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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中的文化矛盾

邱春林

内容提要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的保护和发展工艺美术的工作遇到许多现实问题，归结起来

有几大文化矛盾。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只有认识工艺美术的本质，顺应历史规律

和时代要求，才能平衡好手工与机器、用与美、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合理看待社会变迁

中文化特质的丢失与再生、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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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基本的生存需要，直立行走的人利

用双手来造物。由简单造物发展到工艺美

术，既反映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显示社会

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反作用。文化包括族群或

社会团体共同享有的和习得的行为模式、信

念及感情。生活中常见的工艺美术品，既是

技术的产物，也是观念、习俗、制度等文化的

“凝结”物。而不同族群所创造的工艺美术

因选材、设计、加工、使用方式的不同而表现

出鲜明的文化差异。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工艺美术行业承

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其生产和组织形式有

多种，可分为民俗性质的工艺美术、官办作坊

的工艺美术、民办作坊的工艺美术和现代产

业化的工艺美术。民间工艺美术作为民俗、

民间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民族性、地域

性特点，市场化程度较低。封建时代官办作

坊的工艺美术服务于宫廷和上层贵族，用料

昂贵，工艺精细，适用人群小。民办工艺美术

作坊属于传统手工业或农业中的副业生产形

式，一般以前店后坊的形式面向商品市场生

产普通人群所需的日用品，它的适用面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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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官办工艺美术逐渐式微。新

中国成立后，私营工艺美术作坊经过公私合

营等方式的改造，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国营

或集体工艺美术企业。改革开放后，绝大多

数国营和集体工艺美术企业重被改制，化整

为零，个体和私营的手工作坊形式再度兴盛。

与此同时，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涌现出了具

有现代企业性质的工艺美术企业。

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工艺美术从生产经

营方式到产品，它所发生的转变是深刻的。

一些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民间工艺美术纷

纷走出乡村，积极融入现代文化元素；一些有

悠久历史的家族式工艺美术作坊大胆融合现

代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思想，在数年间扩张

为大工业企业；而东南沿海城市则兴起着现

代首饰和现代礼品的产业群，许多洋味十足

的礼品和装饰物占领着普通百姓的消费市

场，塑造着新的民风民俗。工艺美术行业内

部的变化更新着我们日常生活的面貌，只要

环视左右，就会发出“时代变了”的感叹!年

轻一代的衣、食、住、行与上一辈相比变化明

显。如今，即使在最偏远的乡村，现代文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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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也在冲击着人们原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

和生活态度。

经济和技术的一体化以及文化的全球化

既给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产业化创造了机

遇，也给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

带来了难题。许多有久远传承史的工艺美术

种类遭遇市场淘汰而面临消亡。在近百年

里，技艺失传或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美术品

类难计其数，有人因此发出传统工艺美术是

“夕阳”艺术的感叹!技术、资本和文化的力

量似无形的巨手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变

迁，为应对这种变迁造成的传统文化特质的

丢失，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

保护条例》，此后，全国多数省市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也纷纷制定了保护条例和具体实施细

则。2006年7月，经过实地调研南方四省一

市(粤、闽、浙、宁、沪)工艺美术的保护和发

展状况以及分析其他省市的上报材料，笔者

认为，这些年全国各省市对工艺美术的保护

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对工艺美术在

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文化矛盾认识不足，以至

出现保护与发展上的失衡现象。

一、手工制作与机器生产的矛盾

传统的工艺美术重视手工技能，手工艺

人掌握着设计和加工秘诀，他们全神贯注于

一个事物，在一个事物身上花费大量的劳动

时间，产品或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凝聚

着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还体现在它凝聚着

手工艺人的惊人毅力。但工艺美术是否必须

是纯手工制作?半机器生产的、依然保留了

传统工艺美术文化特质的产品是否算工艺美

术?技术和工具是否是决定工艺美术本质的

东西?

