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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华文明基因的重要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民族集体智慧与生态哲学，其活态传承与创新转

化兼具文化赓续与价值再造的双重意义。本研究以廊坊市广阳区南汉村非遗生态为观察样本，通过解构

传统技艺的传承机制与发展范式，揭示其在文化记忆存续、产业价值激活等方面的实践效能，旨在为乡

村振兴战略下的传统文化再生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与多维度的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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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gen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bodies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nation and ecological philosophy. Its l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have the du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cology of Nanhan Village, Guangyang District, Langfang 
City as an observation sample. By deconstructing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5152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5152
https://www.hanspub.org/


冀旭梦 
 

 

DOI: 10.12677/sd.2025.155152 324 可持续发展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skills, it reveals its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in the survival of cultural memory 
and activation of industrial value, and aims to provide replicable practical paradigm and multi-di-
mensional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rural revital-
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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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底蕴的深厚

积淀，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情感与记忆，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实践价值。2025 年

2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1]中明确提出：

“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

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因此，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更是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 

2. 廊坊市广阳区南汉村非遗传统技艺发展概况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的核心地域，东边临近天津、西边连接北京，恰似镶嵌入京津发展轴线上的

耀眼明珠。广阳区作为廊坊市的中心城区之一，不但是廊坊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汇聚之所，涵盖了传统技艺类、民间花会类、体育武术类、中医传承类和饮食文化这五大类别

的非遗体系。其中，九州镇南汉村凭借其独具特色的非遗传统手工技艺，成为广阳区乃至河北省非遗传

承发展的典范。 
南汉村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22 公里辐射圈内，依托京津冀立体交通网络，与京津形成“半小时经

济圈”，其非遗技艺传承史可追溯至上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北京金漆镶嵌厂在此设立南汉磨玉厂(1983
年更名为特种工艺品厂)，来自京城琉璃厂的九位工艺大师在此开枝散叶，将“燕京八绝”宫廷技艺完整

传承。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南汉村形成了涵盖木作雕刻、玉石琢磨、大漆髹饰、百宝镶嵌等传统技艺，

21 项非遗技艺中包括 4 项省级、6 项市级和 11 项区级代表性项目，培育出 21 位省市级非遗传承人[2]。
如今的南汉村已形成非遗技艺产业集群，千余名匠人专精于明清宫廷艺术品的传承制作，生产的产品覆

盖雕填戗金、彩绘镶嵌等门类，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市场，年产值突破亿元大关。2022 年，该村凭借“非

遗 + 产业”的发展模式，荣膺河北省首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示范村镇称号，成功探索出一条传统工

艺振兴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3. 廊坊市广阳区南汉村非遗技艺传承与发展成效 

1、南汉村通过组建实体化运营企业集群，构建非遗产业化发展新格局。南汉村是户籍人口 1900 余

人的行政村，已培育 36 家非遗工坊，规模以上企业 3 家，形成了以北京红木艺术市场为依托的特色产业

集群。以周洪俊、张克军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人，通过十余年市场开拓，带领南汉工艺美术品成功进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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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核心文化消费圈。从古玩市场到高端礼品定制，从传统家具展销到国际艺术博览会，南汉村依托 40
余种非遗技艺产品，在国内外古典家具市场形成品牌效应，构建起贯通产业链的产销体系。 

在文创产业浪潮中，南汉匠人创新开发出三大产品矩阵：实用型文创(木梳、首饰盒等)、装饰类潮玩

(漆器手机壳、犀皮漆手串等)、收藏级艺术品(雕填戗金摆件)。这种“传统工艺 + 时尚设计”的转化模

式，既延续了百宝镶嵌等非遗技艺精髓，更激活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文化认同，推动了非遗技艺实现创造

