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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扬州玉雕艺术历史悠久，是宝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

但近年来工匠精神在玉雕行业中逐渐消失，扬州玉雕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如何将农业社会手工业

属性的传统玉雕制作理念注入适应当代社会审美的设计作品中，活态传承扬州玉雕非物质遗产文化，是

传承与发展扬州玉雕文化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方法 基于文化保护与传承创新的视角，梳理与总结扬

州湾头的玉雕发展历史，归纳扬州玉雕“源湾头”的地域性特质，挖掘“扬州工”的工匠精神内涵，结合

图像叙事设计开发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 以符合当代审美与时代精神的设计手法和视觉语言重对

扬州玉雕进行再创作实践。结论 探索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当代图像叙事新模式，可以为扬

州玉雕在当今社会语境下找到新的文化载体，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传播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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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long artistic history, Yangzhou jade carving is renown as a precious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a crucial carrier for inheriting of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 craftsmanship has gradually disap-

peared in the jade carving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Yangzhou jade carving is confronting with severe survival crisis. It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Yangzho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y in terms of how to 

inject the concept related to traditional jade carving production with the handicraft attribute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society 

into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o promot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e of Yangzhou jade car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Yangzhou Wantou jade 

carving was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regional features of Yangzhou "Original Wantou" were concluded, the con-

notation of craftsmanship related to "Yangzhou craftsman" was mine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Yangzhou jade 

carving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sign for visual narration. By relying on the design tech-

niques and visual language in line with the modern aesthetics and the spirits of the times, the recreation of Yangzhou jade 

carving was achieved accordingly. The exploration of new mode of modern image narration for living inheritance of 

Yangzhou jade carving intangible culture can find a new cultural carrier for Yangzhou jade carving in the current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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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and provide new thoughts and ideas for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sprea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graphic narr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angzhou jade carving; innovation 

1  江南文化中的扬州 

扬州地位于江苏省中部，对扬州的记载 早可追

溯到《尚书》中的《禹贡》篇，其中写到：“淮、海

惟扬州”[1]。“扬州”意为水多的地方。《晋书·地理

志》中对扬州的解释是“扬州，以为江南之气躁劲，

厥性轻扬。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扬也。”根据《尔

雅·释地》的解释“江南曰扬州。”这里所谓江南就

是扬州，只是这里的江南指的是淮河以南。扬州专指

现今的城市是从唐代开始的[2]。 

从地理和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扬州文化都是江

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地理的视角来看，江

南核心区则主要指在明清时代形成的，以“八府一州”

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

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

湖州等 8 个城市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

“八府一州”是江南地区的核心区域与主要范围，在

古代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占有重要的主体地位。随

着时代的发展，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

化，对地理意义上的江南的定义也在不断改变，但是

由于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

核心地理空间，所以仍然可以把包括扬州在内的现代

的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3]。从文

化艺术的角度看，“江南”文化则更多是指唐宋时期

的一个文学意象，在唐宋诗人眼里，江南指扬州以及

长江以南的更广大区域[4]。“这个时期的江南常常是

指代一种文学上的‘江南’概念，而非地理学意义。

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巅峰带来的影响，对后世世俗意义

的江南地区产生了一个模糊化的趋势，使后世‘江南’

的文学意义超越了其地理学意义”[5]。直到今日，江

南诗性文化（包括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仍

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主要文化资源，人们熟知的长三角

城市群已成为传统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 新形态。

由以上两点可知，无论从地理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来

看，扬州都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域和重要组成部分。 

2  江南文化中的玉石崇拜 

如果说江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承载了江南文化
的核心精神，是江南文化的物质性表现和现实文化载体。 

事物的起源决定了事物的本质。江南文化的起源

是江南文化精神的“元生长点”[6]。从江南文化的起

源来看，其核心之一便是诞生于距今 5 300—4 100 年

的良渚文化的玉石崇拜。中华 7 000 年玉文化，开始

于马家浜文化，其遗址中的玉器“磨制精美，光素无

纹”，体现了江南文化区别于北方青铜文明的特有审

美和思维模式。6 000 年前，玉器首先在崧泽文化的

长三角地区获得巨大的发展和繁荣。良渚文化期间，

长江下游的玉器文化突飞猛进，达到当时世界玉器文

化之顶峰[7]。在地理区域上，良渚文化分布区域以钱

塘江以北和环太湖流域为中心，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平

原，南至浙江杭州湾，北达江苏北部，西到南京附近[8]，

其范围与马家浜文化辐射区和今天的江南区域都极

其吻合。以现今中国区域方位的划分习惯来衡量,良

渚文化的范围处于今天江南地区核心地带[9]。玉石崇

拜驱动了玉礼器的诞生，璧琮钺组合的玉礼器体系是

长三角地区的原创，在距今 5 000 年左右，玉文化在

长三角地区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璧琮钺组合的玉礼器

体系从长三角向四周辐射传播。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江南地区的玉石崇拜文化逐渐传播开，其影响也从中