从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来看，工具的改

进始终在发生，新旧技术的更替也都在尽可

能地进行，利用机械辅助人手加工制作工艺

美术品古已有之。旧时碾玉用脚踏转轮，也

属于半机械化，现在使用电动钻头更加降低

了碾玉工人的劳作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

旧时纯手工的抽纱刺绣，在上世纪50年代后

在剪裁、打样及洗熨等后处理工序方面整体

上实现了机械化；牙雕行业在机械时代有条

件改进雕刻工具，用电动蛇皮钻代替了手工

粗雕部分。当下，走上产业化之路的工艺美

术企业表现出对人造智能的依赖，大量控制

性工具如自动雕刻机、自动化系统和电脑一

支持技术被运用到工艺美术产品的设计和生

产流程中。

工艺美术重手工技艺，并不排斥以机械

之力辅助之。工艺美术在各个发展阶段中，

都是那个时代高新科技与先进工艺的集合，

无论是瓷器烧造工艺，还是历史更久远的玉

雕和铸剑工艺，无不折射出科技和设计水平

的发展进步历程。许多传统工艺美术品类之

所以能够绵延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其核心就

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半自动

机械、全自动机械甚至智能化机械取代手工，

这是工艺美术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尽管在“机械复制时代”工艺美术品被

大批量生产后，在艺术韵味上较之纯手工制

作品有所削弱，却并没有改变工艺美术的本

质特征。工艺美术本质上依然是“在制作造

物品时，将美观的要求和实用的要求融合为

一体，以实现美与用的双重功用”④。当工艺

美术师的双手部分地被机器解放了出来，与

此相关的文化记忆并没有完全在机器面前消

失，他们的设计创新思维反倒成了一种特殊

的技艺。福建仙游的木雕工艺师在试制完小

样之后，借助自动控制的雕刻机，可以仅用数

人之力完成高达几十米的佛像。南京云锦因

工序复杂、技术繁难，一度濒临失传，如今借

助电脑编程技术，初步实现了图样设计的智

能化。广州的骨雕厂设计流水线用以批量生

产骨雕作品，却基本保留了传统象牙雕的工

～1】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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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特色。

华美的织锦起源于最简单的手工编织，

精细的制瓷工艺源自粗陋的泥条盘筑，由手

工技艺发展过渡到机械化、智能化，其间既有

跳跃性，也有技术发展的连续性。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的技术体系。纯手工时代，所

有的技术都是经验性的，以百工技能的形式

体现，工序的程式化和手工艺人的感性动作

中都贯穿着复杂的技术体系；半机械化时代，

许多高新技术已然与手工技艺结合到一起，

成为手工与机械相辅相成的技术系统。当代

的技术体系与传统的技术体系之间并非完全

断裂，而是存在文化上的关联，或者说存在人

类经验的连续性。

恩伯说：“发现和发明是一切文化变迁

的根本源泉，它们可以在一个社会的内部产

生也可以在外部产生。”②虽然有不少文化人

类学学者对L．A．怀特所持的技术决定论抱

着质疑态度⑧，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谁也不

能阻挡高技术向低技术文明区域的传播。如

今造成导致社会变迁的技术力量以信息控制

技术为代表，技术的引进还伴随着更为复杂

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民主化的社会结构也

在促使传统的社会机制发生变化。

在全球化时代，要发展工艺美术行业不

可能完全拒绝现代技术工具；要保护好传统

工艺美术，同样也不能一味地拒绝现代技术

工具。巧妙地让双手与机器工具结合起来，

让人脑与电脑结合起来，才能降低成本，才能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下去。否则，那种

“救济”式、“输血”式的保护只是一种保守的

文化保护措施，根本无法让一种濒临灭绝的

工艺美术焕发生机。只有那些依然能服务于

民众生活的工艺美术才是有生命力的，也才

是参与了当代文化建设的好的工艺美术。

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到，机器生产不可能

彻底取代手工制作。在以往任何时代，高尖

端的技术发明都无法覆盖所有的生产和生活

一】20一

领域。社会文化有分层，技术体系也有分层。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手工艺人的技能所反映

