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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非遗 + 短视频”的传播模式成为了社会热点，短视频的发展为非遗的现代化传承注入了新

鲜血液，但要使古老的非遗真正活起来，还有许多要面对的难题。精神美学价值无法体现、实用美学价

值转向困难的问题阻碍了非遗实现从影像空间走入生活空间的道路。本文将从非遗类短视频的精神美学

价值、实用美学价值等角度，以抖音平台为例，梳理并分析非遗类短视频的传播现状及美学转化困境，

结合理论、案例和调研数据对“如何实现非遗文化在新媒体、大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勃兴，完成实用美学

的转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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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mod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Short Video” has become a social hot 
spot rec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short videos has injected fresh blood into the modern inherit-
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make the anci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ally come alive. The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values cannot be reflect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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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y of practical aesthetic values’ change all hinde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rea-
lizing the road from imaging space to living space. First, the article will be studied from the short 
videos’ spiritual aesthetic value and practical aesthetic value. Secondly, the article will take Tik-
Tok as an example to comb and analyze the communicating status and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dilemma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rt videos. Finally, the article will combine the theories, 
cases and data to offer proposals on “how to realize the intangible culture’s renaissance in new 
media, big industrial era and completing the conversion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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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增强文化自信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重中之重在于正确对待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识，非遗的现代化传承是中华民族蓬

勃发展的关键。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遗文化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承载了一代代人记忆的精

神财富正在慢慢消失，加强对非遗的现代化传承已是刻不容缓。 
从思维特征看，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具有审美倾向的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高扬的人文

精神[1]。文化与美学的关系如树木根叶，俗话说，“根深叶茂”[2]，人们在创造美的时候需要从文化中

汲取养分，大众审美观念受到了文化极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应该脱离对美学的

研究。 

2. 新媒体影像美学价值的研究意义与呈现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审美是围绕人展开的实践活动，多指人们利用“符号”

来理解人生意义、展现生命存在，人生活在符号宇宙中，文化则是符号的体系。“美”的内涵随时代变

迁、生活方式和技术条件改善而不断发展，是形式之美，更是人文之美。[3]当人用不同手段呈现事物的

文化含义时，核心意义是相似的，其中，影像艺术实现了文化抽象内涵的具象转化。如今，文化正经历

从理想主导向世俗主导的转变期，信息化、商业化的文化发展趋势，要求传统文化要适应工业生产潮流，

将大众视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推广大众文化[1]，影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让技术与艺术相

融合的实践方向，挖掘影像艺术的美学价值对探寻文化现代化发展出路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影像的美学价值立足于宣传文化的核心价值，而随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新媒体影像则侧重展示

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因此，新媒体影像的呈现方式具有草根性特点，互联网自由的传播环境让创作者能

够实现个性化的自我表达，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和娱乐需求。英国新媒体学者阿斯科特博士指出：“新

媒体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结性和交互性。”[4]新媒体加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受众的点赞、转发等

互动行为是新的审美活动的发展过程，互动性极强的呈现方式是新媒体影像美学价值区别于传统影像的

重要因素，新媒体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为非遗文化的美学价值呈现开拓了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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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遗短视频的美学价值分析 

非遗文化的美学价值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体现为非遗的实用美学价值，

即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求，要符合人类不断变化的审美调节机制，从而让文化得以实现现代化传

承。[5]精神层面的美学价值要求人在促进非遗现代化传承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如何让非遗文化符合现代人

的知识结构和心理尺度，让人产生文化认同，满足人的精神追求。[6]非遗作为曾经兼具精神美学价值的

实用文化，受社会环境影响后，蕴含的美学渐渐缺少了实用价值，龟缩到纯粹的精神美学价值空间中去，

影响了非遗文化的现代传承。因此，要想探索“实现非遗文化在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勃兴”的可能性，可

以将“研究非遗精神美学价值呈现与实用美学价值转向”作为切入点。 
近年来，“非遗 + 短视频”的传播模式为非遗文化的现代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内容生产平台与产品销

