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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设计为手段扶贫，推动和完善江西省非遗手工艺文化保护工作，倡导以手工艺保护为目

的的创新设计。方法 倡导手工艺保育为目的的创新设计，在发展经济同时，注重非遗保护。以服务设

计为核心手段制定合理的设计扶贫策略。结果 意图探索以创新设计活化省内非遗手工艺产业新局面，

促进传统工艺经济振兴，着力探索生产性保育的新方式。结论 以创意设计助力江西扶贫区域非遗手工

艺市场孵化。把发展特色传统手工艺产业作为专项生产性保护的重点，以创意设计为主要手法孵化“江

西手艺人”文创产业市场，让原汁原味的非遗手工技艺活化创新成为手工艺者致富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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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Non-heritage Handicraft Creative Design i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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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se design as a means to help poverty,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non-heritage handicraft 

culture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advocate innovative design for the purpose of handicraft protection. To promote innova-

tive design for the purpose of handicraft conser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pay attention 

to non-heritage protection. To service design as the core means to develop a reasonable desig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

egy. The intention is to explore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non-heritage handicraft industry in the province with innovative 

design, promote the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 and focus on exploring new ways of productive conser-

vation. Creative design helps the incubation of the non-heritage handicraft market in the Jiangxi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s the focus of special productive protection, crea-

tive design as the main approach to incubating “Jiangxi craft peopl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market, so that the 

original non-heritage handmade skills activation innovation becomes a booster for artisans to get rich. 

KEY WORDS: non-heritage handicraft;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service design 

赣鄱文化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

劳动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遗手工艺，并不断浸染吸

收华夏文化的精髓，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江西非遗文

化。同样这些贫困地区具有丰富的非遗手工艺，如瑞

昌剪纸（源于九江市和瑞昌市）、萍乡湘东傩面具（源

于萍乡市湘东区）、井冈山红米酒酿制技艺、吉州窑

瓷烧制技艺等。现在江西省政府已经完成这些手工艺

的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可见江西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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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非遗手工艺技艺保护成绩斐然。 

1  扶贫区中的非遗手工艺现状与相关政策 

据 2019 年统计江西省总共有 21 个贫困县，如：

江市的修水县，萍乡市的莲花县，赣州市的安远县、

赣县区、宁都县、寻乌县、兴国县、于都县、会昌县、

上犹县；上饶市(4 的上饶县、鄱阳县、余干县、横峰

县；吉安市的永新县、遂川县、井冈山市、吉安县、

万安县；抚州市的广昌县、乐安县。在江西省政府的

扶贫帮助下，这些扶贫区域积极响应大力发展了手工

经济。 

但这样生产出来的手工产品，大都存在以下问

题：（1）区域内的手工产品款式老旧单调。各扶贫区

域的市场很多是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产品，如竹编农

具、锡器酒壶等，工艺相当复杂，造型繁琐，费时费

人力，不能适应现代机器大批量生产要求。（2）产品

的使用不符合现代人生活要求。因为这些产品本身制

作大都来源于古代手工艺，生产的产品很多与时代生

活需求脱节，如竹编农具、锡酒壶等不能作为现代人

生活需求，如为文化旅游产品又缺乏时代特色 [1-2]。

（3）营销推广手段落后。贫困区域物联网和互联网

比较匮乏，特别是由于乡村很多网络技术普及较少，

很多村民对网络不了解。而后疫情时代主要的销售渠

道就是各种互联网平台，如网络直播、电商平台、

VR 购物等。落后的营销手段如何去改变，这需要借

助服务设计理论重新规划[3]。 

近几年，江西省针政府运用科学扶贫政策，精准

帮扶和管理的治贫方式。特别是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还制定了《工业设计扶贫工作方案》，即江西政府

