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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非遗技艺发展普遍存在着市场细分不清、地方民众参与度低、与现代生产生活相关性弱及
缺乏市场运作等问题。可以通过引导年轻人参与、以市场带动技术进步、政府组织地方活动及官方平台搭建购物

渠道、经营者社群运营等方式使非遗技艺融入百姓生活服务百姓日常，实现非遗技艺的活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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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将非遗项目分

为１０个类别，分别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

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

每个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不同于其他

类别的特点。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性特征

明显，在传统传播、消费渠道受限的情况下，

许多文学、音乐、戏剧、曲艺、民俗类非遗多

在区域内流传并认可，较难为外地人所接受。

传统技艺类非遗 （以下简称非遗技艺）一般以

天然原材料为主，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传

统的手工艺，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审美意

趣。非遗技艺中大量的陶瓷、丝织、布艺、饰

品、食品、藤柳编织等生活用品应用面较广、

接受门槛较低。同时，由于非遗技艺的形成多

源于地方习俗或原材料优势 （如：宜兴紫砂陶

瓷、四川郫县的豆瓣、江苏连云港的贝雕等），

虽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但这类实用性强且具有

区域竞争优势的非遗产品，如果能通过运营创

造出高附加值，便能突破区域或成为其他文化

创意产品的独特素材。

一、我国非遗技艺发展中的普遍现象

　　（一）价格高昂、鲜有问津

我国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名录中的传统

技艺包括雕版印刷、木结构建筑、桑蚕丝织、

南京云锦、龙泉青瓷、宣纸等。国家级非遗技

艺除列入人类非遗名录的之外，还包括各种乐

器、陶瓷、餐饮、铁画、金箔、银饰、景泰蓝

等。此类非遗技艺产品多表现为定位高端、价

格高昂，存在于博物馆，而鲜见于民间。例如

南京云锦，在京东、淘宝等大众网购平台中有

卷轴、摆件、披肩、包包、领带、笔记本等家

居饰品及生活用品销售。机织云锦布料门幅 ２
尺２的价格是３００～３０００元，手工云锦布料门
幅２尺２的价格是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０元。在京东网络
购物平台按销量搜索 “南京云锦”，排名第一的

是名为 “典琢官方旗舰店”一款价格为１５８元
的非真丝女士钱包，而动辄大几千上万一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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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云锦卷轴则鲜有问津，上千元一条的手工

云锦围巾也没有销量。此外，省市级非遗技艺

产品也存在定价偏高的问题：云南石屏的乌铜

走银，淘宝上几家店铺的定位皆为 “高端时

尚”、“高端收藏”，一个乌铜走银烧水壶的价

格在４８０００元到５８０００元之间，而普通纯银制
烧水壶其价位在２００００元左右；西藏察隅的木
碗价格在 １４９元到 １５０００元之间，普通木碗的
价格在１５元到６０元之间。价格高昂的非遗技
艺产品让许多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