售渠道。非遗美学传播要从“影像空间”转变到“生活空间”，实现非遗实用美学价值在工业化时代

的回归，互联网的分众化传播能力与电商平台的多渠道销售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短视频中非遗美

学功能的呈现可理解为“无用之用”，本研究旨在厘清短视频是否能给“无用”带来新的可能，猜想

分众化时代和媒介展演赋予非遗现代化勃兴的可能性，分析现代非遗在人文艺术和大工业生产中的生存

状态。 
抖音作为国内短视频龙头平台，至 2022 年日活数量已突破 7 亿，位居各大短视频 APP 榜首，故本

研究选取抖音的非遗类头部主播为主要样本，分析“非遗 + 短视频”传播模式的美学价值表现与转向困

境。研究立足内容分析，同时关注短视频提供给非遗文化传播的商业环境，对抖音平台粉丝量前 10 名非

遗账号的内容生产、运营模式、传播数据等进行梳理。 

4. 非遗类短视频的精神美学价值探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人人皆为自媒体”的呼声渐大，短视频给了用户更直观的参与感，实现场景

化、生活化的传播，更加多元地展示非遗的精神美学价值，非遗文化在短视频中的精神美学价值可以理

解为是通过内容生产来具体呈现的。 

4.1. 非遗类短视频精神美学价值传播现状 

据《2022 非遗数据报告》显示，2022 年抖音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视频播放总数达 3726 亿，获赞总数

为 94 亿，在“非遗合伙人计划”“看见手艺计划”等活动助力下，直播场次同比增长 642%，推动平台、

生产者与受众产生互动，促进了非遗文化的跨圈层传播。 
通过对“图 1”的梳理和“图 2”的对比，研究发现位居首位的“凌云”的内容以展示峨眉武术为主，

画面能够从表现力量美感的角度展示招式细节，呈现峨眉武术的精神美学价值。视频节奏把握恰当，从

视听层面满足用户审美需求的同时，适应了用户的观看习惯，因此视频浏览量极其可观。峨眉武术的专

业性和独特性是该账号美学呈现冲击力强的另一原因，也是引发受众评论、转发行为的因素。“非遗竹

编老李(兆铭)”凭借接地气的内容拉近了和受众的距离，不再将非遗置于亭台楼阁，让受众不再望而却步，

提升了作品的完播率，帮助非遗更完整地通过视频呈现精神美学价值。优质主播还会积极与粉丝互动，

从生活层面寻找创作灵感，国粹传承人“果小菁”采取传统京剧结合现代流行乐以及幕前融合幕后的方

式，将非遗文化与社会热点结合，使受众产生文化认同，从而提升点赞量，引导观众了解京剧。她时常

带着京剧妆容出镜，画面具有强烈的古典美感，将国粹文化的精神美学价值通过短视频呈现得淋漓尽致。

她创新了拍摄脚本和手法来讲非遗故事，获取了极高的点击率，用流量促进短视频中非遗精神美学价值

的呈现，让账号进入了良好的传播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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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表格中与基础信息、运营模式有关的内容直接来源于抖音 APP，传播数据与商业数据来源于抖音星图合作数

据平台，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 20:00。 

Figure 1. Basic information chart of TOP 10 key opinion leader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TikTok  
图 1. 抖音平台非遗类头部主播 TOP 10 基础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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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传播数据直接来源于抖音 APP，表格中呈现的数据分别选取了研究对象的作品中所取的相关数据(即点赞、收

藏、转发、评论、平均时长)最高、最低、随机三个样本的平均值，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 20:00。 

Figure 2. Content and data table of TOP 10 key opinion leader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TikTok  
图 2. 抖音平台非遗类头部主播 TOP 10 内容与数据表 

 
虽然新媒体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影像更立体地呈现精神美学价值的生存场所，但在这个过程