心太湖流域扩散到南京及扬州。在距今 4 000 年左右，

玉文化从长江流域传入中原，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国家的王权象征基础，开启华夏王朝历朝历代尊礼崇

玉传统之先河[10]。自此，它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并奠定了华夏认同的观念基础。可以说，长三角地区

的玉文化不仅是江南文化 深远的精神原型，更是早

期华夏文明 重要的文化基因[11]。 

玉文化是江南文化 深远的精神原型。扬州作为

江南文化的地理及文化的核心区域，是玉文化 重要

的发源地和兴起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扬州玉雕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是江南文化和中华文明在当

代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载体。  

3  扬州玉雕的发展及其传播现状 

有史可稽的扬州玉雕出现在夏代。春秋时期的文

献《书经·禹贡篇》描述了当时的扬州玉雕：“雍州

贡琳琅，扬州贡瑶琨”[12]。虽然这里所指的扬州为“天

下九州”之一的宽广地域，但可以证明其历史渊源。

如果从出土文物看，扬州玉雕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史书

记载的年代，在扬州蜀冈尾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后期

的石斧、石锛、玉璧、玉琮等器物，说明早在 4 000

年前，扬州的先民们就有了琢玉的活动。 

扬州玉雕工艺分别在汉、唐、清出现了 3 次高峰。

扬州汉代墓葬出土了采用透雕、圆雕、阴线刻和浅浮

雕等雕刻手法制成的玉器数百件，造型简洁古朴，已

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准和艺术水平。代表作品有“汉八

刀”工艺制成的西汉《白玉蝉》和东汉《龙螭纹玉环》，

见图 1。到了唐代，民间开始流行以玉佩为饰品，当

时的贵族豪门也喜用玉器装饰建筑。唐僖宗时，盐铁

史高骈在扬州建有以数十万件金玉制作的蟠龙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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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御楼”[13]。扬州玉雕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玉雕进入全盛时期，扬州成为当时

全国琢玉中心。两淮盐政在扬州设立玉局，为宫廷制

作玉器并作为“御品”向朝廷进贡。时有“扬州琢玉，

名重京师”之誉。清宫中大型玉山也多半为扬州琢制，

其中 著名的作品是被称为“玉器之王”重逾万斤的

《大禹治水图》玉山，见图 1。清代扬州玉雕中的中

小件也很有名。 有名的白玉如意，造型精致典雅，

被清乾隆年间定为“扬州八贡”之一，每年都要大批

送缴宫廷。为群众喜爱的玉环、玉镯、玉瞥等佩件，

更是风行一时。前人有诗云“宝翠玉钗精细外，一枝

桃花鬓边春”“浴尚多华美，珊瑚 帽球”，说明了当

时扬州玉器的盛行[14]。 
 

  
 

图 1  扬州玉雕代表作品 
Fig.1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Yangzhou jade carving 

 

扬州玉雕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浑厚、圆润、

儒雅、灵秀、精巧”的基本特征，兼有“南秀北雄”

的艺术风格，与北方玉雕形成两大流派。扬州玉雕于

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并被国家文化部首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扬州玉器厂于 2021 年获授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企业。 

扬州玉雕素有“天下玉、扬州工、源湾头”的说

法。湾头镇在扬州玉雕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见

图 2。可以说，湾头琢玉文化是与扬州玉雕同步发展

的，没有湾头玉雕就没有扬州玉雕的繁荣。湾头壁虎

坝处的汉墓出土 4 000 多年的玉器证明远在汉代湾头

就开始了琢玉活动。到清代中叶，作为贡品的玉器珍

品多出自湾头玉工之手；民国时期，上海和苏州的玉

工也大多来自湾头镇。随着近代漕运的受阻，湾头随

着扬州琢玉行业的式微逐渐衰弱。新中国成立后，湾

头琢玉业开始复兴。扬州玉器厂、邗江玉雕厂就诞生

于湾头，湾头也成了现代中国玉器的主要加工产区。广

陵区湾头镇因琢玉历史悠久，产业规模较大且集聚优

势明显，于 2006 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联合认定并授予“中国玉雕之乡”的称号。 