（二）产品刻板、脱离生活

多数非遗技艺一直保留着传统的设计内容、

生产材料、制作工艺，而在产品创新、技术升

级等方面则较为滞后，应用范围有限。民俗博

物馆与民俗学研究也一起经历了长期见物不见

人的发展过程。如南京民俗博物馆官网 “甘家

宝贝”中作为文化商品展示的绒花产品有龙凤

双喜框画、龙舟摆件、铜钱钥匙扣等，而现在

的南京人婚嫁、七夕等习俗节日时已鲜用绒花

作为装饰用品，龙凤双喜挂画、烛台等绒花产

品只能存在于博物馆，而脱离了非遗技艺最原

初的民间实用性功能。“绝艺”ＡＰＰ上的绛州木
版年画主要有寿星、秦琼、敬德、尉迟恭、灶

王爷等图样，厦门漆线雕产品主要有鲢鱼、龙

凤、虎豹等纹样的瓷盘摆件。这些非遗技艺在

过去均源自民间百姓生活需要或专用于宗教及

皇室。而如今，百姓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发生

了较大变化，“皇室御用”也早已消失，这些曾

经 “活”的技艺由于缺乏创新、替代品多，在

设计款式、纹样、配色、口感及传播等方面刻

板保守而逐渐脱离生活。

（三）缺乏品牌、认可度低

目前我国许多非遗技艺产品品牌意识薄弱，

同类商品特色不鲜明，缺少知名度、美誉度高

的品牌。例如桑蚕丝织品出现在江苏南京、江

苏苏州、四川成都、浙江杭州等地；羽毛扇出

现在合肥、温州、石家庄等地；板鸭出现在南

安、南京、杭州等地；绒花出现在南京、扬州、

北京等地同一种传统技艺会因为不同地域人们

的审美、口味、习性等呈现不同的特点。桑蚕

丝织技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江苏、

浙江、四川、湖南等许多地区有对桑蚕丝织技

术的深入研究及应用，但各地的桑蚕丝织品牌

知名度、美誉度并不高。南京 “吉祥”牌云锦

是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３０日国家商务部首批认定的
“中华老字号”之一，源自南京市云锦研究所在

１９８３年为其生产的 “金宝地”“雨花锦”“妆花

丝”等产品注册的商标。除了 “吉祥”牌，云

锦市场上还有 “锦云”“神帛堂”“天宫”“五

艺”等云锦品牌，但无论哪种品牌，都没有深

入人心。人们购买云锦多用于馈赠而非自用，

对其知之甚少，更不会关心云锦是哪里生产、

什么品牌。淘宝上 “南京吉祥云锦直销店”于

２００８年开店，是南京云锦研究所吉祥云锦的淘
宝专卖店，其首页商品的销量及收藏量均只有

个位数。有商品无品牌，辨识度低；有品牌不

经营，难以长远。近年多有餐饮老字号因经营

欠佳美誉度不断下降，曾经老字号的群众基础

正在慢慢消失。据商务部统计，在现存的１１２８
家中华老字号中，仅 １０％的企业蓬勃发展，
４０％的老字号勉强实现盈亏平衡，而近一半都
是持续亏损状态。

（四）渠道较少、难以稳固

地方丰富多样的非遗技艺产品和活动是许

多百姓消费非遗技艺的主要渠道。目前百姓消

费较多的是去博物馆参观、亲子活动等单纯展

示类体验，参与渠道单一、回头客少、忠诚度

低，这些均导致非遗技艺产品的消费量难以提

升。２０２０年６月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

国３２个省市自治区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了
以非遗为主题的各类活动，进行了非遗云展览、

非遗传承人线上网课教学、政府官员带货非遗

产品等尝试。其中，非遗产品展、非遗知识讲

坛、讲座等为地方非遗技艺的宣传提供了良好

的展示平台；与淘宝、京东、拼多多、东家、

快手、抖音等网络电商、短视频平台联合的

“非遗购物节”为非遗技艺产品的销售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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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线上平台，打破了传统技艺互动和消费的

地域限制。通过 “线上直达”，地方传统技艺与

大众文化或圈层文化得到了较好的融合，也在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非遗技艺的创新。然而，这

种由政府主导的非遗活动市场化特征不突出，

互动性较差、持续性不够，活动结束，其交流、

消费也随之停止，难以实现民众的深度参与、

难以让非遗技艺品扎根群众快速接受市场检验

推进产品迭代、难以建立长期稳固的购买渠道、

亦难以形成品牌。此外，在东家、拼多多 “湖

南非遗馆”等电商平台上非遗技艺品的销量均

不高，还未出现电商平台所谓的 “非遗爆款”。

２０１９年在京东入驻的 “百匠大集官方旗舰店”

