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SOCIETY

www.xinminweekly.com.cn44

为什么要振兴传统工艺？

对于一个普通上海市民而言，

早上起来吃一客南翔小笼或者生煎

馒头，中午去王家沙或者绿杨邨吃

一顿，下午茶时间来一块凯司令蛋

糕或者乔家栅糕点，晚上逛逛新天

地的石库门建筑，元宵节去豫园看

花灯，夏天服用六神丸，冬天配点

雷允上传统膏方……这样的生活十

分平常，但每一样背后都有着传统

工艺的影子。如果没有精心保护，

无论是小辰光的味道还是记忆中的

建筑都很难留存至今。

我国传统工艺覆盖面广，凝聚

着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思想智慧和

情感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活态实践。20 世纪中叶以

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经

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来，人们的

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形式

之一的传统工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生存危机。

一方面，由于受机器大生产的

冲击、生态环境的改变，使得大量

的传统工艺技术被忽视，大量的传

统工艺品逐渐被工业产品取代；另

一方面，由于传统工艺技术要求高，

制作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又使得

传统工艺难以在当代市场中获得较

大的空间，以至造成市场规模狭小、

产品结构单一、人员年龄老化，后

备人才不足等等的不利状况。

为此，2017 年 3 月，文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

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旨

在选取并重点支持一批具备传承基

础和生产规模、有发展前景、有助

于带动就业的传统工艺项目，推动

形成可推广的经验案例，带动全国

范围内传统工艺的发展和振兴。

2018 年 5 月，第一批国家传统

工艺振兴目录公布，全国共计 383

个传统工艺项目入选。其中，上海

有顾绣、徐行草编、石库门里弄建

筑营造技艺、龙凤旗袍手工制作技

艺、黄杨木雕、南翔小笼馒头制作

技艺、六神丸制作技艺等 19 个传统

工艺项目入选。

事实上，上海值得活化传承的

传统工艺远远不止这 19 项。为此，

2019 年 6 月，《上海市传统工艺振

兴计划》发布，从十个方面着力促

进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包括建

立上海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完善

传统工艺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传统

工艺理论与应用研究、提升传统工

艺品质与品牌、提高传统工艺创新

能力、拓展传统工艺展销平台、支

持行业组织建设、优化传统工艺生

态环境、扩大传统工艺社会普及和

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

2020 年 9 月，上海市文化旅游

局联合市经济信息化委共同启动了

第一批上海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

目的推荐遴选工作，最终 80 个项目

上榜，主要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和工艺美术品种技艺目录

项目。

“上榜只是第一步。”上海社

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荣跃明，从 2017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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