性转化与产业化升级。 
2、南汉村积极推进多维推广网络的构建，促使非遗品牌达成跨地域的文化辐射。该村采用“展会 + 

赛事 + 媒体”三位一体的策略，深入投身于国际文化盛会之中。比如非遗传承人携带百宝镶嵌、雕填漆

器等代表性作品，在“深圳文博会”“第二届京津冀非遗博览会”“‘东方·亮’——中国艺术汇首站主

题展览”“第七届成都非遗节”“第 24 届米兰国际手工艺品博览会”等诸多展会上屡次斩获殊荣，让宫

廷技艺与现代美学碰撞所产生的惊艳火花得以广泛传播。另外，非遗传承人还在北京、福建等地设立非

遗技艺体验馆，构建起沉浸式的文化空间。省级非遗传承人周洪俊借由央视《手艺》《我有传家宝》等栏

目，鲜活地演绎出百宝嵌技艺的精髓；缑建辉所创作的《雕填炝金缠枝莲菱花式盒》被浙江省非遗馆永

久性典藏，成为了活态传承的典型实例。 
在专业赛事领域，匠人们精选《百宝镶嵌——紫檀挂屏》《彩漆缠枝菱花式盒》等代表作征战“京作

古典家具杯”“中国民间艺术博览会”等权威舞台，斩获了多项行业奖项。通过“赛事认证 + 媒体曝光 
+ 馆藏背书”的组合拳，南汉非遗品牌价值成倍提升，构建起传统工艺与现代消费市场的高效连接通道。 

3、南汉村以非遗教育创新激活乡土文化基因，构建“校地合作 + 研学空间 + 高校联动”三维传承

体系。依托非遗项目内生性文化优势，南汉村正通过沉浸式教育实践重塑乡村文化认同。在产学研共同

体建设方面，百宝嵌大师周洪俊持续深化与北华航天工业学院等高校的合作，开发出非遗技艺特色课程

体系。在村内，两座文化地标也形成了互补格局：国艺堂珍藏的榫卯家具、脱胎漆器等百余件非遗珍品

构建起立体化教学资源库；汉艺坊 2000 平方米研学空间通过“展示–体验–创作”递进式设计，用于雕

填漆器的展示和漆器文化的交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前来参观访问。国艺堂、汉艺坊每年举办二十多场非

遗研学活动，是廊坊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同心组发展”实践基地。 
在 2024 年，南开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于广阳得以落地，这意味着非遗传承迈入了校地协同的全新阶

段。该校经济学院的师生团队借助田野调查，全面梳理出了“非遗技艺–文创开发–产业振兴”这样的

转化模型。此种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培养模式，不但培育出了新生代的传承群体，而且还让南汉村变成

了高校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研究的活态实验室，达成了非遗保护从技艺传承向知识生产这一维度的提

升。 
4、南汉村凭借非遗技艺作为联结纽带，创立了“技艺活化 + 场景消费”这样一种文旅融合的全新

范式。借由打造出 700 米的非遗主题商街，构建起了“前店后坊”的沉浸式场景。像周氏家具等众多工

坊式展厅，不但对雕填漆器、红木艺术品等非遗技艺的精品予以展示，还把匠作现场转变成了动态的展

演空间。游客在对非遗技艺产品进行选购的时候，能够同步去观摩工匠的掐丝点翠工艺，达成文化消费

与技艺传播的双向赋能效果。 
在业态创新层面，构建起“非遗+”全产业链闭环。老夏民宿将脱胎漆器元素融入客房设计，形成主

题化住宿体验；京郊田园度假村开发出“非遗手作 + 蔬果采摘”组合式体验项目。这种食宿游购娱一体

化发展模式，使非遗技艺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文旅资源。 
通过三产融合，南汉村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加，文旅综合收益突破千万元。其以非遗技艺为抓手的

乡村振兴路径，不仅实现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更带动村集体收入的增长，成为京津冀地区“非遗赋能

乡村”的标杆性文旅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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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廊坊市广阳区南汉村非遗技艺传承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1、传承人才匮乏。传承队伍新老衔接不畅是非遗文化普遍遭遇的困境[3] [4]。南汉村的非遗技艺极

大程度上依赖手工制作，然而传统手艺的回报周期漫长，年轻群体更偏好选择回报较高的工业化职业，

这使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颇为显著。老一辈传承人受自身知识水平所限，在推动产品创新方面力有不逮。

此外，南汉村非遗产品的设计仍以传统样式为主，未能充分结合现代审美与市场需求，进而致使产品竞

争力欠佳。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既需要精湛的技艺水平，也需要具备现代运营能力，但是南汉村恰恰缺乏

此类复合型人才。大部分传承人虽擅长传统工艺，但难以适应电商、品牌运营等现代商业需求，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非遗技艺的创新发展与市场拓展。  
2、文化故事挖掘不足，宣传成效欠佳。非遗技艺不仅是一门手艺，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渊源与