中，“非遗 + 短视频”模式也面临着许多急需关注的传播困境。从内容角度，以“仔仔华渔鼓(二度创

作表演)”为例，该账号虽然采取了生活化的实景拍摄方式，贴近了受众日常，但后期技术是该账号的短

板，导致作品未能全面呈现祁东渔鼓的绝妙技艺，无法吸引受众注意力。同时，其受众多以中老年人为

主，风格偏向乡土化，极少为作品设置非遗话题引导，未能给非遗文化引来流量。短视频的低生产门槛

打破了知识壁垒，但部分非传承人账号因缺乏非遗文化素养，又为应对流量至上的商业化需求，作品出

现了同质化、泛娱乐化的问题，束缚了短视频对非遗精神美学价值的呈现。真正精通技艺的传承人又因

缺乏新媒体知识，在后期制作、宣传营销方面受到限制，导致非遗作品整体流量并不乐观，陷入传播困

境。 
从平台角度，以“竹木技艺大师(奇人匠心)”为例，平均时长短、拍摄手法专业，符合受众碎片化观

看需求是该账号长期把握流量的关键。账号在 2022 年 9 月 19 日前几乎日更，近两个月断更，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重新开始更新，长时间断更导致大量粉丝流失。用户受制于算法，被迫依赖平台推荐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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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要高频率地发布作品以获取曝光度，没有团队的传承人若想保障作品质量则需降低更新频率，从

而失去曝光机会，导致此前积累的粉丝大量流失。若平台对优秀创作者的扶持力度不足，即使创作者保

持更新频率或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带上“非遗”相关标签，也难以让作品得到“点对点”地精确推送。信

息茧房问题会让愿意在内容上下功夫的创作者会越来越少，作品的精神美学价值越来越低。 
从受众角度，部分非遗主播的作品既不符合大众审美，也没有特定的受众群体，很难做到有针对性

或雅俗共赏地传播，脱离受众就更难维持粉丝黏性，这类问题多发生在官方账号中。“匠人集”“非遗

来了”与粉丝的互动较少，皆出现了粉丝量下降的趋势，疏远粉丝则无法挖掘受众的审美需求，更难以

提升作品的精神审美价值。同时，本研究针对受众从审美偏好、消费情况等方面展开了问卷调研及深访，

发现文化教育缺口是影响精神美学传播的另一个因素。学校教育若局限于文化宣传，缺少实操体验，则

难以提升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这会影响青少年对短视频呈现的精神美学价值的理解。这个阶段

的青少年正处于塑造人格、提升素养的关键阶段，要想凭借短视频促进非遗精神美学价值的传播，人们

必须填补精神文化培养和美学素养提升的教育缺口。 

4.2. 非遗类短视频精神美学价值提升的方法 

短视频作为内容创作的新风口和文化书写的重要形式，其实现价值的核心在于能够生产影响用户的

优质内容。[7]在提升非遗短视频的精神美学价值方面具体表现为：在创作内容时，要让传统文化贴合现

代审美，要根据需求创作，贴近受众生活，展现文化精神愉悦价值，将“看客”转化为“粉丝”；要结

合热点并创新传播形式，嫁接古老和现代，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破圈。平台要积极给予缺乏后期团队的

非遗传承人技术支持，利用大数据精准推送，帮助有价值的非遗被更多人看见。创作者要在明确受众定

位的前提下进行内容生产，准确把握目标受众的审美倾向，有针对性地创作出具有实际传播效力的作品。 
同时，在课堂中增强文化认同感是为短视频给非遗创造“提升内容精神美学价值”的传播环境的教

育前提。青少年是文化宣传的主要受众，通过媒体宣传、课堂教育、家庭氛围多方联动，让实践教育深

入学生群体，是真正能够引起年轻一代对非遗的兴趣，提升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助

推传统非遗贴合现代审美。创作者还要在内容生产环节考虑不同受众的审美水平和需求，填平不同受众与

非遗之间的“审美鸿沟”，提升作品的精神美学价值，优化受众的艺术审美体验，增加受众对非遗的好感。 

5. 非遗类短视频的实用美学价值转向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美学教育更应该重视能够体现东方审美和华夏文明的实用美学。在如今的宣

