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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觉明]传统工艺的保护振兴和市场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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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振兴包括传统工艺在内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中国是世所公认的传统工艺大国，诸如丝织、制瓷、冶铁、造纸术、印刷术等重大技术成就，无不对本民族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

具有深远的影响。即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茶、酒、酱、醋、笔、墨、纸、砚、青瓷、紫砂、织锦、髹漆、焰火、炮竹、剪

纸、年画、景泰蓝、中国结等传统工艺及其制品，仍在生产和生活中广为应用，从而显现其重要的现代价值。 

     保护传统工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传承和振兴，乃是由社会发展和当代民众生活的内生性需求所决定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题

中应有之义，是这一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绝非一种额外的负担或可有可无之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保护’指采取措施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对遗产各个

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是迄今为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

明确也最完善的界定，当然也适用于传统工艺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保护”并不局限于通常所理解的“保存”、“维护”的

狭义范围，而是由多个环节有机构成的完整体系与工作过程。“振兴”作为其最后一环具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也包括传统工艺的市场

开拓。舍此，所谓的“保护”将是不完整的，且有碍于其生命力的张扬及持续。 

     当前，在传统工艺保护、振兴和市场开拓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理念与倾向。 

     其一，是在经济和政绩的利益驱动下，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甚至不择手段的方式对传统工艺作过度开发，或听任假冒伪劣泛滥

成灾。畸形发展和恶性竞争导致工艺变形、产品变质、声誉陡降，名曰“保护”，实为破坏。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景泰蓝沦落为

“景泰滥”即是一个典例。这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已屡见不鲜且有扩大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采取应有的对策。 

     其二，与此相反的一种倾向是：有鉴于以上不良现象，对传统工艺的市场开拓产生怀疑，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传统工艺保护的振兴

环节，讳言市场开拓。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 

     上述这两种对立的理念与倾向诚然都含有合理的成分，但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特别是前一种为害更烈。 

     传统工艺的市场开拓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来看，传统工艺的产生与成长从来是和社会需求相关联的。在初，先民们制陶、织布乃至冶铁、酿酒，都主要地是为

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俟后，有了分工和分工的扩大，制陶、织布乃至冶铁、酿酒都逐渐转向专业化和商品生产。所谓“以粟易械器

者不为厉陶冶”，这种为他人需求而生产的手艺运作方式，至迟至战国时代便出现了。从上古、中古、近古以至近代和当代，传统工艺

的型式、内涵、格局及其盛衰，一直是和逐步扩大的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人文发展相联系和互为影响的。无论工艺制作、器物形制和作坊



 

构成、销售方式都处在不断的演化变异之中，绝无一成不变之理。 

     毋庸讳言，即便在当今，仍有一些手艺制作是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和由其志趣所决定的。然而更大量的客观事实是，传统工艺的生

存、传承和发展、振兴无不有赖于市场开拓。没有了市场，手艺人便无法生存，手艺就无从传承，更遑论其发展与振兴。现实生活中的

事例，如宜兴紫砂、南京金箔、大理白族扎染、鹤庆金属工艺，都是由于市场有持续的需求，加上艺人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才呈现发

展、振兴的大好局面，同时也为技艺传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传统工艺的保护、振兴有赖于市场开拓，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要学习日本、韩国传统工艺的成功经验，更要重视民间的智慧和

首创精神，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固然须坚决制止，因噎废食式的回避和无视现实于理有悖，也断不可取。 

     传统工艺的保护和振兴，说到底，都是为确保其生命力。保护是振兴的必要前提，振兴是保护的可靠保障。为此需要政府、社

区、艺人和专家的共同努力和良性互动。 

     ———政府应尽领导之责。行政主管部门须将传统工艺保护纳入工作日程，采取诸如制订保护法规、给艺人以精神与物质奖励、

减免税收、专款扶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措施，以有效地促进手艺传承及其振兴。 

     ———社区和艺人应在政府统一规划与指导下发挥主体作用，提升自身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积极开拓市场、锐意创新，在条件

具备时建立行业组织和制订行规，收徒授艺，选送年青艺人到大专院校深造，为手艺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专家要帮助社区和艺人提高对传统工艺价值内涵的认识，树立文化保护的自我意识，并为宣传弘扬，改进设计制作、提高

产品质量与包装、沟通销售渠道、建立品牌、转变经营机制、开拓市场等，提供咨询与指导。 

     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备，社会风尚流于轻率浮躁。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政府、社区、艺人和专家的良性互动将是一个艰难

和长期的过程。新的时代赋予手艺以新的机遇和新的使命。手艺的振兴将为中西部开发、解决“三农”问题和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持民

族精神特质做出重大贡献。时代的要求将召唤更多的有志者参与到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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