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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

手工艺的价值及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 程军歌

摘 要：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尤其是传承下来的手工艺技术精湛、工艺巧妙，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

化特色，具有极强的传承价值、情感价值和观赏价值。文章从艺术价值层面阐述了手工艺的传承性特色，并且还列举

了几种典型的手工艺文化元素及其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并通过文创产品的设计创新给现代设计带来新灵感和新

变化，不仅具有文化传承意义，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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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传统手工艺被挖掘并纳入

到国家非遗文化保护名录中，成为大众所熟知的非遗

项目。还有越来越多的手工艺技术被现代社会所“改

装”，形成了新的工艺产品、实用产品以及观赏性产品，

满足了大众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但需注意的是，虽然国

家和社会加大了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力度，但信息化

时代的到来仍然给此类文化艺术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仍然十分艰难，只有将

其引入现代的设计领域中，与现代社会元素紧密衔接，

才能缓解文化脱节的现象，彰显传统工艺的魅力。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历经几千年的传承和打磨，在

制作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造型规律和地域风格，

反映出人们对形式美的最初认知和对美的创造能力。

在各类手工艺的研究中，无论是从纹样、色彩还是整体

造型上来看，其散发出的艺术魅力都十分浓厚，或威严

凝重，或雄健优美，或富贵华丽，或活灵活现。而且随着

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些手工艺产品被不断学习和模仿，

其手工艺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呈现。

传统的手工艺产品的形成主要是依靠人力手工操

作，最终形成各类成品，用于生产生活的一项创造性活

动，其规模较小，耗费成本也较少。由于不同地区的风

土人情、自然环境不同，手工艺人们在设计制作产品

时，也会结合当地的自然特色、生活需求以及自身审美

爱好等因素，对工艺产品的造型、图案、纹样等元素进

行不断改良和创新，最终形成的产品除了能满足民众

日常生活需求之外，也具有了浓厚的审美元素。许多传

统手工艺人忧心自身工艺技法就此断代，于是会以收

徒、教学形式来进行传承。由此可看出，手工艺具有艺

术传承性的价值。

传统的手工艺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伴随着不

同时期的人类发展和生存。最初，传统手工艺的出现只

是为了满足民众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之后随着社

会生产力的提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这一技艺

有了更高的要求，工艺审美、工艺观赏等价值性的需求

日益凸显。但无论如何变化，人们对传统手工艺的本质

需求———实用性并未有所改变。有的地区甚至将其作

为一种传承来敬奉，比如鲁班传人传承的已经不仅仅

是工匠技艺，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工匠精神。所以说，传

统手工艺中包含着情感价值的艺术元素。

在古代文化系统中，人类是主体，客观事物为辅

助。人们十分重视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在传统

的手工艺制作过程中对于“美、工、巧”的表达十分注

重。尤其是“美”，每一件手工艺品都要经过创作者的反

复打磨、创造、制作，才能最终成型。而成型后的手工艺

品由于大众的审美不同，也被大众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寓

意。使其从日常的生活品上升到了艺术观赏品的层次，

并被放置于书架、正堂等场所，用以增添人文艺术气

息。由此可见，艺术观赏性也是传统手工艺的价值之一。

在传统手工艺活动中，生产者和创造者往往会结

合地方民俗文化、自身经验和社会现状来设计产品，并

且会将当代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实际需求融入产品设计

中，因此整个手工设计环节会十分烦琐和细致，而制作

出的手工艺品的类型也会随着工艺、工具的不同发生

变化。如今生活中常见的手工艺种类有以下几种形式。

刺绣是中国的传统手工技艺之一，由刺绣制作成

的各种产品也深受大众的喜爱和欢迎。在我国历史发

展的进程中，延续下来的除了有苏绣、湘绣、蜀绣和粤

绣四大门类之外，还有散落的一些民间刺绣技艺，比如

苗绣、马尾绣等。以粤绣为例，潮绣是粤绣中的典型品

类，潮绣发展历史悠久，从唐代到五代十国期间，由于

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潮绣得以快速发展，给粤绣技艺

的传承奠定了基础。潮绣在现代设计中十分重视构图

的要求，讲究对称精美，颜色绚丽。设计出的成品往往

具有鲜艳夺目、引人注意的效果。比如龙凤呈祥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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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潮绣工艺设计而成的，以金线为主，配以银线装