也已消失。

二、活态化视域下非遗技艺发展问题

分析

　　（一）市场细分不清

以江苏省南京市非遗技艺为例，不少人类

和国家级非遗技艺曾为官方或宫廷皇室御用，

形成于各时期皇家工匠的创意生产中，与当时

的工艺水平及皇家审美紧密结合，如云锦、金

箔等。省市级非遗技艺则曾多流传使用于民间，

形成于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与当地民众文

化紧密结合。如盐水鸭、板鸭、绒花等。“皇室

技艺”工艺繁复、精致昂贵， “民间技艺”应

用较广、物美价廉。如今，非遗技艺的消费已

无 “皇室” “民间”之分，国人对优质个性产

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独具特色的手工产品市场

空间巨大。如果依然根据曾经受众的审美、口

感、使用及消费偏好等设计生产内容，则必将

导致供需错位。例如云锦，其图案多为祥云、

龙、狮、凤、雀等，配以青、红、黄等鲜艳明

快的色彩。这样的纹样设计及配色应用于现代

家居或服装饰品中，不仅造价不菲，而且夸张

小众。目前购买云锦的消费者多以馈赠礼品为

目的，较少自用，市场化程度较低。非遗技艺

产品可以高端高价，但应该明确其市场定位及

细分，针对不同需求设计不同档次的产品，实

现 “先让大众接受，再让大众狂热”。供需错位

必将导致非遗技艺被束之高阁，成为只可远观

不可亵玩焉的 “古董”，与民众渐行渐远。

（二）地方民众参与度低

传统技艺的形成与当地民众长期的生产生

活相关。一些非遗技艺的消费群体集中在技艺

发源地的相同族群间，例如苗族芦笙、蒙古马

头琴、傣族象脚鼓等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当地

少数民族间广为流传，剧装戏剧制作技艺也多

为地方曲艺表演团体所使用；传统建筑、交通

工具、生产器物等非遗技艺与其地理特点、生

活习惯、生产方式等息息相关，例如客家土楼、

江苏传统木船、聚元号弓箭等。如今许多非遗

技艺在发源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渐渐消失，民

俗活动、娱乐方式被丰富快捷的网络文化替代，

传统建筑被钢筋水泥造就的高楼大厦替代，传

统桥梁舟车被高架高铁替代，弓箭刀剑更是失

去了其传统的生产功能。此外，地方民俗、节

庆等活动越来越少，民众对活动的参与热情不

高，甚至年味儿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逐渐变

淡，这更进一步加速了基于民俗文化发展的传

统服饰、饮食、生活器物等技艺的凋零。发起、

发展于地方的非遗技艺，在本地民众中的应用

及推广十分有限，本地口碑难以形成，更难以

向其他区域辐射。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组织了各

种各样的非遗活动，这些活动带来了一些游客，

也带来了绒花、绳结、布艺等南京非遗技艺爱

好者，但民众参与量少、积极性不高、参与程

度不深，同时由于市场维护不够，产品创新迭

代缓慢；每年南京的秦淮灯会游客络绎不绝，

政府组织灯会活动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

了灯彩、剪纸、雕版印刷等非遗技艺相关产品

的传播和销售，然而知名品牌及民众认可的口

碑产品依旧缺乏。非遗技艺自带区域文化基因，

虽然目前许多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受阻，但

本地技艺更容易引起本地人的共鸣。地方民众

应该是非遗技艺活态化发展重要的 “试水”区，

他们是推进非遗技艺产品更新、服务升级、市

场宣传的主体，市场检验应该从本地消费者开

始。许多老字号的打造最初就是靠就地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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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口碑，经历了当地多少代人的技艺改良和

