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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概念及范围问题探究

  工艺美术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工艺”一词最早见于宋朝，英国人叫Arts and Crafts（工艺美术）大约是

在1890年前后。我国“工艺美术”概念的确立，是以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立为标志。但是，1999年，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已改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在概念上已被“艺术设计”所逐渐取代。工艺美术概念是继续存

在，还是顺应时代潮流改变名称，我们这个行业要在理论上认真思索了。  

  一、工艺美术概念的产生  

  工艺美术行业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即简单又复杂。工艺美术是造型艺术，是Art and Design（艺术设计），

但是要理清其造型艺术的内涵，又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追溯工艺美术行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比如北京山顶洞人颈项上的贝壳饰物，河姆渡人、

仰韶文化等遗址发掘出的玉器、陶器等。古代工艺美术品是作为财富、财宝的象征被生产和保存的，在进入文明社

会（阶级社会）以后就仅供统治者和少数富人收藏和使用。在古代，工艺美术行业被称为“百工之技”，劳动者被

称为“工匠”、“手艺人”，佼佼者被称为“能工巧匠”。北宋李昉编纂的《太平御览》中有“工艺部”，这是工

匠与艺术的结合。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最早的一批工匠是从事宫殿、坟墓、寺庙修建的石匠、木匠，编织皇宫贵

胄凤冠霞披的绣工和制作金玉饰品的金匠。其次是那些民间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的发明创作者们。  

  我国先民的智慧是深邃的，创造品种的能力和制造技艺的精湛是他国难以匹敌的。因为是手工制作，各种精美

绝伦的艺术品都由双手制成，因此我们称运用这种方式创作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为“手工艺品”。很显然，“手工

艺品行业”是从属于“手工业”的，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早在夏商时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艺术品

创作的工匠当然就被称作“手工艺人”。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手工艺品”、“手工艺人”的概念已出现

了几千年，只是我们正式把它作为一个行业和商品名称定义下来是在20世纪初。当时，伴随着现代工业，现代机器

制造业的普及和科技的发展，与机器生产相对应，“手工业”、“手工艺品行业”、“手工艺人”的概念开始出

现。  

  “手工艺”与“工艺美术”是个什么关系，这里需要理清概念。从我国工业生产的归属来说，自建国以来直至

今日，工艺美术行业归属为：工业——轻工业——二轻工业——手工艺品行业。从艺术角度说，由于在历史上书画

一直被称作美术，书画家从人员素质和社会地位比手工艺品行业要高得多，很早就被称为美术品或艺术品。新中国

的手工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要求提高，于是相对于美术行业的概念，就有了“工艺美术”的称谓。1956年，我国成

立唯一一所国字头工艺美术高等学府，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Central Academy of Art and Design，翻译出来是

艺术与设计学院）。很显然，工艺美术的概念比起“手工艺”、“工匠”、“艺人”等称谓更有现代和艺术涵义，

提升了手工艺人的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  

  “工艺美术”与“手工艺”两个概念是进步的关系，演化的关系。从范围来说，工艺美术的范畴更大，现代涵

义更浓。现在一般把工艺美术行业分为传统手工艺品和现代工艺品生产两大类。传统手工艺品是指纯手工制作，独

立设计、采用传统手工技艺完成的单件作品。因此，这些作品往往是工艺美术精品或珍品，成为国宝和收藏品，生

产者我们称其为大师，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等等。现代工艺品是指采用现代机器生产，批量生

产，面向广大消费者的工艺美术品，现代工艺美术又可以分为：日用类——生活实用品和日用消费品。如陶瓷、金

属茶具、餐具，红木家具；装饰类，机制地毯壁毯，刺绣、陶瓷壁画、窗帘等；民间工艺，版画、草柳编、剪纸、

风筝、扎灯等等。这些都是批量生产，供广大消费者美化家庭、提高生活品味之用。产品我们称为工艺美术名牌产

品，企业称为工艺美术品牌企业，产区称为工艺美术特色区域。因此，我们就明晰了“工艺美术”与“手工艺”的

概念。手工艺又可以称为传统手工艺，其品种和技艺是经过几千年传承和发展的民族技艺，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

遗产和需要大力弘扬的民族品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很多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已经失传和濒临失传，因

此需要由国家出面保护。1997年国务院公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不缔是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有力保护。2007

