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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运会感受中国工艺美术再度繁荣

  中国期盼了百年的奥林匹克盛会终于在北京拉开了帷幕，全国上下为之沸腾。全国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士及广

大爱好者除了享受体育盛宴外，同时也欣喜的目睹中国工艺美术的再度繁荣，和世界人民一起感受到工艺美术带给

我们心灵强烈的震撼。  

  经过精心策划的开幕式盛大而恢宏，博得了全场的阵阵欢呼，全国上下为之呐喊、喝彩，国际友人赞叹不已。

更令工艺美术从业者为之振奋的是，在此次开幕式上工艺美术占据了大量篇幅。从光彩夺目的礼炮烟花到美轮美奂

的卷轴画卷；从凝重沉静的青花瓷到天空中飞舞的大型彩色风筝等等。不仅如此，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奥组委还从

全国各地邀请来工艺美术大师、能工巧匠等，在各具特色的“祥云小屋”中为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展示中华

民族多种传统技艺。就连奥运奖牌和颁奖礼仪小姐的服装也与工艺美术息息相关。  

  北京琉璃厂的东西两条街，重新翻修后，全都披上了传统的“中式服装”，飞檐斗拱、镏金红瓦、雕龙画凤。

街道两旁，布满了古玩店和工艺品店，一家家老字号如“荣宝斋”、“宏宝堂”、“一得阁”等，牌匾均由书法大

家题写，引得许多外国游客驻足欣赏。  

  一位来自德国的弗朗斯女士和丈夫一起休假参加了旅行团，来观看北京奥运会。在逛琉璃厂古玩街时，竖起了

大拇指“很有趣！北京令人着迷，有许多很有意思的传统手工艺品。”她打开背包，拿出刚买到的一只绘着国画的

鼻烟壶和一只景泰蓝小茶壶向记者展示说，“它们实在是太漂亮了。”  

  如此这些不禁让人们想起这样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确，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越是能

受到世界的青睐和推崇，工艺美术正是具有这一特点。她诞生于本土，来源于民间，凝聚了民族的智慧，传承了民

族的传统，展示了民族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她不逊色于任何一种中国艺术。  

  中国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品类繁多，涉及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在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由于她

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因而她的兴衰成败也与社会环境、科技进步和人们的重视程度唇齿相依。她曾因为处于盛

世，或是生产力提高，或是领导阶层的重视等原因而一度繁荣，反之则面临着被历史淘汰的残酷现实。  

  曾在建国初期为国家创造大量外汇的工艺美术，因不适应体制改革的洗礼和市场经济的节奏而一度低迷。不少

手艺人被迫改行，技艺后继乏人，产品无销路，种种原因导致很多技艺被迫消失。工艺美术学者、爱好者、从业者

无不痛心于此，甚至有些学者无奈地说“手艺留不住。”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手艺人也要吃饭，赔本的买卖谁都不

会干。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人们无不追逐利润和效益，“赚钱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在金钱面

前，民族文化一度败下阵来。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在近几十年中确实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奥运会足以向世人证明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开

幕式上9岁小女孩一曲动听的《歌唱祖国》已经向所有人昭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  

  然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民族文化也受到了外来文化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以同样惊人的速度被同

化、被消磨。发达国家已经先知先觉地醒悟到，冰冷、同化的大工业时代在吞噬着人文之光。国际上，虽然发展中

国家处在落后的行列，但是人类社会总体而言都是在飞速发展的，以至于人们疾呼世界经济发展太快了，人类耗费

了太多的资源，制造了太多的浪费。人们越发地依赖机械，动手能力在衰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机器的奴隶。

从这一角度看，工艺美术呈现出人类灵巧双手之美、勤劳智慧之美。于是从国际上开始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这一

理念传递到中国，让国人也逐渐意识到民族文化、手工技艺保护的重要性。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要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可是我们却把握不好两者的平衡，在一起

抓的时候顾此失彼，忽视了精神文明。值得庆幸的是人们还会后知后觉，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从建设和谐社会开

始，从政府到民间都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一个讯号，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技艺，全国工艺美术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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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迎来了今天工艺美术的繁荣。  

（一）感受繁荣  

  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近几年来，国内收藏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第二十九届奥运会更是加剧了收藏热的升温。

所有有关奥运的工艺品成为收藏市场炙手可热的宠儿，福娃、火炬、纪念章等数不胜数。就连奥组委都选择绘有牡

丹、和平鸽的瓷盘作为礼物馈赠给各国代表团。  

  除了在家把玩、欣赏工艺美术品外，人们还有机会在各类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中欣赏到古今中外精美绝伦

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不再只与历史文物共舞，还与纯艺术一样进入了高雅的艺术殿堂，这对工艺美术界而言

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工艺美术不再是被人们冷落的词汇，所有与之相关的词汇、行业都成了时代热点，各地传统技艺和传人更被当