扬州玉雕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天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扬州玉器生产加

工企业普遍面临玉石原料价格高、费用高、赋税高等

难题。同时玉雕为手工操作，从业者需要付出大量时

间、精力和体力，但往往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此外，

苏州及海派玉雕迅速发展，电脑玉雕工艺的革新，年

轻人不愿从事相关职业，后继乏人，使扬州现有玉雕

从业人员大量流失。目前，扬州玉器的主要传承人只

有约 30 人，传承现状堪忧。扬州玉雕技艺亟待宣传

和保护[15]。除此之外，扬州玉雕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扬州玉雕缺少有效的保护方式和传播途径。虽然湾

头镇是扬州 大的玉器生产加工基地，建有玉器城和

玉文化创意园，有多位国家级玉雕大师，连续多年在

国家级评奖活动中夺魁。但是只靠传统的商业模式、

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活动，难以帮助扬州湾头玉雕在

现代信息社会进行传播和宣传。在数字媒体时代，各

种信息大多以直观的数字视觉形象进行着传播与扩

散，致使在对外宣传时缺少鲜明视觉形象、传播路径

单一的扬州玉雕被严重边缘化。 

4  江南文化传承与创新视阈下的扬州玉雕

图像叙事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

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

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

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江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之一，对其传承与发展需要落实在可持续发展的现

实文化层面。应对能承载其精神内核的现实文化进行

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利用符合现代

人认知、思维的视觉形式对其进行设计与开发，以扩

大其影响力并发扬光大。在众多途径中，传承并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手段之一。在当今“世界图像

时代”，每个国家都非常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也都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视觉转化与开

发利用[16]。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备一定的经

济价值和经济转换潜力的同时，还是一个民族或一个

国家的精神内核的载体，是构建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

重要一环，也建立民族自尊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

个前提下，在当今社会推广并传播扬州玉雕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继承、表现和传播江南文化，是建立民族文

化认同和建立文化自信的 优途径，也是需要不断探

索的课题。对扬州玉雕的重新诠释和设计可以发挥其

独有的价值与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世代相承的传统文

化特性，图像叙事的形式非常适合表现具有文化传承

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

“叙事”，通俗而言就是讲故事，它是指通过特有的

媒介方式来叙述某种事物或事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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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扬州湾头图像叙事设计 

Fig.2 Graphic narrative design of Yangzhou Wantou jade carving 
 

系[17]。图像叙事用“图像”展现“空间性”，借助充

满时间性张力与空间性张力的物理图像，凭借人的视

知觉及想象力形成家族艺术图像并加以串接来完成[18]。 

扬州湾头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像叙事设计

就是采用视觉化方式，对湾头玉雕创造性地设计一套

符合现代人们审美倾向，带有叙事性质的系列图像，

通过组合经过提炼且具有象征性的视觉符号展现玉

器、琢玉匠人和江南环境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和谐共

存的关系，以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视觉语言表现传统的

工匠精神，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受众产生审美愉

悦与文化认同，从而真正做到活态保护与传承扬州玉

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并传播江南文化。 

5  图像叙事化设计构思与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是一种程式化的技能、活动或

是抽象的文化、艺术，不易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借

助视觉化设计，可以生成清晰凝练、直观生动的视觉

形象，从而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受众产生文化认同感与

情感共鸣，形成认知和深刻记忆，打破潜在的“传播

壁垒”[19]。以现代符号化形象为载体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视觉化设计与开发，是指借助清晰简洁、准确