出来的艺术品位和个性价值不会在工艺美术

行业中彻底失去位置。

当今一些文化保护工作者过于强调手工

技艺的重要性，把它视为“诗意”的存在。其

实，手工艺仍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现代机

器工业的有益补充，我们不必过度强调它的

重要性，甚至用它来抗拒被“妖魔化”了的机

器巨子。虽然手工制作与机器生产之间存在

着文化冲突，但不能以保护传统文化之名，拒

绝现代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尤其是不能

阻止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化的进程。毕竟社会

进步、文化变迁随时都在发生，对于促使这一

变迁的技术逻辑应该有足够的尊重。

二、用与美的矛盾

美不仅仅存在于纯艺术中，也存在于日

常生活的经验中，也就是文化中。杜威的这

一思想启示我们：文化意义上的人造物，都有

一种指向美的形式的倾向④。由于艺术与传

统手工技艺以及现代工业的关系都十分密

切，让人难以从实用技术中划分出艺术的边

界。威廉姆斯曾用“好的艺术”(fine arts)与

“有用的艺术”(useful arts)⑨来区分日益复

杂的艺术现象。这种区分方法并不是十分有

效，因为易给人产生这样的错觉：有用的艺术

与好品质是天然对立的；好的艺术也必定是

彻底摆脱了功利性质。事实上，人类古往今

来的绝大多数艺术行为都不纯然是非功利

的，今天堂而皇之占据着博物馆神圣展示位

置的艺术杰作，通常都诞生于普通人的生产、

生活的实际需要之中。今天被视为传世杰作

的工艺美术品曾经都是人们的日用器物。

有用之物可细分为生活必需物和特殊装

饰物，工艺美术可大致分为日用工艺美术和

欣赏用工艺美术，但不管是哪种性质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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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都兼具“用”与“美”两种功能。作为收

