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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

生活美学下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回归
□ 林雪丽

摘 要：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手工艺仍然面临着发展困境，保护与发展传统手工艺需要挖掘其当代价值，满足时代需

求。伴随着国内对美育发展的重视，让富有生活美学的传统手工艺作为大众美育的载体，不仅可以推动美育的普及，

还能使传统手工艺走进千家万户，摆脱发展困境，实现当代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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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根据生活需求探

索出的手工生产活动，它们以物质资料生产连接生活

与文化，产生经济价值，促成经济活动，成为社会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机器化生产代

表的先进生产力就逐渐替代了人工生产，人类的双手

从劳作中得到解放，传统手工艺稳定发展的局面被打

破。在工业化时代下，商品生产有着批量化、规模化的

特征，人们开始追求高效生产且物美价廉的产品，手工

生产的精致和单一化与主流市场的需求背道而驰，虽

然仍有小部分市场的追捧，但其发展衰退的脚步并未

因此停止。在现代化的迅猛攻势中，人们因机器生产中

技术或产品的丑陋而产生反思，以约翰·罗斯金和威

廉·莫里斯为代表展开的 19世纪英国“艺术与手工艺”

运动，抵制机器化生产的粗制滥造，强调手工艺生产，

推崇手工生产下具有审美且实用的产品。该运动在技

术与艺术关系的探索中对设计界的影响颇深，并引导

后来的设计师们对传统手工艺的关注。

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在

这个过程中曾有人发出疑问，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有些传统手工艺走向灭亡是时代的筛选，对其进行

保护与发展会不会多此一举？对于这类问题，传统手工

艺蕴含的传统文化便是答案。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

的人们有着与自然环境相符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根据具体的生活需求，人们在智慧的探索中发展出了

手工艺，因此传统手工艺承载了人们的共同记忆，是人

类在某个时期的生活缩影，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孕育

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艺，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保护传统手工艺能够促进人类

文化多样性，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发展传统手工艺是在

传承地方文化，延续人们的共同记忆。此外，为了满足

精神需求，人类在手工造物活动中寄予了美好的寓意

和期盼，并以多样的表现形式传达，人与人、人与自然

的关系在这样的传递中逐渐紧密，手工艺生产有着机

器生产无法替代的温度。因此，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艺

是必要的，它不仅富含人类的生活智慧，还蕴含人与自

然的相处之道，其生产具有的慢节奏对于将高效率奉

为金科玉律的现代社会来说是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为

人类在冰冷的工业化世界中留有喘息之地，时刻提醒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

国内的传统手工艺在 20 世纪 50年代后期逐渐得

到恢复，但仍然徘徊在大众的日常生活边缘。以中国传

统手工地毯为例，为了顺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

发展的需要，手工地毯的从业者由个体经营走向了集

体，生产所有制的转变，使手工地毯走向了规模化、批

量化生产，手工艺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产业从业者。同

时，手工地毯也逐渐脱离了国内消费市场，主要面向国

外市场。现阶段，传统手工地毯面临着市场日渐萎缩、

传承后继乏人以及工业产品可替代等问题，逐渐陷入

了发展困境。

传统手工艺具有经济特性，持续发展依赖稳定的

供求关系，因此发展传统手工艺需要时刻关注市场变

化。然而受到机械化流水线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当

下大部分传统手工艺都难以维持发展的鼎盛时期，产

品的销售市场日渐萎缩，或者被替代至消失。行业经济

不景气迫使大量工作人员转行求生，从业人员逐渐减

少，传承后继乏人的问题越发严重。学徒学艺周期长、

工艺回报效率低、工业替代品丰富等原因让年轻人对

传统手工艺望而止步，行业传承老龄化十分严重。此

外，众多消费者在购物时受到工业化下商品种类丰富

的影响，会自然而然地对商品进行价格比对，消费时讲

究物美价廉，手工艺产品虽然品质精美，但高昂的价格

也阻拦了部分消费受众，难以打开大众市场。若想真正

地走进大众生活，需要跨界融合，使手工艺出现在各类

生活日用品之中，不再局限于原有的领域，让人们可以

轻易地接触。因此，传统手工艺需要找到专属的当代价

值，让当代人产生需求，进行跨界融合并非是形式上的

“画皮”，依靠传统的保护伞得过且过，而是要从内在激

活，让人们看见且认可传统手工艺的价值所在，然后切身

地从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主动地接受传统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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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若要走出发展困境，打开时代发展的