本地居民的严格考验，不断改进、适应人们变

化了的各种需求方能世代传承、成功破圈。

（三）与现代生产生活相关性弱

目前许多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

器物等非遗技艺产品与现代生产生活相脱离。

新中国发展初期经济落后，在高速工业化过程

中，人们对西方先进工业及其文化尤为崇拜，

而对传统文化并不自信。西方文化连带工业产

品一同进入了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工业化社

会中物美价廉的商品 （物质和精神消费品）成

为许多传统非遗技艺品的替代，加之融入了西

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则越发变少。

这一点从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对西方情人节、

万圣节、圣诞节等节日到西方服饰、饮食、娱

乐等的热衷可见一斑。目前许多非遗后继乏人、

传承主体老龄化严重，甚至面临着人亡艺亡的

尴尬处境。南京市命名的２２８名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 （国家级９人，省级４１人，市级１７８人），
入选的传承人中近５０％年龄６０岁以上，４０岁
以下的仅占约５％。以往的非遗技艺多采取口传
心授家族传承，现在很多技艺虽然已打破这种

传统，但年轻人依然不愿从事此类行业。在工

业化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非遗技艺传承人一

方面需要有无比的耐心、对技艺的热爱及钻研

精神，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着狭窄市场和十分有

限的报酬等发展困难。目前新媒体虽然为非遗

技艺提供了良好的宣传渠道，但年轻人的关注

和喜爱不够，年轻从业者和消费者群体少，缺

乏新鲜血液的注入也导致了传统技艺创新乏力，

非遗技艺品和时代脱节。而今，随着我国经济

基础的强大，完全可以自信地引导确立中华文

化的主导地位，只有让国人认可并真正体会到

中华文化的强大，传统技艺及其所承载的文化

内容才会与百姓的生产生活相关联，一系列相

关问题才可迎刃而解。

（四）缺乏市场化运作

一直以来非遗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主要由政

府推动，公益性的非遗博物馆展览、政府组织

的非遗活动、节庆活动、非遗官网、官微、民

俗博物馆及数字博物馆等成为非遗技艺主要的

展示平台。国人了解非遗技艺多是从官方对非

遗的认定开始，其路径为 “人类／国家／省市级
非遗———了解一下———止于此”，而非自觉、自

发、自用、自传；许多非遗技艺品采取家庭作

坊式生产，其 “生产者”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

的 “经营者”；还有一些非遗技艺为国家所供

养，亦难以形成市场化的经营和企业化的管理；

许多饮食技艺类老字号品牌经营意识薄弱，有

些产品以高价为噱头招揽生意，严重影响了品

牌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品牌经营绝非注册一

个商标、认定一个老字号所能解决。老字号只

守着空品牌、旧内容，不重视设计、制作、传

播、服务等市场化运作，难以让非遗技艺在群

众中得到认可并持续发展。只有通过经营者研

究市场、了解市场，从市场中不断变化的需求

出发设计产品优化服务，才能让非遗技艺之

“美”真正深入人心，技艺之 “绝”能够有所感

触。在非遗技艺的发展过程中，打造品牌、经

营品牌无疑是对传统技艺传承发展的需要，也

是满足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我国非遗技艺活态化发展对策

　　（一）培育和维护特定消费群体

１培育青少年市场。青少年群体追求时尚、
个性，也是发掘、传播和消费新鲜事物的先锋。

各类服饰、饮食、器物等技艺可以成为青少年

爱好者发挥特长、培养兴趣、社交活动等的依

托。现在国内一些城市推出了非遗技艺亲子游，

地方中小学也在设计与综合课、美术课、社团

课等相结合的本地非遗技艺课程体系，大学则

根据学科性质结合非遗技艺的特点设计相关课

程内容和实践。此外，传统技艺产品与当下年

轻人喜爱的文化内容相融合的同时，可以借助

非遗技艺传承人或打造非遗技艺偶像 （小鲜肉、

小花或虚拟人物）树立产品形象或品牌；通过

定位于年轻人的非遗线下活动、直播活动，培

育同类技艺或产品的年轻爱好者。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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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文化自信，引导关注、挖掘优秀的传

