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乡村振兴视域下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 

非遗文创产品开发研究 

王桃红
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摘 要】：分析了非遗文创产品开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开发的努力方向以

及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 非遗 文创产品开发 

【中图分类号】TB472【文献标识码】A 

1 文创产品的发展状况 

1.1文创产品的前身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品成功吸引大众眼球，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在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然而，在文创产品这一概念出现之前，

为大众所熟知的是旅游纪念品。旅行的意义之一就是领略不同的自然风光和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旅游纪念品是旅游者为了

延长旅游体验或者与亲朋戚友分享旅游的快乐而在旅游目的地所购买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商品。旅游纪念品，本该体现旅游目的

地的文化、物产等方面的特色。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应该是旅游纪念品的重要属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强，

旅游纪念品本该具有较大的市场。然而，旅游纪念品不但没有受欢迎，反而受到不少诟病。因为全国各地景点的纪念品都长着

“同一张脸”，毫无特色可言。同质化、低端化、地摊化的旅游纪念品，大大拉低了游客的旅游购物消费水平[1]。有需求就有市

场。当旅游纪念品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文创产品应运而生，全国范围内兴起一股文创产品开发热潮。 

1.2文创产品开发的现状 

目前，中国的文创产品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文创产品涉及的广度、深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整体而言市场前景广阔[2]。

政府有关部门看到旅游纪念品雷同、品质低等乱象，认识到有必要加强旅游纪念品的研发力度，积极谋划让旅游纪念品走出同质

化泥淖、摆脱“同一张脸”的现状，因此十分重视文创产品开发，支持文化文物单位进行文创开发，并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文

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政策加以引导，要求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避免过度商业化、娱

乐化[3]。由此可见，文创产品开发虽然刚刚起步，但是潜力无穷，加之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策指引和保驾护航下，拥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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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持续发展。 

1.3文创产品开发的特点 

与旅游纪念品相比，文创产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创意性、市场性等特征。 

1.3.1地域性 

中国地域辽阔，受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影响，中国东西方、南北方都存在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显著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而一个地方的人做文创产品开发都体现着一方人的特征。同时，一个针

对某一个地方开发的文创产品必然会结合当地的特色进行开发。因此，文创产品开发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1.3.2民族性 

对外而言，中国的文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对内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由 56个民族

组成的大家庭，其中少数民族占据了 55个。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都具有显著的差异。这为文创产品开发

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元素。因此，文创产品开发，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旅游景点的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1.3.3文化性 

文创产品与旅游纪念品最直接的一个区别是文创产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远高于旅游纪念品。挖掘旅游景点当地的文化，让

文创产品更好地承载历史内涵、民俗风情及文化价值，从而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这是改变旅游纪念品长着“同一张脸”最有

效的手段，也是文创产品耐人寻味的源泉。 

1.3.4创意性 

文创产品与旅游纪念品最突出的一个区别是文创产品的创意更为新颖。文创产品打破了旅游纪念品一成不变的审美疲劳，

为大众带来了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创意越新颖，产品附加值越高，越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层出不穷的创意成为各类文创产品走

俏的直接原因。 

1.3.5实用性 

文创产品与旅游纪念品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是文创产品不但讲究颜值出众还注重功能实用。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指出，

一款好的文创产品，应该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故宫文创产品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兼顾了此二者。文创产品应集设计与实用于

一体，若只追求设计感，忽视实用功能，那文创产品就沦为“华而不实”“中用不中看”的“空中楼阁”。 

2 非遗文创产品开发的机遇与挑战 

2.1机遇 

2.1.1国家高度重视非遗 

非遗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今天，非遗已成为各国政府提高文化竞争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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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砝码，保护非遗已成全球共识[4]。中国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号召，于 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遗保护

越来越重视，并于 2011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标志着中国非遗工作正式走向法制道路。中国吸收日本和

韩国在非遗保护上的成功经验，后来居上，目前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正因为国家对非遗的重视，非遗文创

产品也必然会得到重视与支持。 

2.1.2国家重视文创开发 

中国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文创产品开发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引起相关部门重视[5]。因此，对文创