新局面，需要明确当代价值，发展时代需求。传统手工

艺作为手工的造物生产活动，不同于机器批量化、规模

化的生产流水线，虽然单个手工艺产品的工艺流程相

同，但是工匠的手感并非完全同步，所以手工艺产品形

似却又独一无二，能够达到实用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具

有丰富的生活美学。生活美学，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在

好的生活基础上，发展美的生活，从物质提升逐渐走向

精神提升。中国的生活美学讲究和谐，即人与自然、人

与物、物与景的和谐。传统手工艺恰当地传达了这样的

和谐，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随处探寻美的踪迹。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不停地审视着工

业化带给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心理层面等方

面的种种负面影响，虽然机器生产代替了诸多繁重的

劳力工作，让人类的双手得到解放，但是心灵的浮躁依

然盘旋不息。传统手工艺蕴含的生活美学能够让人们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浮躁的情绪可以得到

片刻安抚，例如竹编用具、刺绣装饰、编织陈设等，充满

手工痕迹的产品，从选材到成品，都可以让使用者感受

到大自然的亲切和手工艺人的心意。不管是竹丝还是

蚕丝，都是自然的馈赠，人们加以利用，用不同的技法

能够将自然之物创造出新的形态，然后再置于生活场

景之中，其中的自然之美、造化之美、劳作之美都集中

于生活之美一并传递给了使用者。此外，传统手工艺产

品的优质也是生活美学的体现。人们对生活之美的追

求，实则是对有质感的美的生活的追求，传统手工艺具

有丰厚的东方美学和民族智慧，对自然之物的善用和

精用，使手工生产的产品不仅富含着高度的审美价值，

还具备了生活实用价值。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传统手

工艺对自然之物的加工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

伦理观，即使产品更新换代，也能避免类似工业化产品

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大规模污染。传统手工艺中的生活

之美是内核与外形统一的和谐之美，是生于自然、融于

自然的造物之美，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之美。生活美学作

为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价值，涵括了自然、文化与情感三

个方面，将人类与生活和自然连接起来，体现在人类的

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日常需求之中。传统手工艺陷

入发展困境因其与现代人们的生活脱节，难以走进人

们的日常生活，致使销售市场萎缩。因此，挖掘传统传

统手艺的生活美学，要以此为切入点，积极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以推动当代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美育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

美育对人全面发展的引导作用，这为传统手工艺的当

代回归提供了相应的契机。蔡元培先生在《美育实施的

方法》中谈到实施审美教育需要注重对美的环境的营

造，潜移默化地影响孩童，培养其从生活中探寻美感的

能力。可见传统手工艺介入审美教育，发展手工艺美

育，不仅促进了美育生活化，还能让传统手工艺走进大

众的日常生活，帮助人们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传统手

工艺与美育结合，让美育打破了高雅艺术的局限，将美

育的范围扩展到了民艺，走向大众化，推动了美育的进

一步普及。传统手工艺中具有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

带有天然的亲近性，百姓们也喜闻乐见，以此为美育的

落脚处，不仅能够为种类丰富的传统手工艺创造百花

齐放的局面，还能使美育走进千家万户，践行真正的生

活美学。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回归，依托于手工艺内在的

生活美学，借助美育的实践途径，更加贴近现代人们的

日常生活。通过教育的窗口，扩大宣传的效果，让人们

进一步认识传统手工艺，增加人们对传统手工艺的认

同感，自发地为其内在的文化内涵和外在的审美价值

买单，从而有效地扩展传统手工艺的国内消费市场，脱

离其在市场边缘徘徊的尴尬处境。同时，打开市场才能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相关的行业。当代年轻人积极

参与传统手工艺的事业，不仅可以加固技艺的传承与

发展，还能以新生代的视角看待传统的回归，为手工艺

的发展开拓新的思路。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手工艺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两

个层面：一方面，它是具有文化艺术、历史以及工艺研

究价值的人类智慧的集合；另一方面，它代表着后现代

人们追求自由和独特的时代精神。传统手工艺并非简

单的手工造物活动，其中还包含着国人对生活态度、生

命意识以及人生追求。当人们日渐厌倦了工业化带来

的标准化时，手工艺中追求个性的独特为现代人提供

了新的精神指标，同时，机器生产的高耗能和不节制造

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低耗适度生产的手工艺

中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

伦理观也能够得以延续。传统手工艺中的生活美学是

一种中国传统的生活智慧和生活审美，因此，生活美学

下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回归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亦是

对中华审美传统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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