统文化，形成区域文化比较优势，才会有更多

的年轻人参与非遗技艺。培育非遗技艺青少年

市场有助于国人形成传统文化审美观，促进对

非遗技艺的创新发展。

２服务特定圈层。许多文化产品以圈层形
式传播和消费，如汉服圈、滑板圈、娃圈、笔

圈、兽圈等。人们会囿于生活传统、兴趣爱好、

消费水平、职业性质等关注不同的非遗技艺产

品。许多非遗技艺仅在一定的爱好者间被关注

及消费，例如花茶、绿茶、陶瓷、银器等在茶

文化爱好者间被关注较多；对绒花的喜爱及消

费则出现于汉服爱好者或国风爱好者间；金箔

的消费者多集中于美术品生产者间。互联网时

代，区域文化优势的打造不必局限于一定的物

理空间，网络上往往更容易聚集同类爱好者，

市场会自主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区域。

圈层对特定文化有着较强的粘合度，同时由于

互联网打破了空间局限，更便于交流。这种对

某一圈层的影响也可能扩大到其他圈层，甚至

反向引爆大众。经营者可以通过组织线下爱好

者活动、进行线上社群运营等方式，聚集和维

护特定爱好者。淘宝、京东的非遗店铺，东家、

绝艺等非遗 ＡＰＰ，盒马、必要、网易严选等品
牌网购 ＡＰＰ已经集中了一些特定类别的非遗技
艺消费者；视频越来越成为社会表达的主流手

段，快手、抖音、视频号等一些短视频平台也

已有许多非遗技艺的相关内容，这些网店及视

频读者均可引流社群；微信朋友圈、微信群这

种半开放式社交软件成为许多电商引流社群的

主要平台，微信群利于交流，朋友圈利于 “种

草”，非遗技艺传承人或经营者也可以利用微信

培育圈层市场、“种草”“拔草”。

（二）创新设计、材料及工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呈现

多样化、个性化、精品化的趋势。非遗技艺产

品需要适应现代审美、生活习惯、消费偏好及

科学技术等的变化，在创意设计、材料选择、

生产制作等方面与时俱进。

１与高校相关专业合作。非遗技艺诞生之
初就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如今要

让这些非遗技艺活在民间，其改编、创新融合

以符合现代审美及生活习惯则成为必然。非遗

技艺可以突破地域、领域为今人所用。纺染织

绣、金银细工、传统饮食、生活器物等技艺产

品可以为外地人接受，传统建筑、交通和生产

器物等技艺，也可以与其他行业融合。例如传

统南京云锦多被制成披肩、包包、卷轴、摆台

等用于礼品馈赠，市场化程度低，而除了作为

服饰装饰，云锦也可以融入日化 （包装、外

形）、影视 （古装历史剧、仙侠剧）、地方旅游

（纪念品、体验游、展示游）、会展活动 （古

风、二次元）或游戏 （人物场景设计、衍生

品）中，丰富多元的现代消费品加上云锦元素

更增添了产品的观赏性和艺术性，也让云锦消

费有了更多选择。大学生群体时尚敏感度高，

易于适应新潮流新趋势。非遗技艺产品的设计

和制作应该与高校相关专业结合，在专业基础

课中融入本地非遗技艺课程，在专业实践课中

加入非遗技艺元素；其次，可以通过组织大学

生非遗设计展、非遗设计大赛、大学生非遗集

市等活动引导学生参与非遗技艺，以低成本获

取大量优秀创意设计。非遗技艺传承人与年轻

群体的碰撞更可能推动技艺及产品的创新。

２以市场带动产品进步。材料、工艺和技
术是非遗技艺区别于工业制成品的关键所在，

然而，使用传统材料不代表不能开发新材料，

保留传统工艺不代表不研究新工艺，传统手工

制作也不代表部分环节不能用人工智能替代。

人类非遗技艺南京云锦使用上等熟真丝、金银

丝线、孔雀翎羽等材料，由人工操作老式提花

木机制作而成，其色泽质感华丽、纹样庄重吉

祥，为元、明、清皇家御用贡品，然而，像云

锦、点翠等非遗技艺要进入现代百姓生活，这

些纹样内容、昂贵材料、手工技艺等就需要尝

试用现代审美、其他材料或部分人工智能等替

代，以符合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例如南京绒花

被较多地应用于年轻人喜爱的古风服饰中，爱

好者们对绒花的材料、款式、配色等方面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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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诸多创新，不仅更符合现代审美，而且价