产品开发工作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国家对文创产品开发的严格把关对非遗文创开发好处良多。其一，为非遗文创产品开发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二，有效保障了非遗文创产品的质量，避免了低质化和低俗化。 

2.1.3非遗文化底蕴深厚 

文化价值是文创产品的一个重要属性。文创开发工作中，充分挖掘文化内涵势在必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的非遗，拥

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可以为文创开发提供丰富的、成体系的、深度的、特色的文化资源。非遗文化底蕴深厚，当仁不让，这

是其他文化无法与之媲美的。丰富的非遗资源对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工作十分利好。 

2.1.4非遗文创特色鲜明 

非遗文创开发通过提取非遗中存在的人物、故事、物件、景点、文字等元素，对文创产品进行一系列个性化的设计。鉴于非

遗的特殊性，非遗文创的特色鲜明，能体现当地文化特征。凭借特殊的文化内涵与个性化的外观设计，非遗文创产品可以轻松告

别旅游纪念品的“大众脸”，有望打造独一无二的品牌。 

2.2挑战 

2.2.1非遗传承后继乏人 

随着生产力的改变，曾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传统工艺在工业社会失去了往日辉煌的地位，市场需求急剧缩减，传统工艺

逐渐淡出人们生活，甚至被贴上陈旧与落后的标签。年轻人追求新奇，缺少对传统工艺的敬重与留恋，不愿意学习和继承老一辈

坚守的不盈利的手艺
[6]
。传统工艺代际传承普遍出现严重断裂，被列入非遗名录的传统工艺传承情况虽相对有序，但也难掩日渐

式微、后继乏人的窘境。人才是核心竞争力，没有非遗传承人的支持，非遗文创产品开发举步维艰甚至开发无望。 

2.2.2非遗文创受众群体较小 

随着传统工艺的功能由生产生活器具到装饰品、工艺品的转变，非遗文创产品的受众群体范围也随之缩小。让非遗恢复往日

的功能困难太大，也无必要。更何况，非遗已经找到了它新的功能，非遗在文化上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彰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热爱非遗文化的人群在不断壮大，愿意为非遗买单的人群也随之扩大。只是相对而言，非遗文创产品的受众规模仍还不算大。 

2.2.3非遗文创缺少品牌意识 

很多非遗传承人以及非遗从事人员仍然坚守“门票”经济，缺少对文创产品的正确认识。对于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带来的经

济效益抱有怀疑态度，对文创开发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强，更别提要把非遗文创打造成自己的品牌。目前，除了故宫的文创产品声

名远扬外，其他鲜有推出响亮的文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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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非遗文创品牌推广较少 

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非遗经济并不景气。一方面，非遗具有它独特的文化使命，不以盈利为目的。另一方面，现有的商业

模式并不完善，比如文创产品带动非遗经济发展的效果还不明显。因此，非遗传承人以及非遗从事人员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大力

推广非遗及其文创产品。 

3 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开发的努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习总书记考察湖南时说，湖南文创很有特色。湖湘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大有可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商品要么有内涵无趣味，要么有有趣没颜值，要么有颜值不实用。还有一些缺少创新的商家一味地模仿他人，并用以次充

好、偷工减料等套路谋取市场差价。有鉴于此，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开发要坚持自主创新，确保产品质量，不玩套

路，做好调研，有的放矢地开发内涵、颜值、趣味、实用兼备的文创产品，努力打造非遗特色品牌。 

3.1有内涵 

非遗承担着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为更好地担负起这个光荣的文化使命，非遗文创责无旁贷。非遗文创的文化内涵

有两层含义，一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体现非遗特色文化。非遗文创开发要做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将正确

的价值观与非遗文化价值融合起来，向广大群众传递正能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非遗文创产品一

方面要借鉴非遗文化元素，一方面要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将非遗特色与文化内涵结合起来进行创新设计。 

3.2有颜值 

来自第三方机构的调研显示，文创产品的购买者中，70%以上是女性，70%以上是 80后、90后[7]。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非

遗要用创意唤醒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不可否认，文创产品拥有高颜值是吸引消费者买单的直接原因。有人买单才能有收入，方可