藏品、室内陈设品以及一般装饰物的工艺美

术以审美欣赏为第一功能，同时它可以起到

美化环境、改善人的气质的作用。日用工艺

美术之用主要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其

审美的功用是次要的、连属的。

日用工艺美术和欣赏用工艺美术并不是

截然分别的，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迁，许

多原本是日用的工艺美术逐渐失去了它的实

用价值，却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审美价值，演变

成以装饰审美功能为主的欣赏用艺术。如传

统建筑构件上的木雕逐步与建筑物分离，走

上人们的案桌，成为独立的摆件；原本用于插

花盛水的瓷瓶，发展成独立的陈设瓶；原本用

于沏茶的紫砂壶成为橱窗里的珍玩。工艺美

术发展还潜藏着另一条规律：当一种工艺美

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原本的实用功能可能被艺术表象掩盖了，从

而造成工艺美术向非功利的转化。如刺绣与

书画结合、竹编与书画结合、瓷雕与雕塑结合

等等都使得这类工艺美术有“边缘”艺术的

特点。当然，这条看似工艺美术自我发展的

规律其实依然受社会文化环境变迁这根本原

因的制约。

作为当下消费者而言，最佳的工艺美术

恐怕是既经济、实用，又美观的人造物。

“用”与“美”的矛盾其实是一对文化矛盾，不

同世界观的人们对此有不同偏向。过去，官

办手工作坊直接服务于宫廷和上层贵族，生

产者的个人意志基本上以消费对象的群体意

志为转移(鲁迅曾把艺术区分为“生产者的

艺术”和“消费者的艺术”)。他们生产的工

艺美术品不论是日用之物，还是欣赏用之物

都表现出价值失衡的现象。这类工艺美术品

无明确的实用目的，过多地追求华美繁复的

装饰效果，以“淫巧奇技”取胜，只能满足极

少数权贵对财富和权力的占有欲。如故宫博

物院藏的清代和田玉雕“大禹治水图”，既不

经济、实用，也不具有健康的审美趣味。中国

现当代的工艺美术品在一定程度上还沿袭着

宫廷工艺美术的特点，残留着重雕镂装潢、轻

实用和艺术的倾向，如不少牙雕、木雕、瓷雕、

微雕作品乍一看令人惊异，叹服于作品的工

巧和毅力，但看过之后，没有留下多少回味的

东西。此类材料贵重、造型陈旧、工艺繁复的

作品显然已落后于时代，这些难以唤起当代

人审美感情的人造物既无实用价值，也无审

美价值。

对比宫廷工艺美术的做法，民问工艺美

术和文人工艺美术在处理用与美的文化矛盾

上有较合理的做法。民间工艺美术主实用，

同时又适度地进行装饰美化，达到“用”与

“美”的高度统一。尽管可能装饰手法上略

显粗陋，却因为真诚而显示出质朴的美感。

文人工艺美术尽管不一定是文人创造的，却

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指导的结果，具有精

雅的文化气息，达到了“用”与“美”的高度平

衡。诞生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的上海露香园

顾绣，积极地从书画艺术中汲取营养，在题

材、绣法和格调上改造了传统刺绣的面目，使

其具有了高雅的文化品位。嘉定竹刻自明代

始就声誉鹊起，一个主要原因是历代的竹刻

艺人都自觉地提高这门技艺的文化内涵。以

徐素白为例，他广泛与文人雅士交往，并与当

时的书画名家如江寒汀、钱瘦铁、唐云、沈尹

默、程十发等合作，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艺术

品。

历史上优秀的工艺美术品的问世，几乎

都离不开作者真诚面对生活的心态和自觉地

接受文化的滋润。工艺美术的“用”指的是

适用于当下的生活，工艺美术的“美”指的是

能唤醒当代人的审美情感。只有贯彻这一思

想，工艺美术才具有打动消费者的魅力，才具

有“移风易俗’j的社会作用。20世纪80年代

初倡导的“工艺品实用化，日用品工艺化”的

方针依然是解决“用”与“美”矛盾的有效方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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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三、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的矛盾

笔者在南方四省一市的调研中，听当地

工艺美术行业协会负责人陈述较多的一个困

惑是：工艺美术究竟是经济事业，还是文化事

业?现实的状况是政府把它划归经济部门管

理，完全按工业企业的性质向工艺美术企业

征收税赋，即实行17％的增值税，一些省、

市、自治区还根据自己的情况征收程度不等

的消费税，少则5％，多则10％。税赋偏重导

致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如

果把工艺美术视为需要保护的文化事业，或

把它归入文化部门管理，这样做又难以令其

走上产业化道路。可见，围绕工艺美术的保

护与发展问题，还须妥善解决经济事业与文

化事业的矛盾。

本质上讲，工艺美术有两重属性：一是商

品属性；一是文化属性。所以它既不可能是单

纯的文化事业，也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事业。

弗格森说：“没有一种艺术不是源于人类生活，

而且在人类生存的某些环境中，没有一种艺术

不意味着实现某种有意目标的手段。由于爱

财产生了手工艺术(mechanical arts)和商业

艺术(commercial ans)，并且由于可能不冒风

险，有利可图而得到了促进。”⑨应该看到，经

济动机只是手工艺术发生、发展的动机之一，

表达信仰、情感和愿望等也是手工艺术发生、

发展的重要动机。不管是出于哪种动机而产

生的工艺美术品，都凝结和沉淀了社会文化

因素，人们的衣食住行最直截了当地反映一

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

比较而言，工艺美术的文化属性是隐含

的，商品属性却是最外在的、直接的。在现实

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工艺美术师受眼前利

润的诱惑，专注于经济利益，忽视了文化效

应。如历代都曾出现过这样的工艺美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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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的人一味追求作品的巨大，或追求作品

的微小，力争独一无二。有些人则一味地炫

技，使作品烦琐臃肿，毫无美感。鸦片战争以

后还曾生产过迎合洋人猎奇心态的“洋庄

货”，像官服的补子、女人的小脚鞋等。不排

除此类作品有时亦能赢得一些人的好奇心和

收藏者的青睐，但在文化上是不可取的。

中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生活正发生着深

刻变化，当前工艺美术由生计经济基础向商

业经济基础转变。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各

种文化失衡的现象屡屡发生。如因急功近

利，不计其数的质量低劣的工艺美术品充斥

旅游点和地摊。在南方某城市出现玉雕作品

泛滥、以堆估价的怪现象。有些品类的工艺

美术走假古董、伪文化的路线，制造和销售像

“发财猫”、“财神爷”这类畸形观念的产品。

近几年北京以及周边地区小作坊粗制滥造严

重，把景泰蓝多达十几道的复杂工艺缩减到

几道，镀镍代替了镀金，机器压制代替了手工

掐丝，因此看似差不多的两件中等个头的花

瓶，正规企业要卖到1000--2000元，小作坊

200_300元就可以出手。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张同禄指出，为蝇头小利损害了景泰蓝的

名声，景泰蓝因此背上了“景太滥”的恶

名④。片面地追求商业利润，忽视了文化传

承，可能使一些历史积淀深厚的工艺美术，在

当代人面前消散了它原有的文化品位和艺术

韵昧。

深圳市这些年采取举办大型“文博会”

的形式，力图使工艺美术产品摆脱地摊货的

形象，提升整个行业的文化层次⑨。这种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也是东南沿海地区

的流行做法。笔者认为，让工艺美术回归文

化产业，不能仅关注流通领域，而要把文化保

护意识渗透到工艺美术设计、生产、流通的全

过程。

扬州市保护和发展工艺美术的做法值得

重视。原本就有较高声誉的扬州玉器厂和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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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厂至今仍属集体制企业，近年来通过内部