格亲民，在淘宝、咸鱼、Ｂ站也有许多绒花替
代材料 （扭扭棒、尼龙缎带）和教学视频；南

京板鸭、盐水鸭成本低廉广受百姓喜爱，其原

材料麻鸭、樱桃鸭等的养殖和盐水腌制技术也

是逐渐发展使得成本不断降低，保证了其物美

价廉非遗技艺产品需要大量的市场检验及反

馈，经营者应放低姿态，以市场带动技术进

步，以售聚人、以售促创。具体来讲，可以通

过政府制定鼓励创新政策，补贴传承人、爱好

者及科技人员创新材料和设计、对口碑爆款产

品返还设计费用、降低创新企业税费、允许对

技艺创新部分申请专利、提高被授权产品侵权

成本等。

（三）打通稳固的购买渠道

１发源地购买渠道。丰富而常态化的本地
非遗活动是解决地方民众参与度低的重要手段

之一。近些年许多地方政府借助于非遗技艺相

关的活动宣传本地优秀非遗技艺产品：元宵节、

乞巧节、非遗日、非遗博览会等节庆、民俗、

展会活动都在较好地聚集和培养本地爱好者、

推广非遗技艺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搭建了可

信赖的发源地购买渠道。“相同的节日，不同的

产品”是各地活动与本地非遗技艺相结合的直

接表现。除了政府的组织，经营者对品牌、产

品、客户及渠道的维护和开发也尤为重要，这

是发源地购买渠道长续久存、充满活力的保证。

首先，政府组织的各种民俗活动应该尽可能多

地引入本地非遗技艺品牌企业并使其常态化；

其次，可以通过设置荣誉奖项、税收减免、企

业冠名等方式引导社团或企业策划非遗技艺活

动，将优秀的地方非遗技艺活动品牌化；再次，

定期组织技艺比赛，邀请百姓参与投票，让非

遗技艺先在本地活态化；然后，搭建盒马鲜生、

美团优选、橙心优选等区域电商平台，为本地

消费者提供购物便利；最后，引导企业维护本

地客群等等，打通发源地研产供销服链条。

２政府搭建网购渠道。目前我国及各省
（除港澳台）的非遗官方网络平台均已搭建完

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及各省市

非遗博物馆官网、微博、微信承担着非遗文化

传播、展示、保护、交流等工作。作为官方平

台，其内容丰富、权威性高，一些代表性的非

遗技艺在网站都有介绍及展示，然而这种形式

缺少民众参与，难以让非遗技艺融入生活，不

能较好地实现其生产性发展与生活性保护。参

考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官网，其主页链接有

日本国家旅游局 （ＪＮＴＯ）网站，站内设计了亚
太、欧洲、北美等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５种语
言引导线上订购日本旅游产品。我国及各地方

非遗官网也可以通过链接电商平台 （如综合类

的京东、淘宝、必要，日用类的盒马鲜生、美

团优选，专业类的东家、绝艺等）中的品牌店

铺或口碑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可信赖的非遗技

艺产品购买渠道。目前许多官方非遗数字博物

馆多设有传承人介绍板块，此板块下可以开辟

留言讨论区、链接非遗技艺社交平台 （如抖音、

快手等传承人账号）、录制 ＶＬＯＧ视频等为传承
人或爱好者提供专业权威的交流渠道，同时也

便于发掘优秀产品、打造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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