计划引入工业设计企业落户贫困地区，并深入贫困地

区开展工业设计宣讲活动，面向贫困地区提供产品设

计方案，组织设计作品参加省级以上大赛，开展设计 
 

培训，探索出一条有江西特色的设计行业扶贫路径。

江西省在《江西省工业设计创新券管理实施细则》中

提出贫困地区的企业设计产品包装、外观，仅承担设

计费的 10%，补贴项目金额 50%的基础上，鼓励设计

机构开展设计费用让利。健全的政策法规为扶贫工作

创造了良好了环境，而如何将手工艺术完美的转化成

手工经济成为设计扶贫的关键[4-5]。 

2  手工艺的设计帮扶活化方式 

2.1  倡导手工艺保育为目的的创新设计 

手工艺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江西非

遗手工艺文化基础上，如何设计活化是对延续和发展

江西传统文脉起着重要作用。手工艺保育活化设计不

是传统手工艺的复制，还应该在它所承载的基础上设

计创新。设计通过创新设计融入现代时尚元素，满足

现在人的生活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激发手工艺扶贫功

能，以设计创新带动发展当地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传统手工产业。 

江西的各县所辖扶贫区域的手工艺都比较分散，

并且具有自身的传统文化特征。为了更好地设计活化

手工艺，首要步骤就是寻找设计元素，根据其设计需

求，梳理江西扶贫区域的手工艺文化特征，如扶贫区

域以戏曲为主题：修水县的全丰花灯，安远县的省级

非遗项目茶篮灯，宁都县省级石上曾坊桥帮灯，万安

县的万安儿郎灯会。以生活器具为主题莲花打锡，会

昌县会昌滕器制作技艺，上饶鄱阳县的鄱阳脱胎漆器

制作工艺。吉安县吉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以饮食为主

题，遂川县的遂川狗牯脑茶的制作技艺等，见表 1。 

以戏曲为主题，其手工艺背后具有浓厚的戏曲故

事，理解戏曲背后花灯的故事内涵深入挖掘。筛选戏

曲中的典型元素，寻找个非遗项目的特征。如修水县

全丰花灯来源于年会戏曲，表演形式是花灯演员装扮 

表 1  江西扶贫区域手工艺信息 
Tab.1  Handicraft information table in the alleviation regional of Jiangxi poverty 

主要来源 项目 级别 特征 

修水县全丰花灯 国家级 节庆娱乐，灯、戏、舞一体 

安远县茶花灯 国家级 节庆娱乐，茶蓝、纸扇子 

固江鲤鱼灯 国家级 来源民间故事、鲤鱼灯 
戏曲 

宁都县石上曾坊桥帮灯 省级 来源于民俗添丁仪式、剪纸 

莲花打锡 国家级 品种多种、图案精美、造型新颖、工艺精湛 

鄱阳湖脱胎漆器制作工艺 国家级 
工艺技巧：印花、剔花、刻花、剪纸贴花、点彩、酒

釉捏塑等，纹饰精美生动，技术精湛 

吉州窑陶瓷烧制工艺 国家级 工艺技巧：隐花、宝砂、刻漆贴金 流彩、犀毗 
生活器具 

会昌藤器制作技艺 省级 
工艺技巧：印花、剔花、刻花、剪纸贴花、点彩、酒

釉、捏塑等，纹饰精美生动，技术精湛 

饮食 遂川县的遂川狗牯脑茶的制作技艺 国家级 
朴素、典雅，品种多样，如沙发、排椅、藤桌等 

采制精细、工艺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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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角、旦角、丑角 3 个行当，分别穿对应的本土特

色服装扮演。丑角一手扇蒲扇，一手在后面或用双手

推车；旦角则头戴配饰，驾车边歌边舞；生角头戴状

元帽，驾马扬长鞭。3 位角色方步圆场，边唱边演，

边演边舞边耍灯[6]。 

文创设计可以 3 个角色使用得各种的全丰花灯

为蓝本，配合丑角的扇蒲扇和手推车；旦角的头戴配

饰；生角的状元帽等其他等开放产品。在产品的品牌

形象塑造上，符合戏曲故事中的主要特征，以保育全

丰花灯文化为主要目的展开，强调文创产品中展示和

讲解传统手工艺，带动人们对手工艺的认知力。其次

带动全丰花灯手工业的发展，虽然全丰花灯是一种曲

艺形式，但花灯本身具有很强的民俗文化性和艺术装

饰性。将传统花灯装饰元素提取，以设计手段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符合现代人生活的文创产品。以生活器具

