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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式”传承非遗项目的路径探索
——以瓯塑瓯绣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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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院式”传承非遗项目是指依托高校开展针对非遗项目的开发、研究、创新和运作的传承模式，是对非

遗项目传承模式的创新，独具特色。文章以瓯塑瓯绣为个案，对“学院式”传承非遗项目的路径进行探究，得出四点

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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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on the Path of "Colleg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In the

Case Study of Ou Sculpture and Ou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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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inheritance refers to the inheritance model which relies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research, in-

novate and operate intangible heritage items. The model is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patter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with special features. Taking the Ou Sculpture and Ou embroidery as a case, it explores the path of "College" inheritance of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and summarizes four practicalenlighte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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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式”非遗项目传承是指依托高校开展针

对非遗项目的开发、研究、创新和运作的传承模

式，是对非遗项目传承的创新，为非遗项目的保

护、传承和创新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值得探究。

一、“学院式”传承非遗项目的特点

（一）文化优势

高校是文化和人才高地，“学院式”有着非遗

项目传承的先天优势。非遗文化是地方区域文化的

浓缩和精髓，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

精神内涵，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是地方重要的文

化资源。高校是当地文化中心，拥有独特的区域文

化文化背景，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

能，是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是其办学的重要职责。同时高校也是人才

培养的高地，培养符合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高素质

人才是高校的核心功能。引领地方文化发展，传承

非遗项目，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才是高校的职责和

担当，地方高校应当肩负这一责任。

（二）人才优势

“学院式”拥有非遗项目传承的生长基础土

壤，能很好回避传统方式传承的先天不足。非遗文

化的重要特征是其活态性，主要体现在它更加注重

人的价值，重视活的、动态的因素，重视思想、情

感、精神和观念的表达，口传心授是其主要传承方

式，是不能完全通过书本知识获得。而随着经济全

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当代文

化生态的改变，非遗文化的社会存在基础日渐狭

窄，依靠社会传承非遗项目的局限性日益明显，突

出表现为效益低下，不能规模化运作，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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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民间力量薄弱等。而高校

正是这种口传心授的重要载体，高校也是地方学术

研究中心，国家配置大量经费，扶持力度大，同时

高校也是人才的聚集地，汇聚着各种类型的人才，

能够为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提供丰厚的人力资

源。简而言之，高校有着非遗项目生存、发展的基

础土壤，是非遗项目持续传承的内在动力。

（三）创新优势

“学院式”能够为非遗项目传承搭建更高平

台，将技艺转化为知识，推动非遗文化的创新与发

展。非遗文化生命力能否持续永恒，传承人，即准

确掌握非遗项目文化技艺的技师很关键，但非遗文

化还需与外界交流，进行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意，与

时俱进，在发展中传承。但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显然

不够。而“学院式”非遗项目传承能够搭建这一更

高的平台。高校是人才聚集高地，依靠高校的人才

力量，对非遗项目进行研究、创新与开发，赋予非

遗文化新的生命力，搭载多样化的载体，提升非遗

文化项目的社会认知度，推动非遗文化发展。

二、“学院式”传承非遗项目的路径探

索——以瓯塑瓯绣为个案

瓯塑，俗称漆泥塑，又称“彩色浮雕”，是浙

江温州独有的民间艺术和传统工艺美术品，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将绘画、浮雕和泥塑融为一

体，用富于可塑性的五彩油泥堆塑成人物、山水、

风景、花卉、兽禽等，色彩缤纷，瑰丽夺目。“瓯

塑”与“黄杨木雕”“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

“浙江三雕一塑”。[1]瓯绣，又称画帘，是温州的地

方传统艺术，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由中国传统刺绣发展而来，是我国六大名绣，也是

浙江“三雕一绣”特种工艺品之一。瓯绣是我国出

口名绣之一，不仅被国家珍藏，还被作为国礼赠

送，有“发绣外交”之说。[2]

为传承瓯绣、瓯塑传统工艺文化，浓郁校园文

化氛围和提升学生人文素养，2004 年学院筹备成立

传统工艺美术研究所，引进专业人才从事瓯绣、瓯

塑传统工艺作品创作，并于 2006 年正式成立传统

工艺美术研究所。2009 年为评为“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教学传承基地”。学院着力将非遗项目的传

承与研究融入人才培养和研究创作，突出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和传统文化的对接，目前已形成了传统工