促进非遗发展。非遗文创开发要做好调研，掌握广大消费者的喜好，迎合他们的审美情趣，根据需求，开发各类精雕细琢、别具

匠心，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 

3.3有趣味 

非遗于世人而言披着一层神秘的薄纱。非遗文创产品要把非遗的神秘展示给世人看，展示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用艺术的形式

让世人感受非遗的趣味性。因为美妙的东西总让人回味无穷。关注消费者的兴趣爱好，开发出好玩、有趣的非遗文创产品，能帮

助消费者感受非遗的多样性魅力，让消费者享有更丰富的体验，能增强世人对非遗的理解，能留下美好的回忆，并愿意推荐给他

人，从而促进非遗的推广与发展。 

3.4可实用 

想要拥有稳固的市场，扩大非遗文创受众范围，非遗文创产品应该具备实用功能。首先，非遗文创产品既要有非遗特色，也

要接地气，尽量设计生活中能用到的产品，比如笔筒、笔记本、鼠标垫、书签、台灯、冰箱贴、钥匙扣等。其次，非遗文创开发

可根据消费者进行不同的功能设计，比如针对年轻人开发具有非遗特色的首饰、香薰挂件、手账本、化妆品、马克杯、帆布包、

水晶球摆件、口罩等，针对中老年开发与非遗文化有关的披肩、丝巾、保温杯、书籍、茶具套装、祥瑞摆件、折扇等。此外，文

创产品的实用功能除了产品本身之外，外壳包装的再利用功能也很重要。包装盒的再利用越来越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趋势，比如

市面上有精致的月饼盒可以设计成一款实用的收纳盒。同理，非遗文创的包装功能也可以进行设计，甚至要在设计功能以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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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上更胜一筹。 

4 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助力乡村振兴 

4.1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众所周知，被广泛应用和认可的非遗保护方式有四种：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立法保护。因为湖湘传统手

工技艺类非遗本身具有生产属性、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因此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适合进行生产性保护，即借助生产、流

通、销售等手段对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进行合理开发利用，让非遗作品转化为文化产品，让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在生产

实践中得到保护和发展。当然，生产性保护以有效传承非遗技艺为前提，不宜产业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乌丙安认为，不伤害、不破坏非遗，不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不批量生产，不流水作业，这是最

重要的底线。 

虽然不能进行产业化，但是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丝毫不减，反而增强了价值和地位。正是因为不能

批量生产，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对技艺精益求精的要求不会放松，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产品倾注了传承人的智慧和心

血，大师的“绝活儿”是无法复制的，其精湛程度是任何现代工具所达不到的。因此，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产品具有很高的

文化艺术价值，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助力。 

4.2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产品不能产业化，但是文创产品开发完全是现代化的商业模式，适合并应当产业化。湖湘传统手工

技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可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适合与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在非遗创

新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也定能施展出重要作用。 

4.2.1非遗文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产业是个巨大的人才蓄水池，开发出优秀的非遗文创产品需要、也必将会聚集非遗传承人、文创设计师、生产商、工人

等人群，原材料加工、中间产品生产、制成品组装、运输、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将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能给乡村吸引优

秀创业人才，也为乡村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这些人才就地居住与生活还可以拉动乡村的经济发展，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有利

于推动乡村经济的联动发展。 

4.2.2非遗文创+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 

非遗文创产品是宣传当地的特色品牌。在农村与城市同网同速、电子商务平台完善的当下，非遗文创产品开发与推广可借助

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接年轻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实行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实体店、网店、微商同时进行，开展非遗文创销售、非

遗知识介绍与景区直播等活动。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既可以对非遗文化进行宣传，又有利于扩大乡村知名度，有利于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4.2.3非遗文创+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旅游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看点。近年来，“非遗+旅游”成为非遗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的新模式，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助推器。非遗文创产品开发也要实现与旅游的融合发展，除了开发非遗特色文创产品外，也要设

计出部分带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要限制线上出售，线上只能提供介绍与赏析，要消费者只能在当地买得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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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增强消费者到当地旅游和消费的吸引力，促进乡村文旅业发展，加速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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