年初，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工作全面展开，根据现有情况估算（准确的数字待公布），国家级工艺美术保护品种

和技艺有300-400种，省级品种和技艺近千种，县市级数千种。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我们行业有继承、保

护、挖掘，发展的责任，我们的课题是如何将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对现代工艺美术来说，它关系着美化

大众生活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大事业。工艺品日用化和生活实用品工艺化的工作我们已经实施了20多年，但是我们依

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如工艺美术行业还没有评选过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还没有闻名世界，哪怕是闻名全国的大企

业。工艺美术生产企业甚至混迹在旅游、纪念品、家具、床上用品、农产品等各行业之中。因此，我们的行业建设

任重而道远。  

  最后，给出一个工艺美术定义：工艺美术是造型艺术，特点是艺术设计。生产过程是从原料、半成品到制成品

的加工过程，成品既可以具有审美价值，又可以具有实用价值。工艺美术品按制作技术分成传统手工艺品和现代工

艺品两大类。  

  二、工艺美术行业范围的界定  

  工艺美术行业都包括哪些品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需要，前后有3种有影响的划分，应该说各有

所长。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但不论短长。  

  上世纪60年代，轻工部成立工艺美术局，工艺美术局肩负着全国工艺美术产品的生产计划和统计、管理等项工

作，管理的工艺美术产品被分成了24大类，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规定的工艺美术范围，并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行

业。即：雕塑、金属、首饰、漆器、人造花、画类、草柳编、刺绣、抽纱、染织、鞋帽、绣衣、地毯、美术陶瓷、

剧装、花炮、伞扇、灯具、民间工艺、其他、矿产品、玩具、原材料、非工艺美术品类。  

  这24个工艺美术行业分类从现在看也是细致的，不仅涵盖了工艺美术行业的大多数品类，而且还有外延，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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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品、原材料、非工艺美术品类。我们以20年前的1988年工艺美术统计资料分析，当时我国工艺美术行业的产值

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还不大，全行业年总产值只有一百亿元多一点。产值在24类品种中分布也比较平均。当年的

统计数据显示，工艺美术行业年总产值计划为101.5亿元，其中雕塑3亿元、金属1.4亿元、首饰3.5亿元、漆器1亿

元、人造花2.4亿元、画类2.3亿元、草柳编5.8亿元、刺绣8.1亿元、抽纱7亿元、染织2.2亿元、鞋帽2.3亿元、绣

衣6亿元、地毯13.7亿元、美术陶瓷1.5亿元、剧装0.2亿元、花炮3.4亿元、伞扇1.1亿元、灯具0.4亿元、民间工艺

0.3亿元、其他5.9亿元、矿产品0.15亿元、玩具9.6亿元、原材料5.3亿元、非工艺美术品类14.2亿元。  

  经过20年的发展，工艺美术行业如今已经有了飞跃发展，尤其是雕塑、首饰、美术陶瓷、玩具、地毯等几个大

行业都有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发展，而有些品种已经被淘汰或者淡出工艺美术行业，如玩具、灯具等。  

  2005年，由国家发改委主持评选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为了便于评选工作，国家发改委汇聚了工艺美术行

业专家，对工艺美术品类作了一次新的划分。这个划分将工艺美术分为11个大类，即：工艺雕塑类、刺绣和染织

类、织毯类、抽纱花边和编结类、艺术陶瓷类、传统工艺玻璃类、编织工艺类、漆器类、传统工艺家具类、金属工

艺和首饰类、其他工艺美术类。这11个大类从划分上看无可厚非，涵盖了工艺美术品类，尤其是其他工艺美术类，

几乎就把难于归类的品类一网打尽的收录其中。这一分类应该说充分考虑了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的地位问题，

但是这11个品类从分配上说，天平却很不平均，几乎没有考虑到现实中社会需求和生产人数的大小关系问题。就如

同一辆马车四轮大小不一，所以就难免出现评选结果的有失公允。比如说：工艺雕塑类（报评大师161人）、刺绣

和染织类（报评大师31人）、织毯类（报评大师11人）、抽纱花边和编结类（报评大师4人）、艺术陶瓷类（报评

大师78人）、传统工艺玻璃类（报评大师3人）、编织工艺类（报评大师7人）、漆器类（报评大师25人）、传统工

艺家具类（报评大师3人）、金属工艺和首饰类（报评大师26人）、其他工艺美术类（报评大师66人）。在总共415

人的情况下，这个分布基本代表了各个品类的大小现状。其中拥有161人的工艺雕塑类与仅有3人的传统玻璃雕刻类

同为一级分类显的这种分类方法粗放一些。  

  2007年1月，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承办的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工作启动，在工艺美术产品目录分类说明中，