改革，充分重视玉雕和漆器工艺的文化意义，

走出了一条对传统工艺美术文化进行整体保

护之路。如扬州玉器厂坚持办玉校和研究

所，按保护文化遗产的标准整修了厂房，拆除

了围墙，建设了藏品室和展览馆，花巨资维护

了古藤走廊。现在的厂区是开放型的，与扬

州护城河连成一体，极具园林文化特色，成为

扬州市的文化窗口单位，也是集生产、销售、

教育和传播传统文化多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社

区。李砚祖在十余年前就提出，工艺美术的

历史结构中存在两种文化因素：一是具体的

工艺美术作品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二

是工艺美术的生产和使用形式同样体现出文

化意味⑨。扬州经验恰好是一种整体文化保

护意识，它成功地处理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

化之间的矛盾。

仅从数量上看，当代中国工艺美术行业

为国家和地方创造的物质财富是远远超过以

前任何时代的。面对庞大的工艺美术产业经

济，我们还应该冷静地评估当代的工艺美术

在文化建设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如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有“不可替代的文

化价值”?笔者认为，只有凝聚一个时代人

们普遍的生活理想的工艺美术，才具备文化

建设意义。

四、文化丢失与文化再生的矛盾

工艺美术的发展伴随着文化丢失和文化

再生的过程，该如何来应付这一对矛盾?换

句话说，该如何用理性看待一些工艺美术的

“合理”消亡，同时，又该如何来判断当下的

新工艺美术中哪些属于正常的文化生产，哪

些则属于文化垃圾。

从工艺美术发展史看，人和人造物都是

文化的载体，物的交换、流通以及人的流动、

信息的传播造成了时时刻刻的文化流动。怀

特说：“文化的一切方面，其物质的、社会的

和意识形态的方面，可以经由社会机制，从一

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

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以及从一个地区到

另一个地区进行传播，文化可以说是社会遗

传的一种方式。”④文化可以做空间性的传

播，也可以做时间性的传承。人们不时地在

摒弃一些文化，又时刻在吸收着新的文化，并

被新文化时尚刺激得异常兴奋。刺激——吸

收——平淡化——摒弃，这一文化动态过程

不断循环，形成了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文化流。

一般而言，它是从文化势力强的一方向文化

势力弱的一方流动，如现代工艺对农耕社会

的有力渗透。但也有逆向流动的现象，如乡

村的剪纸和泥塑等进入都市居室，点缀着都

市阶层的生活。“文化的发展是与文化流量

的多少成正比例的。文化流量愈大，文化发

展也就愈迅速；反之，文化流量愈小，文化发

展也就愈缓慢”⑧。当下的工艺美术文化就

是一股绵延之流，从时间的上游流到当下这

一点上，从外部空间流向比较半开放的空间。

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自我的，又

是非我的；既找不到纯粹的原生文化，也找不

到单一的本土文化。不论是先秦，还是汉、

唐、宋、元、明、清，工艺美术的发展都是融中

华各民族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于一炉的。文化

流与柏格森所描述的人的生命之流有着相似

的特征。

工艺美术的文化传播始终是围绕着人们

生活需要的变化而展开。恩伯说：“由于文

化是习得的行为和观念模式所构成，随着人

类需要的变化，既可以放弃旧的文化特质，也

可以再次习得新的文化特质。”@工艺美术要

发展，自然某些旧文化特质要被丢失，如苏绣

从民间“断发纹身”的娱情思想发展而成装

饰技艺，继而演变为大户人家女子排遣私情

的手段，再逐步发展到如今追求绘绣结合的

艺术趣味。这一过程，既可见部分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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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丢失，也可见文化新质的再生。因为有断