和饮食为主题的手工艺，应该赋予文创产品的传承记

录功能，设计师应将手工艺文化知识以叙事的方式将

传统文化传递给受众，是大众了解认识，达到普及教

育的目的。消费者有了手工艺认同，就具备购买的动

机，而这也就是以设计扶贫研发到推广的最佳方式和

目的[7-8]。 

设计扶贫应当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注重传统

手工艺的保护，有效改善了贫困局面。基于传统手工

艺设计文创产品，提高传统手工艺生产效率。例如：

莲花锡器，虽然具有品种多样、图案精美、造型新颖、

工艺精湛的特点，但往往样式过于繁杂，生产一把壶

往往要用数天时间。莲花锡器具有品种多样、图案精

美、造型新颖、工艺精湛的特点。它天生具有良好的

实用性，只需通过简化设计，将传统手艺时尚化、国

际化，适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提高市场销量比较好。

基于传统手工艺设计，提升产品的特色化。对于饮食

产品的进行特色化包装，如狗牯脑茶叶包装上，印刷

具有介绍茶叶制作的插画介绍。同样可以联合吉州窑

陶手工艺设计共同项目开发进行扶贫共赢，也就是达

到项目“结合扶贫共赢良好局面”。经过多年努力，江

西省内多个扶贫点基本已经脱贫，而设计扶贫不止是

帮助他们脱贫了，而是要致富了扶贫区域手工艺[9]。 

2.2  以服务设计助力手工文创 

销售推广手段落后是扶贫区的主要困难。而后疫

情时代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各种互联网平台，如网络

直播、电商平台、VR 购物等。借助服务设计搭建精

准扶贫设计平台，即利用服务设计合理规划文创设计

路径，并配合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展销售推广活动，制

定出精准扶贫策略。 

所谓“服务设计”是指计划和组织服务的人员，

基础结构，通信和物质组成部分，以提高其质量以及

服务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活动。服务设计

可以充当通知现有服务更改或完全创建新服务的方

式。服务设计方法论的目的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商家

的能力建立设计服务的最佳实践。以服务设计助力手

工文创，可以有效、系统化地活化扶贫区域的非遗手

工艺制造产业[10]。 

在当今强调信息化的社会里，互联网技术成为社

会主流扶贫工具。扶贫的主要目的是推动贫困区域经

济的发展，带动当地手工艺者脱贫致富。以设计为中

心，结合互联网技术是后疫情时代的主要扶贫手段。

以设计为指导，主要是优化扶贫区域手工艺生产周

期，提高生产率，符合现代工业化生产。进行详细的

服务设计分析，可以发掘出更多的设计路径。服务设

计活化模式为：（1）设计者可从手工艺品产品提炼元

素制造成文创产品。（2）依托互联网平台让用户定制

设计成文创产品。（3）通过趣味旅游或线上教学，让

顾客学习并学会制造手工艺品，定制属于直接的工艺

文创产品。推广模式为：（1）依托实体店推广达到扶

贫的目的。（2）网购直播平台推广扶贫助力。（3）利 
 

 
 

图 1  江西省手工艺设计扶贫服务信息图 
Fig.1  Handicraft design poverty alleviation service infographic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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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 VR 虚拟技术推广，并让用户同时参与设计定制

