斯威克所言：“在漫长的历史中，手工艺曾创

造出了后来被看作是艺术的实用物品，这些物品存在

的时间比创造和使用它的人存在的时间更久[9]。当投

入了生命的物品发生超越并显现能量时，这样的物品

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受到尊敬——这就是艺术品[9]。”

海德格尔的解释则是“诗意世界的建构正是将手工艺

品与手工制品进行区分的关键要素[10]。”因此，作为

人的内在精神的传达媒介，手工艺品注定逐步蜕变为

艺术品。可以这么讲，物作为器具的存在是暂时的，

当其成为诗性的存在则是永恒的，但这种诗意的建

构，不是技艺的堆砌，也并非矫揉造作刻意为之的结

果，而是不断将工艺美学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还原

造物的本真，将美的创造真实地还原于人类的生活，

以实用为导向发展工艺自身的语言系统，从而不断创

造新的美学意境。“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

心。”竹“中空”、“有节”，具有易弯曲、易切割、易

加工的特性。竹作为自然界中天然的材料，具有可降

解、循环、再生等绿色环保的特点。备受艺术家们的

青睐且能被有效地创造利用。竹编是通过在经纬上进

行编、插、锁、扎等技法编织出的各样花色图案和形

态。竹在东方文明中代表华夏儿女的品德与情怀，也

体现了东方人的哲学思维与生活方式，即崇尚以不变

应万变的一种宠辱不惊的处事态度。鄣吴镇溪境民宿

的主人亲手编制了室内家具用品和装饰用品，这些造

型多样的的灯具、墙面饰品、摆放饰品等真正将竹编

文化融入到每一个空间环境的细节中，并充满了无限

的回忆。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审美的提高推动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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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统竹编在鄣吴镇溪境民宿室内空间中的运用 
Fig.4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bamboo weaving in the interior space of the Xi Jing homestay in Zhangwu Town 

 

费升级，竹编产品设计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和创新思

维，更契合当今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让竹编生活器具

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传统竹编在鄣吴镇溪境民宿

室内空间中的运用见图 4。 

手艺在文创产业中的价值正在于其独有的程序、

方法，以及其中所蕴含着的经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

难以用数理进行分析的价值取向和传统观念[11]。糅合

手工艺的诗性内涵，正是文创产品影响消费者文化观

感与美学取向的创作思路。从艺术角度来讲，既涉及

到技法性的操作、艺术作品的形式美，又涉及到智识

性内涵的表达。而“手艺”自身所带有的从传统中走

来的原发性也正是通过这种影响，才得以确认其潜藏

的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 

3  结语 

在当代设计艺术多元发展的今日，现代主义也蜕

变成故纸堆中的传奇，穿越了时空的局限，使人们更

清晰地认识工艺的价值与内涵。在技术与艺术、理性

与感性不断协调的发展历程中，手工艺的复兴使人们

看到了，在技术发展、物质财富剧增而带来的物欲追

求中，人类不断地在尝试新的解药，以消除精神世界

与物质世界的失衡。机械所产出的精准、批量化产品

取代了手工艺制品的今日，手工艺作为沟通艺术与设

计、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媒介，以新的设计方法与研

究路径在文创产业中不断焕发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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