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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ｘ工匠精神的提升和发展 ， 不能当成

一

场运动 ， 不要

ＩＸ成为
一

阵风 ， 更不要成为
一

种忽悠的做法 ， 我们要认

真地、 分门别类地做实事。｛

＾ｊ

艺

和
人
＾当社会上纷纷提出匠心 、 工匠精神的 口号后 ， 人们开始关注手工艺的现状 ， 并表示担

忧和充满恐惧感 ， 我觉得大可不必 。 我８８岁 了 ， 也坦然地面对现代化发展 ， 不害怕现

代化进程把这
一

切都断送了。 要记住
一

点 ， 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 网络技术， 难道不都

ｙ
－是人类用双手创造的吗？ 别 因为它在围棋比赛中把我们战胜了就是万能的 ， 它背后的

程序还是由人类设计的 ， 其实是人赢了人 。

如果说真有上帝的话 ， 上帝给人创造的这两只手就是万能的 、 很了不起的 。 有
一

句话

需要
一

直记在心头 ： 手工技艺将和人类共存、 共亡。 这个世界上
一旦没有了人和人的双

手 ， 也就没有了手工技艺 。 只要有人在 、 手在 ， 手工技艺就会永远在 。 这跟我们的语言

是一样的 ， 世上只要有人在 ， 口头语言就在 ， 就有口传心授的技艺传承在。

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还要加强 ， 创新不能操之过急 ， 尤其是分门别类的手工技艺 ，

都有它们独特的发展规律 ， 总会找到
一

条合理的途径向前迈进 。到 目前为止 ， 还没有任

何
一

种力量能够让它们消亡。 现代化的发展 ， 反而给我们增加了
一

种力量 ， 那就是坚持

＇ ／要把手工艺传下去的动力－ 不要认为它把我们的手工艺抛弃了， 或者损坏了 ， 反而它让我

ｋ

一

 ．们懂得手工艺绝不能停滞 ， 必须向前 ， 按照手工艺多年自身的规律发展下去。

手工艺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 伴随当下提倡的工匠精神 ， 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展 。 有

的工艺效果立竿见影 ， 但有的工艺则要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有成紙 现在社会上有
－

細Ｉ种倾向 ， 提出
一

个口号 ， 大家都认真对待 ， 这是对的 。 但另
一

方面 ， 如果把
‘ ‘

创新
”

或

囯际民惨学家壯奸．

）
务私备

“

工Ｅ精神
”

艮胃 禅 ， 就不
一

￥＊：￥？求是 ＆度 ’ ｔ＆Ｍ是说把Ｓ

Ｉ
、 中国 民悴ｔ冬榮誊舍长 、 Ｓ移植到所有的行业、 技艺中 ’ 也并不

一

定是准确 、 合适的 。

家蚱物度文化遣产保护名家委工匠精神 的提升和发展 ， 不能当成
一

场运动 ， 不要成为
一

阵风 ， 更不要成为
一

种忽悠

Ｉ务副 主件 、 国家 村落保护的做法 ， 我们要认真地、 分门别类地做实事。 手工艺里的各行各业分得很细 ， 专业的绝

為发雇 ４家委 Ｓ备委 ５ ，０＃我活要根据各自的个性和特色来发挥它的工匠精神和创新 。 并且无论怎样创新 ， 也不能

国 ＊ｔ彳 声望的民俗ｆ家。离开母体原有的形态、 工艺 、 独具的特色和基本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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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雕、 玛瑙雕、 琥珀雕、 煤精雕 ， 事实上现在很 多工艺几乎都在使用 电动工具进行创

作
，

但是我们的设计思维不能像电动工具那样发展 ，

一

下子飞跃到脱离了母体 ， 我们

的很多构思与思维活动必须保留传统的 、 精髓的东西。 我们常常说绝活 ， 说的就是手

艺中那些最精妙的手法所显示的独具 匠心的智慧 。 实际上在
一

些细微之处 、 要害之

处 ， 电动工具还是用不上 ， 只能靠手去完成 ， 因为电动工具是不听
“

匠心
”

使唤的
，
只

有手工才能显现出
“

鬼斧神工
”

。

但手工传统与创新并不矛盾 ，

很多民间智慧都是用窍门与智 慧去战胜劳力的辛苦 ， 以

此来改善生产的进度与产量 。 民俗从来都不是保守的 、守旧的、 原生态的 。 民俗本身 ，

特别是民间艺人、 手工艺人、 传统的匠人 ， 他们从古至今都在创新。 即使是家族祖辈传

下来的技艺 ， 也是在不停地创新 ， 并非千百年不变 ， 但这种创新是缓慢的 ， 是在母体里

逐渐进行的 。今天由于现代化、 工业技术、 网络化、 数字化手段的 出现 ，

必然推动文化

和传统手工技艺加速前进。

但
一

切手工艺都要考虑社会需求 ， 如果某种手工艺对人们无法产生任何作用了 ， 从实

用价值、 观赏价值 ， 甚至收藏价值都没有了， 自然会像许多古老文化事物的境遇一样 ，

被时代淘汰 。 因为作为文化主体的民众已经不需要了， 它 自然就会消失 。但只要人们还

有需求 ， 技艺有价值 ， 即便已经失传了， 也得重新补救修复。

补救修复有两种方法 ，

一

种是借助文献 ， 通过有形的资料进行恢复与修复 ；

一

种是没有

资料了
，

这种就需要用科学的态度重新合理创造 ， 从口头相传的片段中去修复。 我们也

恢复过某些失传百年的文化形态 ， 甚至还有唐宋元明清的文化形态 。 这都离不开手艺人

Ｐ人伍里能工巧匠的多渠道
“

文化记忆
”

的传承 ， 其实在古代 ，
也
一

直有这种方式的传承

和发展 。

一

旦离开了这些
“

文化记忆
”

的传承 ， 就不可能真正做到
“

手工技艺
”

的创新。

任何胡编乱造和模仿代替都是对创新的亵渎 。

今天的工艺美术大师们 ， 需要对传承与传艺讲究
一

些 ， 而不能将就。 讲究是指不要等

到自己年老糊涂 ， 错过了传艺的大好时机 。 以前我们就吃过这个亏 ， 孙子还有几手绝

活没学会 ， 爷爷就去世了。 手工技艺 的传承
一

定要毫无保留 ， 放开手去传授。 过去传男

不传女、 家传不外传的做法在今天没有
一

点好处 ， 只有坏作用。 而我们现在已经有知

识产权相关的法律
，
专利法等来保护工艺美术家的手艺及其成果 。

从民俗角度来看待手工艺 ， 就是要克服旧思想 。 在过去的 民俗观念中 ， 保守现象十分

常见 ， 但是民俗文化发展到今天 ， 也构成了现当代的民俗观念 ， 并且有可能迅速走向

未来民俗文化视野的拓展 ， 我们需要手艺人不停地解放自 己的思想 ，
客观地面对现

实 ， 尽可能地科学 、 准确地促进手工技艺的创新 ， 努力适应２ １世纪的民众社会需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