传环境中，许多官方媒体更注重彰显传统文化的地位，而忽略了与生活接轨，北京卫视的《传承者中国

意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短视频账号“非遗来了”就都以传承大国匠心，发扬人文精神为目标，重

点关注文化宣传效果。在促进非遗现代化传承的过程中，提升精神美学价值固然重要，但若只停留在视

觉层面的内容审美，不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实用美学价值，则无法真正帮助非遗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到新

的实践土壤。 
许多主播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主动探索实用美学转向的出路。本研究的受访 AI 图文主播“王细细”

的破圈作品“红楼梦，梦红楼”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创作出了引起年轻人剧烈反响的国潮风作品。他

让技术结合艺术，用内容呈现的精神美学价值来获取流量和继续创作的利润来源。但“王细细”表示要

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接轨，单靠传统的传播道路很难坚持，因此人们选择用流量逻辑促进非遗实用美学价

值转向，通过物质售卖来获取长期支持创作的利润源泉。李子柒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她通过短视频将东方

美学融入生活，同步量产了螺蛳粉、桂花坚果藕粉等产品，在商品交易中将非遗文化送到人们的生活中去。 
非遗的文化价值开拓了人的精神境界，装饰功能提升了审美观念，实用功能则提高了物质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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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走向实用”是二十世纪以来美学所表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倾向之一，人类的审美现象具有社会意识

形态和商品消费的双重属性和文化消费意义，只有在文化消费带来的身心愉悦中审美的意识形态才能显

示出自身的意义。[8]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在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中提到：“文化

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产业化发展，要想促进非遗勃兴，就要主动地让美学走向实用，让非遗走进生活、走

到身边，让人民共享。”日本作为一个非常重视匠心的民族，始终相信手工制品寄托了制作者的情感。

栩栩如生的江户发簪、素雅脱俗的更纱等外观精美又以“使用”为基本功能的手工艺品，兼具了实用性

和观赏性，向后人展示着江户时代的文化魅力，证明了让实用美学转向促进文化传承是可行之道。 

5.1. 非遗类短视频的实用美学价值转向现状与困境 

在实用美学转向过程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转向哪”的问题。短视频平台为非遗打造了一个能够

深入挖掘实用美学价值，促进文化消费的场所：电商渠道，让非遗从影像空间的“虚无美”拓展到生活

空间的“实用美”有了新的可能。短视频的分众化传播与电商现代化供应链，能够通过真实的产品让非

遗在现代依旧具备实用、情感价值。故本研究进一步以抖音前十名非遗账号为例，通过有关商业数据分

析非遗在抖音平台的盈利模式与实用美学转向现状。 
 

 
注释：表中数据直接来源于抖音 APP，数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4 月 2 日 14:00。 

Figure 3. TOP 10 key opinion leader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TikTok (sales table of TOP 20 products) 
图 3. 抖音平台非遗类头部主播 TOP10 商品销售表(前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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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4P 视角观察抖音的商业环境，平台销售模式多样，通过商品橱窗等渠道打破传统的线下消费场景，

让用户能够享受边看边买的沉浸式购物体验，潜移默化地将非遗的精神美学价值融入其中。同时，研究

发现抖音头部非遗主播销售量最高的 20 件商品价格普遍集中在 100 元以下，优惠的价格是刺激消费者产

生购买行为，提升销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此外，非遗主播可以在抖音联动明星网红、品牌和营销号等

帮助带货，运用他们的粉丝基础和信誉与消费者直接建立联系，利用便利的引流渠道，降低双方的分销

成本，比如销售额位居首位的“非遗竹编老李(兆铭)”，他利用自身流量价值和品牌联动，实现了内容向

物质的转化，获取了利润。但其售卖的食品类产品与非遗无关，并不能真正帮助非遗实现实用美学转向。

从“图 3”可以看出，前 20 名商品中，非遗类只占据 15%，目前非遗产品的商业数据在抖音并不可观。

但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知电商渠道对非遗主播实现物质转化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已有主播在销售非遗产