作稀世珍宝一样保护着。  

（二）分析繁荣  

  工艺美术在历经几十年的寒冬后终于破土而出，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没有肥沃的土壤、甘露的浇灌和辛勤

的耕耘，再好的苗子也会枯萎。  

  国际上，如上文所说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保护传统手工艺的重要性，开始着手实施保护；国内环境，祖国经济

的飞速发展为工艺美术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工艺美术发展创造了上升的空间。同时，此次奥运会的举办正

如一场难得的甘露，浇灌了工艺美术园地，促进了工艺美术行业的繁荣。  

  工艺美术品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各国奥运会的举办都少不了工艺美术品。无数工艺美术品如史书一样记录

了人类一场场体育盛会，传递着一届届奥林匹克盛会的精神——和谐、互助、进取。工艺美术不但作为一个很好的

媒介向世界各国友人传递着中国的民族文化，同时，她也将作为收藏品、纪念品记录着奥运会给人们留下的美好回

忆。  

（三）延续繁荣  

  得到国家的重视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它是一个保障，但并不是制胜的法宝，要想真正再度繁荣起来和延续

下去，工艺美术行业还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工艺美术界，从行业协会到企业及手艺人、理论家都要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不禁要获得国家精神上的

支持，还要争取国家政策和财力上的支持。经济发展至今，工艺美术行业已经不是国家支柱型产业，她更多地属于

文化产业，除了自力更生外，更需要国家的扶持。  

  其次，要定好位。工艺美术和纯艺术一样都源于劳动人民勤劳的双手，只是纯艺术类后来被赋予了艺术的高

雅，提高了档次，脱离了劳苦大众。而工艺美术因其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实用性强，可被把玩等特质而始终游离

在艺术殿堂之外。从事的人多为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似乎经过学院教育的人都不齿从事工艺美术，即使从事了也一

定号称自己搞的是纯艺术，离工艺美术远远的。工艺美术从业者经过学院系统教育纵然是好的，但是笔者认为工艺

美术正是因为她贴近民众、贴近生活，才使得她更为朴实和厚重，更加生动和富有生命力，更富有中国本土气息。

造型不准并不是区分艺术品优劣的标准，梵高就是一个例子，他没有经过多少学院正统教育，他不追求形似，而关

注于色彩，把创作的情绪和感受通过色彩表现的淋漓尽致。笔者认为工艺美术作品价值也不在于造型的准确与否，

描绘是否逼真，而在于她的神似和精神，工艺美术从业者所要提高的也不是专业技能，而是自身的文化修养、艺术

内涵，否则就永远存在学院的老师、学生创作，而请工艺美术技术人员制作的现象。  

  再次，重拾平和心态。现在社会生活节奏快，人心也随之变得浮躁起来，很难有人能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制作

一件活计。另外，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刺激了旅游纪念品的发展，按理说是件好事，但由于利润的驱使，市面上随处

可见制作粗劣、大而无物、华而不实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精湛的技艺需要传承，手艺人的精神同样需要学习，

古语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些急功近利制作出的粗劣品最终是站不住脚

的。  

  工艺美术追求精益求精，千锤百炼、慢工出细活，要想出好东西，必须避免心浮气躁。现在奥运会刚刚胜利闭

幕，工艺美术也借此盛会受到世人的瞩目，这本是好事，但是有些工艺美术从业者一味地为了名利，而制作出差强

人意的作品。比如硕大尺幅的，由诸多绣娘共同绣制完成的刺绣品，抑或是历史上最大的瓷器等等。即使这些作品

有着一定的制作难度，但是真正的工艺价值在哪里呢？我们只能感叹于又如此多的材料被浪费了。  

  中国一向推崇大，似乎大的就是好的，但这一观念在工艺美术界似乎行不通，工艺美术更强调精和巧，所以希

望诸多持有这种观念的工艺美术家们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另外，世界资源是有限的，当下倡导的和谐社会也包含人

类与自然的和谐，今天我们浪费的不是别人的，而是我们子孙的财富，甚至是人类生命赖以存在的资源。节约是一

种美德，我们应当庆幸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材料供我们挥洒技艺，要是一直无谓的浪费，将来终有一天会资源耗竭。 

  另外，要树立品牌意识。国内树立产业品牌，国外树立民族品牌。可以向成功的例子借鉴经验，比如瑞福祥、

全聚德、红都等等……。品牌的树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1、要有卓优的技艺；2、要有过硬的质量；

3、要有良好的诚信；最重要的是要凸显民族文化特色。  

  近日，从报纸上获悉，在秀水街最受国际友人欢迎的是京剧脸谱和丝绸，国人可能对这些司空见惯的工艺美术

品不以为然，但是国外朋友却觉得这太有中国特色了。我们工艺美术界得到这样的信息，难道没有感触和启迪吗？

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工艺美术界也应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理念来迎接和延续这得

来不易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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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暂无相关评论！ 

发表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编号：京ICP备07017755号 

本站版权所有：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中企动力提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