规范的视觉语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外在形式

与内在精神表达出来，以直观、鲜明的现代图形符号

呈现，从而便于感知、促进传播交流[20]。以图像叙事

的方式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目的是为让现代人，尤

其是年轻人快速接受并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从

事相关工作。这就要求作为通道的设计作品，必须具

备足够的视觉吸引力和张力，这样才能在短时间之内

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并引发共鸣。 

因此，要设计一套符合现代人审美和认知，能够

留下深刻印象并能较好概括扬州湾头玉雕发展历史

的图像叙事作品，在遵循一定设计规律的同时，必须

考虑到不同受众的审美水平、文化背景、对设计风格

的接受程度。在提炼相关元素并进行具体表现时也要

考虑到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在传统精

神和现代审美中找到平衡。依据现代图像叙事表达方

式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对扬州湾头玉雕非遗文化资源

进行设计与开发。 

5.1  设计构思 

扬州湾头玉雕包含了技术、审美、文化、历史等

内容，设计的关键是通过对湾头玉雕与江南文化的内

在联系，湾头玉雕的技术发展、历史脉络、文化环境、

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进行深入研究与挖掘，以归纳概

括出 能够反映其特质的关键元素并用于后续的设

计之中，以视觉化的“精神”“时间”和“空间”向

观者传递湾头玉雕的精神内核和历史传承关系。 

视觉传达主要叙事逻辑是通过将视觉符号、图形
图像等，将形象与想象进行转换与关联，从而完成信
息传达的过程，因此这种转换与关联的设计策略，对
后续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21]。为了
设计出符合需要的设计作品，首先要获取可以作为创
意出发点与设计依据的相关信息资料，明确设计定
位。其次对所获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与归纳概括，找到
设计创意的切入点。下面将以扬州湾头玉雕与江南文
化之间的联系、历史渊源、代表作品、工匠精神为切
入点进行设计实践。 

5.2  设计实践 

作品使用了手绘线条和数码后期上色技法制作

完成。为了强调玉雕文化中“手工”这一基本属性，

设计以手绘线条作为底稿，在技法上引发观者对扬州

玉雕“手工创作”这一基本工作特点的共情体验。 

设计采用了多图像组合的叙事策略。通过多图像

的组合，图像间的先后顺序形成了叙事的时间线，多

图像的组合自然会形成线性时间的前后次序，方便观

众对作品的理解[20]。作品中，采用以玉雕作品为中心，

玉雕匠人和茱萸环布玉器分布的构图样式。一系列不

同历史时期的扬州玉雕代表作品被放入当时的空间

及时间中考量，是每幅图像的视觉中心。此外，作品

运用光线及色彩表现不同时期江南扬州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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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玉雕作品的独特气质，玉雕匠人们的“工匠精神”

和创造性活动在创作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5.2.1  图像叙事的精神性视觉表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非遗保护中心副

主任王福州于 2018 年 5 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

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文章，文中指出：非物质

文化遗产涵纳精神遗产和制度遗产内涵，对传统民

俗、民间文学、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从精

神资源角度以不同方式进行再阐发、挖掘、表达并实

现转化。设计中特别注重对于扬州玉雕“精神性”视

觉形象的挖掘和构建。 

不同朝代的代表性玉雕作品是设计中的 主要

的构成部分。这是因为玉石不仅是江南文化的“元生

长点”，也是扬州玉雕文化 重要的物质媒介，同时

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以及中华民族文

化和精神的象征和具象化表达。季羡林先生说过“如

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中国作为

世界上用玉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玉文化也是深入中国人骨髓中的文化，“玉”在人们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层面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我国