品的赛道中突出重围。 
非遗在抖音的盈利模式已基于流量逻辑朝着“内容电商”方向转变，抖音头部非遗主播的前 20 名热

销商品中，所有非遗类产品都来自于“田田剪纸”的橱窗。其粉丝量位居抖音非遗主播第五名，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售卖的产品为与视频定位紧密相关的非遗剪纸产品。她通过优质的教程内容吸引了大批粉

丝，又根据粉丝需求同步出售 DIY 材料包，让粉丝转变为消费者，成功找到了一块利用内容电商模式促

进非遗剪纸现代化勃兴的实用土壤，再次证明了非遗利用该商业模式促进实用美学转向的可行性和潜力。 
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非遗类短视频的实用美学价值转向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非遗产品比

其他商品更难通过电商实现人际传播，如“非遗来了”“了不起的匠人”等有资金支持的官方账号多侧

重于文化宣传与科普，并未在抖音平台开设店铺或出现直播行为。许多非遗主播虽然开设了店铺或参与

了电商直播，但为了适应平台的商业化性质和受众的购物需求，售卖的多为与非遗无关的商品来获取经

济支撑，如“仔仔华渔鼓(二度创作表演)”，该主播的非遗项目是祁东渔鼓，但其售卖的商品多为某品牌

汽车用品，因此人们对非遗文化的认知依旧被限制在单纯的视觉审美阶段。 
此外，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商业支撑，否则创作者会因资金、时间成本问题失去创作

和生产动力，限制实用美学转向。“凌云”虽拥有超千万粉丝，但截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该账号出售

商品仅 952 件，因销售的是与峨眉武术无关的炫迈口香糖，导致产品与内容脱节，未能帮助非遗实现美

学转向，如今该销售链接已下架。“铜雕大师朱炳仁(奇人匠心)”虽然实现了产品与内容的对接，但商品

多为价格高昂的收藏性铜雕摆件，销售量并不可观。非遗产品的制作工艺精细，人工及材料成本高昂，

因此价格更加昂贵，若产品不具备实用性则很难调动用户的消费欲望。最后，非遗产品的寄送问题也是

影响实用美学价值转向的重要因素。不同于能够从全国各地仓库直接发货的量产型电商产品，非遗产品

多由手工制作，从产地寄出。受制作成本、交通环境等因素影响，制作时间长、寄送过程长的非遗产品

在快节奏环境下并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这会影响非遗产品的销量，阻碍产业闭环的形成，非

遗类短视频想通过线上供应链实现实用美学价值转向更加困难。 

5.2. 非遗类短视频的实用美学价值转向方法 

在实用美学转向的过程中，人们最关注的是“怎么转”的问题。要想通过“非遗 + 短视频”的模式

探寻非遗文化在工业化时代的勃兴可能，除了要提升内容的精神美学价值，还要加强产品实用美学价值

转向，做到“双管齐下”。黔东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具备极高的精神美学价值，但是它们只

流行在本土圈子内，因此就算被传播出去也很难被大众广泛接受，而传播问题会影响下一步的实用美学

转向。针对非遗的转向路径，受访主播“王细细”在云南看到了出路，他发现丽江的东巴纸项目非常受

游客喜爱，作为同样鲜为人知的非遗文化，东巴纸正在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由是观之，实用美学

转向最重要的是看：人是否能生产出受众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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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遗产品从设计、宣传、价格全方位都要“亲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受众精神层

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审美水平不断提高。研究发现功能实用、设计新颖、具有文化情怀的非遗产品更符