裂，才形成各文化阶段；又因为有文化再生，

才形成文化系统。断裂和再生是文化发展的

自然规律，如L．A．怀特所云：文化似乎是有

着自身的生命。

近年来，发生在民问工艺美术方面的文

化变迁相当剧烈。陕北农村妇女为儿女和丈

夫精心做的“针线活”——绣花鞋、虎头帽、

肚兜、垫肩、荷包，表达了她们最质朴的情感

与愿望，她们的制作不受定货者的制约。在

环境相对封闭的时代里，艺术传播的范围十

分有限，她们创造的工艺美术因此有较强的

地域色彩，不论在物质载体、思想观念，还是

艺术风格上都体现出地域的共性。惠山泥人

最初是一种民俗产物，点缀着当地的婚丧仪

式和节令风俗。随着当代社会变迁的加快，

这类民间文化也逐步走出原生的环境，在流

通的市场上获得了商品的意义。民间文化的

创造者也开始有意识地迎合市场，大胆表露

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具有民俗性质的传统工

艺美术如剪纸、面花、刺绣、木版年画等脱离

了产生它的生活环境之后，附着在它身上的

文化隐喻也就丢失了不少，都市文化圈中的

人们难以读懂这些民俗性质的工艺美术背后

的文化诉求，只是因其有异样的面貌而被视

为都市文化圈中的奇异风景。如此，民间工

艺美术从产生动机到艺术形式，再到传播对

象和使用方式，这一文化链条中不断发生文

化特质失落的现象。

有人为此担忧，并进而倡言保护民间工

艺美术的原生态文化环境。有学者说：“任

何远古艺术的‘魅力’都具有‘族群一地缘一

时间一知识一技术一权力’系统的专属性，

后来的人们可以仿造‘艺术品’，使之成为

‘赝品’，却无法复制其系统的专属性。”@从

艺术人类学的角度看，许多传统工艺美术种

类都已失去了产生它们的社会条件。它们被

当代人任意移植、拼贴，被外来文化改造、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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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这是工艺美术文化的危机吗?笔者认为，

所谓“文化原生态”只是人类学家的理论假

设，正如哲学家向虚无的时问追索世界的本

源一样。在历史上，何处存在静态不变的、完

全原初、自足的社会结构?只要民间工艺美

术在文化变迁中能很好地融入健康文明的现

代生活，能始终保持既实用又艺术的品质，那

么伴随着无可奈何的文化丢失的同时，也在

发生着文化再生。

李泽厚曾乐观地指出，本土文化和传统

文化在新的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下，可以实现

“创造性的转变”@。所谓创造性的转变意

味着平衡好文化丢失与再生的关系。近年来

有一些从工艺美术传统中开掘出来的新工艺

品类风靡市场，如中国结、唐装、仿古家具、时

尚纸扇、旗袍、陈设瓷、竹编日用品等。它们

既保留了传统技艺，又有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传统工艺美术要焕发生机，需要在切近当代

人的生活理想、反映当代人的审美情操的基

础上理解文化丢失与再生。广东潮州金漆木

雕近年来在装饰风格上有鲜明的变化。当地

的工艺美术师认识到，当下民众的欣赏趣味

已不同往日，不太容易接受金光灿灿的木雕

摆件。所以，近些年的潮州木雕基本不贴金，

而是尽量保持木材的质感和工艺师的雕刻痕

迹，发掘艺术化的肌理美。潮州木雕由华丽

转向素朴，并开发出许多极富生活气息的题

材，它的成功说明一件工艺美术品的形成绝

不能忽略时代要求。工艺美术师只有深入研

究生活，真诚地面对生活，才可能创造新的文

化传统。

回顾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可以较容易

地注意到每个时代的工艺美术都有那个时代

特别的精神气象，如宋、元、明、清瓷器相互间

有明显的差异，明代的家具与清代也不尽一

致，文化的时代性正反映了文化的丢失和再

生属于正常的事情。爱德华·泰勒说：“文

化的各种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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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

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

的作用。”④工艺美术自然是历史发展的“遗

留物”，因为它们是“过去的现实”的见证。

但工艺美术不应该只具有怀想价值，而应当

在现代的社会结构中实现创造性的文化转

换，即大胆融摄现当代的知识、信仰、技术、道

德以及艺术情调，体现时代精神。

继承中有文化特质的丢失，文化再生中

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文化特质不一定都会

传播，这就是说，传播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过程

而不是自动化的过程”⑩。工艺美术的任务

就是要把好的传统从生活中提炼出来，并积

极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创造更文明、更和谐

的生活方式。

五、文化保护与文化自觉的矛盾

在技术和经济一体化时代，人类学和民

族学家热衷于保护一些“落后”民族或群落

的“原生文化”，作为抵抗全球化速度、倡导

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种策略。尤其是西方发达

国家的学者，寄希望于东方和非洲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民族能静态地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