普查办公室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工艺美术部分）将工艺美术产品划分为11个大类，即：雕塑工艺品、

金属工艺品、漆器工艺品、花画工艺品、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制造、抽纱刺绣工艺品、地毯挂毯、珠宝首饰及

有关物品、民族工艺及其他制品、美术陶瓷、烟花炮竹。由于是行业普查，因此在分类之下，对具体的品种又做了

细致的说明。比如：抽纱刺绣工艺品，指以棉、麻、丝、毛及人造纤维纺织品等为主要原料、经设计、刺绣、抽、

拉、勾等工艺加工各种生活装饰用品，以及以纺织品为主要原料，经特殊手工工艺或民间工艺方法加工成各种具有

较强装饰效果的生活用纺织品。包括：具有抽纱刺绣工艺的床上用品、窗帘、台布、服装等；工艺绣品：苏绣、湘

绣、蜀绣、粤绣等；手工钩织及编结的工艺品；手工和机制的各种花边；手工印染工艺品：蜡染、扎染、手绘等；

工艺织棉：宋棉、云锦、壮棉、瑶锦等。从这个说明中可以看出，这个划分非常细，使每一个从事工艺美术生产的

大师或企业都能很方便的找到自己产品的归属，也使得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划分。  

以上3种工艺美术划分方法各有特点，除了第二种重点突出了传统手工艺品之外，其他两种都是对工艺美术产业进

行了细致的划分。尤其是普查工作的划分更为细致。  

  笔者以为工艺美术品种还是更细分一些为好，比如说分出个360行，每个品种就是自己。大家同属于工艺美术

行业，而不必非要归入哪一个类别。比如说寿山石雕、根雕、瓯塑、内画壶，龙泉青瓷等，概念非常明确，又有清

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当然，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讨论。  

  三、工艺美术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工艺美术行业如今正从轻工行业向文化产业过渡，已经得到国家越来越大的重视，并逐渐成为文化产业中的支

柱行业，应该说发展前景非常好。工艺美术行业是伴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美化生活的需要而发展，国民投入

工艺美术品的消费数额将逐年增多，这是工艺美术行业发展的经济基础。  

  工艺品行业未来的发展朝着两个方向。第一是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的发展，也就是传统手工艺品的发展。

由于传统手工艺品存在着原料价值高（许多原料不可再生）、技术含量高（作者长期的技术磨练）、生产时间长

（完全靠手工）等特点，因此出现了从业人员收入增加较慢的情况，比如现在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多数还没有达

到中等生活水平（月收入5000元）。对多数大师来说，主要的收入还是靠卖作品为生。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是

国宝，大师是人宝，从发展的角度看，大师生活的主要来源应该是政府补助、带徒弟和传承技艺。一方面，政府要

出面评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以确定人宝和保护对象。另一方面，评选出国家级传统工艺美

术保护品种和技艺也是一件必行之事，这也是解决保护对象的问题，同时也将确定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的范围。  

  第二个发展方向是现代工艺美术品的发展。这些品种是面向大众的，是生活化的艺术品，也使艺术化的生活日

用品。这方面，我们需要树立名牌企业，需要造就名牌产品。现代工艺美术行业需要引进先进的生产理念、先进的

机器设备和先进的制作工艺。目前在工艺美术行业，已有一些企业和产品可以称为品牌企业和名牌产品，但多数还

是工场式、小规模状况。这里有个理念问题，要正确区分现代工艺美术生产和传统工艺美术生产的结果。没有正确

的理念，就使得工艺美术行业停留在小企业、小生产的规模之上，形不成大的产业集团。从行业引导角度说，工艺

美术行业应该评选本行业的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引导现代工艺美术企业向规模化、现代化进军。  

  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一定会形成规模，形成品牌、专卖店和人才培育体系。让我们努力和迎接这一未来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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