合受众的现代审美，能够激发用户购买欲望。 
设计上，非遗产品既不能脱离非遗文化，还要贴近生活，满足受众个性化、实用美观、健康安全的

购物需求。“上下”品牌的“桥”系列竹丝扣瓷茶具采用成都手工竹编技术与景德镇高温白瓷工艺创造

性融合的方式，将竹丝覆盖在白瓷之上，这种工艺让茶具能够更好地保温隔热，完美地融合了创意性与

实用性。宣传上，实现全媒体、全链路、多方合作的方式是利用现代技术助推美学转向的可行之路。明

星达人、新媒体是比非遗文化更贴近受众生活的传播元素，与各方联动更有利于非遗文化被受众接受，

把非遗送到人们身边。价格上，要在保留文化精神美学价值的基础上设计出能够量产的常态化商品。例

如：非遗景泰蓝掐丝珐琅手机壳 DIY 材料包，材料包相较于手机壳成品，成本更低，产业链供给速度更

快，该产品的设计在满足受众现代消费需求的同时完美融入了“非遗工艺”，实现了非遗文化精神美学

价值通过产品呈现实用美学价值的转向。 
其次，非遗要充分利用“数字赋能民间技艺”的电商时代风口，打造“内容 + 营销 + 直播”的传

播模式，运用新技术主动构建消费场景吸引潜在消费者。可以采用矩阵式账号分布模式，将产品广告的

内容切片及产品链接投放至其他达人账号及营销号中，实现多广度、高效率的分发。联动其他平台推送

广告链接，为产品销售开拓更多空间，再将获取的流量带回直播间场域。非遗达人“泥巴哥”朱付军通

过新媒体让当地的泥咕咕被更多人所知，人民日报刊登的《数字乡村建设，让农民生活更美好》一文助

推了“泥巴哥”的走红，他勇敢尝试电商直播，近 200 单泥塑在几秒内售空，证明了电商风口对非遗实

用美学转向的促进作用。 
最后，分众化时代和媒介展演赋予了非遗实用美学转向另一种可能性。在供应链环节，工业化生产

能够降低价格，而分众化销售可以实现产品和目标客户的有效对接。手艺本身是属于“人”的艺术，虽

然与大工业生产的时代特征相悖，但其中蕴含的工艺价值是部分受众愿意买单的原因。小众化产品对于

抖音这样一个面向大众的娱乐平台来说或许并不具备消费市场，但这并不代表这条路不能尝试。受审美

观念和工业化影响，受众对传统工艺的需求逐渐减少，相关技艺传承者也越来越少，技艺逐渐失传。意

识到这一点后，爱马仕品牌深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女性幸福基金苗绣村寨，让每个村寨的苗绣带头人带

动其他人回归生产，电商及销售团队的介入帮助“苗绣非遗匠人”在互联网得到广泛关注。爱马仕与苗

绣的结合助力了贵州凯里苗绣在工业时代的复活，让非遗文化得以在实践土壤中广泛传播。在大工业生

产的环境中，手艺自身的美学价值依然珍贵，分众化的传播力量能够推动该类产品在工业时代“活”下

去。 
在实现非遗实用美学转向的过程中，人们更应该关注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统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

一、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坚持理性与情感认知并重、显性宣传与隐性融入互补、生活世

界与实践相统一的方式方法。[9]“非遗 + 短视频”营造的传播环境为人们实现非遗现代化勃兴提供了

新的思路：建立“内容带来流量，供应链带来产品，电商促成转向”的模式，以此促进非遗文化在现代

土壤牢牢扎根。 

6. 结语 

所谓“手艺的终结”，就是人的退场。如今，人在造物中有时完全被机器取代，手艺能够维护人的

主导权，但分工使人变得支离破碎，而尽一器，则是于手艺中体现人的完整。不仅如此，器物中还蕴含

着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理性。器亦可成为传播媒介，当人们在接收非遗文化的熏陶时，实际上是

在透过器物看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自信是民族繁荣富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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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探寻非遗的现代生存土壤时，实际上是为了让非遗不再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能够真正摆

脱“遗产”的身份，继续存活，实现非遗的现代化传播与传承是人探索自我边界、实现自我认知的过程。

如何利用分众化传播在现代社会的新作用，让非遗文化的实用美学价值重新融入大众生活，让非遗成为

和过去一样兼具精神美学价值与实用美学价值的优秀文化，实现非遗文化在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勃兴是值

得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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