饰，十分喜庆，极具地域特色。

竹编手工艺是用山上的毛竹编制成的各种用具和

工艺品的一种手工艺，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

手工艺竹编不仅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极

为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古代农业生产或者手工作坊中，

经常能看到用毛竹材料制作成的生活用品和农业用

具。比如浙江东阳市的东阳竹编，手工剖篾细如发丝，

柔如蚕丝，十分精巧；重庆梁平县的梁平竹编以竹帘为

最，竹帘外观朴实大方、细密光滑，实用性较强。竹编在

现代设计中十分注重韵味内涵的体现。比如竹编与牛

皮相结合编制成的现代箱包，精美灵巧，极具文化内涵。

中国剪纸是用剪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

或者体现民俗活动主旨的一类民间艺术。也是中国第

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剪纸手工艺给人以一种通透的

视觉感受和艺术美感。在民间，纸张、树叶、布条、皮革

都可作为剪纸的载体，当纸张尚未出现时，人们只能以

简单的裁剪、雕刻、镂空的方式进行纹样设计。纸张发

明之后，到唐朝时期，剪纸艺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

界，人们开始用剪纸贴花、用剪纸装饰。剪纸在现代设

计中，十分讲究简洁大气。以剪纸图案作为布包的装饰

纹样设计品，给人一种干净整洁、率真大气的视觉感受。

传统的手工艺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现代社会中

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传承和创新。近年来，传统的手

工艺与现代设计的融合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和新潮

流。许多文创产品、服装设计、家具设计中都融入了手

工艺元素，极大满足了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和文化审

美需求，同时也以别样的方式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传

承和发展。

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中，部分设计师通过深入分析

各类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元素，对不同地区的工艺技法和

工艺成品进行了研究对比，将其中的特色元素应用到

了当地文化博物馆陈列、旅游文创纪念品的设计中。比

如编结、刺绣这种极具个人风格的工艺，十分具有民族

性和独特性的特征。设计者将其与博物馆中的灯笼、旅

游景点中的主题文化、潮玩项目等相结合，形成了一个

个精美的观赏品和商品，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在故

宫旅游景点中，设计者将工艺美术融入故宫系列展、系

列文创 IP等项目中，形成了 DIY 国风书签、国风手机

壳、坠马髻颈枕等诸多文创产品，充满了创意和设计感。

传统手工艺在现代设计中扮演的是一个历史文化

再现的符号角色，对于其传承和创新不应只局限于简

单狭小的文创设计领域，而是应将其与大众的日常生

活紧密贴合，对其进行改造再设计，如此便能获得更多

受众的青睐。比如在服装设计领域，设计师在设计服装

的版型、服饰纹样、色彩搭配时，常用的传统手工艺中

就有刺绣这一技法。一般在服装的前面或后面会穿插

一些平铺类的图案刺绣，在袖口或领口外围设计一圈

刺绣，以提升服装整体的设计美感。此外，有的设计师

还会大胆采用剪纸艺术，来进行服装的夸张设计，比如

在色彩选择上，会以剪纸的通用色彩———大红色为主，

在上衣云肩设计、长袖设计中加入一些剪纸镂空设计，

以增强服装的艺术效果。

传统的手工艺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还体现在家具

设计中。比如竹编工艺。在古代，竹编工艺主要是为人

们日常的捕鱼、农业生产等日常生活而服务的，人们以

竹子为原材料，经过挑、压、插、编等多项工序流程，随

意变换编织手法，最后形成不同形状的竹编器具。在现

代家具的设计中，许多竹编椅子、竹编凉席、竹编门帘

等都是十分常见的。随着现代人们的生活观念和审美

水平的提升，人们开始重视竹编背后的人文性和艺术

性特色，将竹编盛器、竹编屏风等产品都引入到了家居

产品中。如此竹编产品既可作为风格装饰也可作为实

用物件来呈现，十分契合现代人们的生活理念。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大众

的生活质量带来提升空间的同时，也给文化资源的生

存环境造成了破坏。许多民间手工艺资源的过度开发

和利用，使民间艺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和创作源

泉，这些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如今将传统手

工艺应用到现代的设计领域中，能努力挽救一些濒临失

传的手工艺资源，探索出一条新的民间艺术传承之路。

参考文献

[1]陈燕.当代传统手工艺价值与发展解析[J].天工,2022(25):67.

[2]于安.中国传统手工艺在文化创意产品中的“再设计”[J].山西

财经大学学报,2022,44(S2):239.

[3]林岩.当代艺术语境下中国传统手工艺的转型路径探析[J].艺

术评论,2022(1):47.

[4]黄淑君,李金梅.传统手工艺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性应用

[J].化纤与纺织技术,2021,50(6):51.

[5]沈叶.非遗视角下的传统手工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及活态

传承[J].艺术教育,2022(12):214.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