艺的保护、传承、创新、生产四位一体。

（一）融入教学，以渐染方式实现文化传承

1.专门开设瓯塑瓯绣课程。传统工艺美术研究

所正式成立后，开始面向学生普及推广瓯塑瓯绣文

化艺术。首先，打破传统的师徒制的传授模式，采

用选修方式，通过课堂教学，应用现代技术手段进

行教学，普及瓯塑瓯绣传统工艺文化。瓯塑、瓯绣

选修课已经从最初的一个班，增至每个学期各三个

班，每个班级的人数也从 10 人增至 20 人，并分为

入门班、初级班、高级班。[3]在普及的基础上，针

对兴趣高、有望在此方面继续发展的学生或者艺术

设计类学生，进行选拔，重点培养，组建“瓯塑、

瓯绣班”，培养培养非遗文化传承方向的传统文化

职业人才。这些学生课余时间跟随教师学习，在老

师的指导下从事艺术作品制作、创作。

2.瓯塑瓯绣艺术融入专业课教学。在设计类专

业中，学院尝试融入非遗艺术文化，创新学生的设

计思维，提升设计素养和设计能力。以眼镜设计专

业为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工艺美术史、瓯塑

制作等内容，使专业教学从设计概念、设计构思以

及设计制作实现等方面实现系统化展开。在专业教

学环节，安排学生开展眼镜市场调研，针对课堂讲

授的非遗资料和非遗元素，搜集融入非遗元素的眼

镜产品，并对这些非遗元素进行抽象、提炼，实现

非遗元素的升华。[4]

（二） 搭载创业教育，以创业方式点旺文化

传承

学院注重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是浙江省

“创业型大学建设”试点学校。长期以来，学院一

直在实践与探索，尝试融非遗项目文化于创业教

育，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拓宽学生的创业思路，

同时实现非遗文化项目的创新与传承。工贸学院从

事创业的大学生，不仅学习瓯塑瓯绣制作技艺，更

把非遗项目文化融入创业之中，用经营的方式延续

传承。杨忠敏就是众多创业大学生中的一位。大一

期间，他选修瓯塑课程，学习瓯塑制作技法。大二

期间获得学院 1 万元的创业种子基金和免费工作

室，开始了其创业之路。在他创业过程中，学院为

其提供技术支持，更就市场调查、市场定位、寻找

客户等方面给以专门指导帮助。杨忠敏的创业逐渐

走向了成功，2012 年5 月成立了瓯塑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目前团队成员扩展至2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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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弟学妹，他已能反哺母校积极带动学生就业。

2012 年荣获浙江省大学生最佳创业规划之星（创业

组第一名）、2011 年度温州市十大经济新锐人物、

2012 年浙江省文化新浙商新锐人物候选人。

（三）开展专门研究，以科研成果方式提升文

化传承与保护

瓯绣、瓯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自传统工艺美

术研究所成立后，学院又设立了瓯塑工作室和瓯绣

工作室，从事瓯塑瓯绣的的专项研究与创作。通过

申请专利，编写教材，为温州传统工艺美术传承、

创新、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创作一些列精

品，扩展传统工艺艺术的知名度。2014 年初，工贸

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瓯塑作品《雁荡秋色》，正式

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给予瓯塑等非遗项目的传承

与保护以极大的鼓舞，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

时，学院教师、教学团队开展非遗项目科学研究，

承担了多项省市级和院级课题，为非遗项目的传承

与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牵手社会公益文化，以“借力”方式加

大文化传承保护

学院经过8 年的不断探索，成功实践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非遗文化传承之路，即实现非遗文化由

“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利用多样化的公益载

体，实现非遗文化牵手社会公益文化，多领域、多

角度宣传、普及非遗文化。

1.牵手基层学校，合作共建非遗文化教育研究基

地。学院师生组成的非遗文化队伍深入温州市各幼

儿园及中小学，宣传非遗文化，以体验式教学模

式，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热情，让学生去感知、领悟

传统文化之美，培养动手能力和审美情趣。共建学

校之一的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每周有半天的

瓯塑、瓯绣课，授课教师由学院师生组成。通过非

遗文化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独立完成作品，提升了

自信心，感觉到自身价值意义。截至2014 年，学院

非遗文化队伍已深入宣传的基层学校达20多所，受

众学生达800多人，效果显著。

2.非遗文化融入社区文化，通过群体力量发挥合

力效应。非遗文化在代代相传中传递的是群体的力

量，对群体力量的教育是实现非遗文化传承保护的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方法。黄道婆正是通过对组织

邻里学习，推动纺纱新技术在江南地区的广泛传

播，才成功推动我国手工棉纺织技艺的传播普及。[5]