色，而不急于去追赶现代化进程。“生态博

物馆”概念的提出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法

国，其最初的主旨是试图就地、按原样、整体

地保护具有特别文化意义的社区，原有社区

的面积就是博物馆的面积。这一概念一经提

出便很快得到欧美国家政府的响应，作为一

种文化保护模式被推广到世界各地。迄今为

止，全球至少已设立了300多个此类博物馆，

其中西欧和南欧有70个，北欧有50个，拉丁

美洲约90个，北美洲约20个。1998年10月

30日，在挪威政府的帮助下，中国有关方面

在贵州省梭戛苗族人聚居区建立了国内第一

个“生态博物馆”。

理想中的“生态博物馆”的功能有三个

方面：首先是原生态、多样性文化的保护；其

次是文化传播和研究，即为游客和学者提供

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

通过“他者”的关注和“他者”的唤醒，提高原

住民的“文化自觉”。梭戛“生态博物馆”实

际运行的效果却并不如人意，七八年来，博物

馆的建立使原本闭塞的乡村社区成了旅游

区，对外开放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带来了

现代文明的气息，文化入侵以很快的速度在

消解着传统习俗文化的凝聚力。“生态博物

馆”的建立似乎在保护方面仅仅做了一些文

献资料的整理，真正的传统文化之链却在

“他者”的过度注视下迅速断裂。所以，“生

态博物馆”的设计者对于文化丢失和再生的

速度的预见是不够充分的。

2003年11月，京城“百工坊”开业了，它

位于崇文区龙潭北侧路，“由北京工艺美术

行业协会联合上海、江苏、陕西等八省市工艺

美术行业协会共建。百工坊整体建筑面积

4．2万平方米，工艺、技艺门类超过200种，

收藏1．7万余件大师作品。投入使用的一期

工程包括30多个特色工艺坊和100位大师

工作室。品种涉及景泰蓝、玉雕、牙雕等、

‘燕京八绝’以及泥人、内画等20余个类别

的传统工艺和民间工艺”⑥。“百工坊”开业

曾轰动舆论界，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有一句

话十分惹眼：广招全国身怀民间工艺绝技老

艺人，以挽救中华传统百工技艺为己任。保

护工艺美术技艺，做“活”的博物馆和工艺美

术师的经纪人，应当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实际情况同样不如人意，开业一年后记者

回访，未见人头攒动的火爆情况，只见店面冷

清，一些工艺美术师制作的工艺品的销售价

格也十分低廉。

可见，对工艺美术的保护不能急于求成，

既不能假想它不变，也不能完全以政府行为

替代工艺美术师的主动性。学者们总是站在

自己的角度假想那些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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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不去实地考察那些工艺美术的创造主

体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所产生的心理震

荡。费孝通曾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笔

者认为，对于一个正在经济领域创造奇迹的

古老国家而言，“文化自觉”实属必要，这一

历史逻辑也将要变成现实。但对于处在巨大

城乡差别中的乡村农民或手工艺人而言，生

存问题以及追赶现代文明的问题在相当长时

期里依然压迫着文化的自觉意识。文化自觉

的基础是什么?是建立在文化有效性基础

上。当一种传统文化成为阻碍人们追求生存

权利和发展权利的东西时，当他们睁着眼睛

因有比较而为自己的贫穷粗陋感到惭愧时，

该从何处寻找骄傲的理由?

因此，保护工艺美术，应该尊重这些技艺

主体的个人权利，由他们来选择适合自己的

发展道路。那些受过现代教育，有着开阔眼

界的年轻一代艺匠有广阔的市场意识和惊人

的创造力。他们有新的视野、新的理想，因为

决定这些人的眼睛和手的社会环境已经改变

了。有文化人类学家提出，文化是一种适应

性系统⑩。从当今发展形势比较好的工艺美

术来看，手工艺人只有贴近现代生活，接受现

代文化逻辑，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生活。

现代要素指那些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思想观

念、技术条件、管理模式、生活方式等。

在谈论全球化这个问题时，西方学者抱

悲观态度者不少，认为全球化文化是“一种

人为的标准化的普适文化永远追求一种难以

捕捉的现时性，它没有历史背景，没有发展节

奏，没有时序意识。这个人为的全球化文化

没有前因后果，无始无终”⑩。全球化文化被

描述成没有时间性的、无根的、流动的、无处

不在而又无形的事物，它真的强大到能吞噬

一切民族文化特质吗?笔者认为，至少不要

轻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一旦国人将它

冷落久了又会回忆它、整理它。关于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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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化特质会以不期然的方式出现在最具现

代感的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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