深刻文化寓意犹如一座宝藏，亟待我们去挖掘和传播。而在实际情况中，这些珍贵的文化内涵却未能得

到充分有效的传播。以雕填漆器和故宫藏品的渊源、百宝嵌技艺的皇家工艺背景为例，这些内容缺乏生

动的故事化呈现，公众很难从中感受到非遗技艺所承载的情感和价值，也就难以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

在传播层面，南汉村非遗技艺的宣传主要依靠本地媒体的报道，尚未构建起有效的线上推广体系，官方

账号建设相对滞后，且缺乏专业的运营团队。虽然其通过参与展会和赛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名度，

但传播范围仅局限于京津冀地区，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3、旅游开发对传统文化生态产生破坏。伴随旅游开发进程的推进，南汉村的街道、建筑等物质文化

空间或许会进行大规模改造，以契合游客的需求。村庄内过多的商业店铺、娱乐设施等会替代原有的传

统民居与文化场所，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文化生态格局。与此同时，南汉村的休闲旅游项目存在严重的同

质化现象，游客体验大多浮于表面，在参观非遗工坊、购买纪念品时，缺乏对非遗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

与尊重。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致使非遗文化沦为“表演性符号”，丧失其原生的生存土壤。  

5. 廊坊市广阳区南汉村非遗技艺传承与发展路径探析 

1、人才筑基：塑造非遗传承新生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以及专业运营人才匮乏等状况对南汉村非遗

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造成了影响，故而首先需补齐人才培育的短板。其一要着力加强传承梯队的构建。借

助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常规化活动来培育青少年兴趣群体，依靠传承人工作坊展开“老带新”的结对

培养[5]。其二要构建起系统的培训机制，组织传承人参加专题研修、创新工坊、行业峰会等活动，增强

其技艺传承与创新转化的能力。其三要同步推动产学研协同育人，和当地高校共同建设非遗传承与发展

实验室，定向培育产品研发、数字营销等复合型人才，打造涵盖技艺传承、产品开发、市场运营的全链

条人才矩阵[6]。 
2、传播破圈：打造数字文旅新场景。信息时代新媒体具有实时性和高速性的特征，它能够运用网络

将信息迅速传播出去，实现实时互动，因此构建线上线下“双线联动”传播格局至关重要[7]。线上以新

媒体传播为核心，搭建包含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的全媒体矩阵，策划比如“非遗守艺人日记”“技

艺解码”等系列短视频专栏，通过用户 UGC 内容生产、直播工坊探秘等方式增强互动体验。结合线下打

造沉浸式非遗主题游线，设计技艺体验工坊、非遗主题民宿等消费场景，定期举办非遗创意市集、文化

节庆活动等[8]。通过线上线下流量互导，形成“内容传播–体验转化–口碑裂变”的良性循环，推动非

遗产品从文化价值向市场价值转化。 
3、融合创新：探索生态文旅新模式。融合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通过融合能够实现相融互通、和合共

生，而且可以激发内生动力，迸发创新活力。在生态维度方面，非遗传承人要挖掘传统技艺中的绿色基

因，开发天然材料手作课程、环保工艺展演等体验项目，将生态智慧融入研学教育。在产业维度方面，

南汉村不仅要构建“非遗 + 文旅”产业集群，打造古典家具修复展示中心[9]、非遗主题影视基地等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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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延伸鉴赏培训、文物鉴定等增值服务，加深对非遗技艺文化内涵的理解[10]。在创新维度方面，

当地的运营管理人才要探索非遗 IP 数字化开发，运用 AR 技术复原传统工艺场景，开发数字藏品等新型

文化产品。通过推进多维度融合发展形式，培育非遗技艺文化消费新动能，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生

态发展系统。 

6. 结语 

廊坊市广阳区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之实践，切实地诠释了传统文化于现代化进程里的韧性生长以

及创新活力。借由构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生态共生”的发展模式，广阳区呈现出了在非遗技艺由

文化符号朝经济动能、从传统工艺往生活美学的双重转化之途中的蓬勃生机，同时也表明了非遗的可持

续传承不但要扎根于乡土文脉以维系文化本真性，而且还需融入到现代生产生活当中以激活其时代价值。

直面数字化浪潮以及消费升级所带来的挑战，廊坊市广阳区还需更进一步地去解决诸如青年传承人培育

之类的问题，进而推动非遗技艺从“活下来”朝着“活得好”提升，以更好地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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