奴隶制起，玉器就被作为一种权力、财富的象征。秦

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当时 大的玉料制作成玉玺。从公

元前 221 年到 1912 年清朝覆灭，玉玺一直都是国家

高权力的象征。古人还把玉器看作是君子的象征。

孔子在《礼记·聘义》中阐述了玉的十一德，即仁、

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并认为

君子应该学习玉的精神并重视自身修养的提升，即

“君子比德于玉”。 

代表性的玉雕作品则代表了每个时代扬州琢玉

技艺巅峰，也是当时人们对 高洁品质的向往及 崇

高精神的具象化视觉表达。因此，设计主体选择了《龙

螭纹玉环》《青玉镂雕飞天》和《大禹治水玉山子》

等，分别制作于汉、唐和清的扬州玉雕代表作品作为

画面的主体，占有整体图像 1/3 以上的空间，表现了

玉雕作品本身在玉雕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暗示了扬

州玉雕在汉、唐、清出现的三次技术发展高峰。 

5.2.2  图像叙事的空间性表达 

图像叙事中 关键的是串联所有线索的“主角”。

主角承载了整个叙事中 重要的记忆和情绪，是叙事

的起点和终点，是与观者快速产生共鸣和连结的途

径。因此，在图像叙事设计中，需要赋予“主角”性

格、历史背景、政治立场等一些明确的特质。好的“主

角”设定，不仅能使叙事主题更加明确，还能提高视

觉传达效率[22]。在扬州玉雕图像叙事作品中， 重要

也 能引发观众共鸣的主角，就是扬州的玉雕工匠

们。因此，作品中作为主角的玉雕匠人的角色定位和

设计尤其重要。 

《辞海》解释“工匠”的意思是“手艺工人”。

虽然“工”与“匠”在 早一般专指木工，后来泛指

各行各业有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劳动者。虽然现在普遍

倾向是将“工”与“匠”结合在一起使用，即人们现 
在说的“工匠”[21]。“扬州工”主要是指扬州从事玉
雕工作的匠人们，是玉雕创作活动的主体。如果说玉
是中华文化的物质代表，那么有能力塑造这种中华文
化的人就是玉雕匠人。湾头的玉雕匠人是扬州玉雕文
化的代表，也是江南玉雕文化的代表。北京故宫博物
院 80%的玉雕制品均由扬州工制成，这是对于扬州工
匠技艺的 高肯定。从明清至今，扬州玉雕技艺的传
承明确有序。数量众多且名师辈出的扬州玉雕匠人师
从关系明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绝活。从
古至今，具备了高超的设计和制作能力的扬州玉雕匠
人并非一味仿古抄古，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个人风格。扬州玉雕工艺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并自成
一派，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潜心研究和坚守。 

如图 2 所示，表现了正在进行画稿、琢磨和雕刻
工作的汉、唐和清三代“扬州工”们。在工匠的双手
之间喷涌而出一股气流，幻化为不同时代的经典玉雕
作品。这是基于玉石崇拜中玉代表天这一基本信条。
气流由工匠之手转换为玉器，象征着上天的灵气经由
工匠们的精心构思和灵巧双手，通过玉石这个媒介被
固定了下来。在空间构成上，在单幅图像中的匠人们
被安排在画面的不同位置。三张系列图像在整体上共
同构成了一个动态上升的关系，暗示了琢玉技艺在历
史和玉雕工人手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传承。 

5.2.3 “源湾头”的图像叙事符号形象 

设计中“茱萸”这一元素暗示了时间和时代的变
化。同时茱萸也是 能代表湾头的植物。扬州湾头镇
古称“茱萸湾”，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是京杭大
运河进入扬州城的第一湾。在古代的道路体系当中，
到扬州首先必须经由湾头。唐代诗人刘长卿留下了
“半逻莺满树，新年人独还。落花逐流水，共到茱萸
湾”的著名诗句。隋唐时期，古茱萸湾是扬州的重要
门户，不管是漕运盐运，还是皇帝巡游、游客往返，
湾头都是必经之地。清代康熙、乾隆多次下扬州，均
由此入境，并在湾头留有行宫。茱萸也是江南文化中 

的代表性植物，出现在众多文人骚客与江南有关的诗

词中。南唐后主和“江南国主”李煜写有“冉冉秋光

留不住，满阶红叶暮。又是过重阳，台榭登临处，茱

萸香坠。”唐代诗人许浑在《送客自两河归江南》也

写道：“山行露变茱萸色，水宿风披菡萏香。”宋代文

豪苏轼在由杭州通判调为密州的践行宴上留下了“可

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子细更重看。”

的诗句。可以说茱萸是能够将江南文化、扬州玉雕和

湾头串联起来的关键元素。 

图像叙事设计中，散叶、开花和结实等不同阶段
的茱萸按照时间顺序分布在汉、唐、清三张图像之中，
绿色，黄色和红色从视觉语言的颜色角度明确划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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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代的风格气质，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并与每张作品中玉环、玉飞天和玉山子的颜色相调
和。茱萸由叶而果的过程既指代了朝代的更替和变
化，同时暗示了扬州玉雕工艺发展是一个经由汉、唐、
清三次高峰，风格由起始的古朴简练变化为奢华富
丽，并 终走向厚重成熟的过程，见图 2。 

整个图像叙事设计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

社会活态传承的一次尝试，也是对江南文化其中一个

组成部分——扬州玉雕文化的一次设计尝试。整个图

像叙事有效表现了扬州湾头玉雕文化的艺术风格、历

史传承及与江南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体现玉雕

匠人的“工匠精神”在湾头玉雕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既有手工的技法，也运用了数码制作技术。整体富有

格调又不失现代感，在现代几乎完全由数码绘制的设

计作品中独树一帜，有助于扬州玉雕文化的保护、传

承与传播交流。 

5  结语 

兼有“南秀北雄”的风格的扬州湾头玉雕，对构建

江南文化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反映了扬州人民的精

神意志和价值取向，是独一无二的大运河文化的缩

影。作为扬州人，保护、传承、创新扬州境内大运河

文化，是当代设计师的职责和情怀。通过对扬州玉雕

文化进行图像叙事设计与开发，可以进一步挖掘出扬

州玉雕文化的独特价值，使世人对江南文化有更加全

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将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现代图像叙事

表达，将江南文化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对外可以

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内可以增强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此外，从设计创新的

角度积极诠释和推广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

扬州玉雕工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和经济资源，也

是时代的使命和召唤，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证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不断铸就中华民族文化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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