文创产品。盈利的模式无论线上支付和实体店购买都

是非常完善的。因此通过服务设计大大增强文创产品

的创造和销售模式多样化和系统性[11-12]。 

3  设计活化下得产业化转型 

针对省内扶贫区域立项的非遗手工艺，应该发掘

其潜在需求，探索其保护性生产方式。充分挖掘和发

挥赣鄱传统非遗手工艺项目丰富的资源优势,优化传

统非遗手工艺生产模式，以创意设计活化非遗手工

艺方式助力，着力探索生产性保护新路径。相关建

议如下： 

其一，注重以地方文化的传播，带动扶贫的文创

产品生产。目前，如赣州锡器、吉安吉州窑瓷器、遂

川狗牯脑茶等，这些手工特色产业发展比较好，因为

它们较好地满足现代人消费需求。扶贫文创产品产业

依托区域文化，基于产品文化根据现代人生活需求发

掘创意特色。如数码电子、现代服饰、智能家电产品。

像 2018 年飞利浦推出的中国风就是为了故宫设计的

成功文创产品。其特点就满足现代人的时尚审美和健康

理念，同时产品造型利用了江西的青花瓷元素装饰[13]。 

文化宣传的助力优异决定文创产品卖点，也培养

大众购买。江西具有丰富旅游资源和文化积淀，以文

化宣传带动公众对创造文化产品的认知，促进文创经

济增长。从而促进扶贫手工艺生产和技艺传承的活态

保护新方式。如以戏曲为主题：全丰花灯，安远县茶

篮灯，石上曾坊桥帮灯等，其传统灯具多为戏曲道具，

造型设计都与戏曲本身有直接关系。需要借助文化传

播手段来进行推广开发。（1）开展综合性旅游特色节

目进行推广，如鹰潭的寻梦龙虎山,景德镇的瓷器音

乐，传统吉安烧塔，以节目互动，培养大众的购物兴 

趣。以此带动相关文创产品的推广和发展。（2）公共

性广告的大力普及。可以采用卡通图形化、艺术装置、

连环画的方式宣传戏剧故事，借助如街头广告、汽车

广告、网络广告、包装广告等不同媒体展现，让受众

认识和了解戏曲文化，耳濡目染培养大众对文创产品

的兴趣。（3）以展销展览的方式，结合讲座和交流进

行特色文化传播。这培养大众审美，也对企业生产技

术和文创产品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 

其二，合理规划布局，扶贫区域落实政府扶持措

施，大力与设计企业和设计团体共同合作。助力艺术

创新设计手段活化传统的非遗手工艺，研究其非遗手

工艺生产性保护的生产链，以此到达的良好生产性保

护的创业局面。并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对省内扶贫区域

内的优秀非遗手工艺资源的开发并给予扶持,以创新

设计推动非遗手工艺创业者自发向服务化转变。 

近几年江西省认真出台政策法规文件，努力推动
文创发展，积极展开资金扶持和设计竞赛活动等一系
列帮扶措施。效果明显但产业化升级不足的特殊状

况，如设计效果好但生产难度高，以及生产设计效果
好但没有表现出区域文化的特色。这也是一直以来所
有文创产业存在着设计容易，实施困难的窘境。设计
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活动，而是从前期调研，设计，
生产制造，销售推广等一系列的系统策划。其中前期
调研和销售推广，决定了扶贫区域产业化转型走向的
关键。设计师前期调研需要扶贫政府的帮助和支持，
特别对于区域文化的人文历史和手工艺术的深入研
究，涉及大量地方文献和手工艺人口述材料的整理。
建议政府出台相应的帮扶措施，推动区域化手工艺文
化研究，组织专业学者田野考察，并与企业和设计团
体合作开发活化手工产业。另外销售推广的关键环
节，也需要政府主导建立健康的销售市场，如对创意
智库的法律保护，对设计师文创作品的知识产权保
护，加大对文创产品准入机制，杜绝雷同的文创产品，
并合理保障手工艺者在产品营销中的知识产权价值，
逐步实现商品价格由生产成本、手工艺创意产品的知
识产权价值、营销价值等组成，直接让扶贫区域手工
艺参与者体会到活化创意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
创意知识产权植入他们的意识。 

其三，研究赣鄱非遗手工技艺产品的创新活化机
制，整合物质、人力、文化等区域资源，注重创新和
传承并重，生产与环保并重，创造自己的文创精品。 

坚持正确导向，研究其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
明确保护和传承省内非物质手工艺文化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对非遗手工艺文化的利用，应当以尊重其原
真性、文化内涵，活化后的文创产品保持其原有的文
化生态风貌，不得歪曲和滥用。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
严格遵循非物质手工传承发展的规律，处理好保护传
承和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因地制宜善用本地材设计
开发，尊重扶贫区域手工艺古法生产流程，不能为追
逐经济利益擅自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工艺流
程和核心技艺，在设计中注重体现和传承手工文创产
品中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1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设计活化为文创产品，积极整合传统手工、区域加工、
原生产业优化来取胜，拓展特色产业领域。这种发展
策略使传统手工艺艺术创意融入地方产业发展的主
要力量。 

倡导手工创意人才储备机制，建设非遗手工艺创
意培训平台，以高校和设计企业为依托，通过技术传
授和创意设计方法培训。省内扶贫区域非遗手工艺的
艺术特点和生产模式，建立非遗手工艺保护制度和相
关创意设计工作室，积极落实各类项目补助经费、大
力支持传承人带徒授艺传习。特别强调研究策略需要
促进传承人自觉开拓创新创意思路、帮助鼓励非遗传
承人通过创意设计进行活化，拓宽市场发展经济。 

探索和研究出以非遗手工艺设计加工为依托，带

动手工艺者创业就业的新思路,完成对非遗手工艺文

化的生产性保护。（1）普及贫困地区工业设计知识；

（2）开展贫困地区人员设计培训；（3）组织贫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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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企业参加设计大赛；（4）组织贫困地区企业参加设

计大赛等政策。 

以创意设计为中心，整合区域资源，帮助非遗手
工艺市场孵化。把发展特色传统手工艺产业作为专项
生产性保护的重点，以创意设计为主要手法孵化“江
西手艺人”文创产业市场，让原汁原味的非遗手工技
艺活化创新成为手工艺者致富的助推器。如吉州窑陶
瓷制作、竹编、泥塑等一批具有传统文化特色设计转
化为现代创意的非遗产品，活化赣鄱非遗手工艺文化
产业链，积极研究探索以传承为核心的非遗手工艺生
产性保护具体内容。 

4  结语 

现在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脱贫任务后，将转向
振兴乡村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新目标。以设计为
手段扶贫，主要目的是逐渐活化乡村经济机制，最终
可达到振兴乡村的战略目的。 

脱贫后，各地方在设计创新助力下逐渐形成以乡
村手工艺为主导的乡村新经济模式，通过设计创新方
法活化省内非遗手工艺产业，大力支持企业创新、传
承人创业，有效促进传统工艺振兴，着力探索生产性
保护新方式。把发展特色传统手工艺产业作为专项生
产性保护的重点，以创意设计为主要手法孵化“江西
手艺人”文创产业市场，让原汁原味的非遗手工技艺
活化创新成为手工艺者致富的助推器。充分发挥我省
非遗手工艺项目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整合非遗资
源，以设计创新活化“老旧”手工艺经营市场，盘活
省内扶贫区域手工艺经济，推动和完善赣鄱非遗手艺
文化生产性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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