学院非遗传统工艺文化宣传队深入温州约 15 个社

区，宣传瓯塑瓯绣文化，免费为其提供教学和制作

工具，让年轻人了解非遗文化的魅力，让老年人回

味感怀传统文化，让非遗文化融入社区居民的生

活。此外，瓯塑瓯绣工作室专门成立瓯塑瓯绣公益

培训班，工艺大师亲自授课，教授社区非遗文化爱

好者制作技艺。

（五）探索新路径“流行激活传统”，以创新方

式实现文化传承保护

学院创新非遗文化传承保护方式和路径，瓯塑

瓯绣华丽转身，流行激活传统，“潮流”地融入社

会，让非遗文化活态形式得以传承。

1.瓯塑瓯绣“上网”，用“潮流”需求发展空

间。学院师生创建温州名购网，将精美的瓯绣作品

置其显著位置，突显亮点。名购网展销的瓯塑瓯绣

作品，样式齐全，题材广阔，价格不等，既有学生

作品，也有大师名作。此外，名购网联合学院创业

团队，开通淘宝网、拍拍网等销售渠道，并在开设

的网店配备客服人员专门进行产品推介，顾客可以

通过这些网店购买到精美的瓯绣艺术品。

2.瓯塑瓯绣以“时尚”走进展会，以文化魅力

亮相国外。学院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平台，宣传推

广非遗项目，引领社会大众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保护。截至 2014 年，学院瓯塑瓯绣作品已成功参

展30多场。通过参加各种类型的展会，提升瓯塑瓯

绣传统工艺艺术的知名度，提高大众参与非遗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面。学院学生的瓯塑作品宝马mini卡
通，现被德国宝马总部收藏。学院师生创作的美国

50 个州的州花州鸟，成为美国人的“礼品”。

三、“学院式”传承非遗项目的实践

启示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非遗项目传承的

内在动力

非遗项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人类社会文

明，传承非遗文化是大学的历史使命，高校要勇于

担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非遗文

化的创新与发展。现代大学的宗旨，一是研究高深

学问，二是培养高级人才，三是从事文化的传承和

创新。高校参与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这三项使

命都有关：它是第三项任务本身；它是大学研究的

重要对象；它以人为载体，是对人的一种塑造，对

曹大辉：“学院式”传承非遗项目的路径探索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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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一种塑造。[6]它又是大

学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方面，体现知识分子的

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简言之，文

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创新了非遗项目的传承，推动了

非遗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价值功能的开发与拓展是非遗项目持续

传承的动力源

“学院式”非遗项目传承实现了人才培养模式

的创新，开辟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路径。非遗文化

蕴藏着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念等，

蕴含重大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把非遗项目引入

高校，融入到高校人才培养的各个主要环节，使高

校教育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既可以促进非遗项目

的保护与传承，又能使非遗项目的教育价值、特征

与高校的教育功能充分释放，二者最终形成教育合

力，提升育人的功能。非遗项目是区域文化的形态

体现，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民族

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非遗项目是中华

民族对美的追求和热爱的的物化形态，有利于学生

审美情趣的培养。非遗项目的传承过程承载着顽强

的毅力和坚韧的品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意志品

质。非遗项目的历史演变过程蕴藏极大的创新精

神，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理念、促进创新能力的

培养。

（三）建立多方联动机制是非遗项目传承的助

推力

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非遗文化

的发展。针对非遗的活态性特点，在推进非遗项目

的保护与传承中，注重加强非遗的普及性、生产性

和创新性传承。非遗文化来自民间，通过社会的普

及推广，开辟多种途径，搭载多样化载体，还应该

走向民间，走向社会大众。国家政府要高度重视非

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给非遗项目配套相应的经

费，对传承人发放补助经费，出台相应政策，引导

社会保护传承非遗文化。更重要的是，仅仅导向还

是不够，要使一些非遗项目获得发展的动力，进而

通过发展重现活力，还需要政府多方面扶持。学校

要主动担当，传承非遗文化，弘扬民族文明，把非

遗文化引入学校的教育体系，通过“进学校”、“进

课堂”等形式，宣传推广非遗文化，让学生感受民

族文化之美，产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企

业，应该主动配合，通过资金扶持、市场运作等方

式，推广非遗项目，让非遗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发

展。总之，非遗项目的传承需建立多方联动机制，

坚持做到政府、企业、学校等多方联动，整合资

源，发挥整体优势，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

场运作的良好格局。

（四）有效融合传统技术与现代元素是非遗项

目传承的持久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保持

非遗的持久生命力，挖掘阐发非遗所蕴含的文化价

值，还是通过非遗的展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都需要大力推进非遗项目的

创新[7]。非遗项目应在秉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大

胆创新，传统技术植入现代元素，并有效融合，提

升工艺水平，产生品牌效应。此外，利用高科技术

和现代工艺方法，对非遗项目深加工，进行合理、

有效的产业化经营，使其走向市场，为更多的人所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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