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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如何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成为新阶段需要思

考的问题。文章综合分析了青神竹编工艺产业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目前竹文化的精华与

糟粕,做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传播的过程中,思考什么样的竹工艺产品才能融入国外竹爱好者的生活

之中。总的来说,就是以传承与创新青神竹编工艺为手段,传播中国竹文化为目的。将青神竹编发扬光大,

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同时为当地人民探索出一条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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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how to carry ou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new stag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Qingshen bamboo weav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essence and dross of China's current bamboo culture, and mak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we should consider what kind of bamboo craft product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lives of foreign bamboo enthusiasts. Overall, it aims to spread Chinese bamboo culture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Qingshen bamboo weaving technology to carry forward Qingshen bamboo 

weaving,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and explore a path to prosperity for the loca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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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青神竹编是四川省青神县的传统手工艺品,历史悠久,技艺

高超,产品从竹制品生活、生产用具到竹编画都达到了很高的艺

术水平,其工艺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国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

博会、2023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展出。青神县也因此被评

为“中国竹编艺术之乡”、“国际竹手工艺培训基地”。 

1 传统文化和青神竹编工艺的关联 

作为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青神竹编代表着古老的民间工艺传统,已成为青神地区的文化

象征、眉山市的代表名片以及青神乡村振兴的三大特色产业之

一。早在5000多年前,青神县的先民就开始运用竹编技艺,编制

簸箕以养蚕,制作各种竹器用于日常生活。到了清代中期,竹编

工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技术水平。伴随着养蚕业的迅速发展,

青神县成为当时“西南第二大丝市”,竹编制品市场迅速扩大,

包括养蚕用的簸箕、背篼、筛子等。作为一种手工艺制品,青神

竹编在实用性和艺术价值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特点,其制作的产

品具有代表性,是四川传统手工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青神县对竹编工艺的历史、文化、技术和科学价值进行了更深

入的挖掘,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2 青神竹编工艺的传承 

2.1工艺特色 

青神竹编工艺凭借竹编技法的精湛而著称,将传统手工艺,

竹材特质,文化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

称其是“竹编史上的奇迹”。竹编种类繁多,目前主要有平面竹编、

瓷胎竹编、立体竹编三大类别。竹编工艺传承者拥有精湛的编织

技巧,并不断的突破创新,将竹编从实用层面提升到艺术的高度。

青神竹编工艺享誉国内外,吸引许多中外游客慕名而来。 

2.2传承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 

2.2.1继承人的匮乏：青神竹编工艺正面临继承人短缺的问



经济学 
第 6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3 

Economics 

题,这主要因为年轻一代普遍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愿意留在本地

学习和传承竹编技艺。仅有极少数的老一辈能够掌握竹编的繁

复技巧,这使得传统竹编工艺逐渐失传。 

2.2.2市场化水平的不足：青神竹编主要以生产日常用品、

艺术品和文化遗产为主要产业模式。不同类型的竹编制作速度

不同,平面竹编的制作速度较快,能够在短时间内大批生产并获

得经济效益。然而,立体竹编和瓷胎竹编制作周期较长,收益和

投入之间难以维持平衡,这使其面临边缘化的风险。 

2.2.3严重的同质化问题：青神竹编工艺的产品种类包括日

常工具、艺术品和文化遗产。随着日常工具的使用人数逐渐减

少,学习和传承文化遗产的门槛较高。这导致了艺术品的种类繁

多,但也导致一些商家为获取利润而不惜抄袭和模仿,从而生产

出过多同质化的商品。 

2.2.4缺乏创新意识：青神竹编的品种多样,技巧独特,但当

地的继承人思维相对守旧。很多竹编产品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的审美风格,缺乏当代设计元素的注入。同时,塑

料制品的大规模生产也在不断冲击着青神竹编市场。 

2.3解决措施 

2.3.1充分利用互联网营销。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迅速,

互联网拉近了传统手工艺与市场的距离。很多手工匠人生产出

极好的工艺品却找不到销路,这严重阻碍了传统手工艺产业的

发展。利用互联网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找到需要的产品。通过

大数据还能及时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产品销路,减少

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时通过互联网营销平台可将产品销往海外,

让海外消费者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手工艺。 

2.3.2加强政府扶持。传统手工艺想要发展壮大,首先必须

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协作。政府需加强传承保护,设立竹

编博物馆和文化馆,提供旅游服务等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竹

编文化的推广和保护。推动竹编工艺制作参与产业的推广和发

展,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2.3.3开办竹编艺术职业学校。传承和弘扬这一技艺,为更

多想要了解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提供学习的机会,传播中国文化,

让传统工艺走出去。培养更多优秀的竹编人才,推动当地竹编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职业学校的培训,教授相关知识,并通过

实践加深学生对竹编的了解。 

4 竹编工艺的创新发展 

4.1技术创新 

4.1.1工艺创新：竹编工艺的核心是编织技法,编制技法分

为疏编和密编, 终能形成立体竹编、平面竹编以及瓷胎竹编这

三种形态。由于部分编织技法耗时较长,工艺复杂,产量低,应通

过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对编织繁杂的成品,可以尝试

采用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化生产,提高产量和收益。 

4.1.2材料创新：青神竹编工艺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类别的竹

子或将竹子与其他材料相结合,如：塑料、丝绸等,减少取材所

耗费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新颖别致的竹编产品。 

4.1.3设计技术创新：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利用数字

科技进行竹编样式的设计和创新,提高设计效率,减少人力投

入。通过数字化设计,可以实现个人定制,将现代设计元素融入

传统竹编工艺,创造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4.2创新面临的问题 

4.2.1可持续性：竹编的原材料是竹子,竹子的持续供应是

现如今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竹子的栽培和管理需要投入大量

时间和精力,过度砍伐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此外,采用生物化

学手段培育竹子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 

4.2.2宣传方式落后：青神竹编的宣传方式比较传统单一,

仅限于官方网站或利用当地电视频道进行宣传,需要借助互联

网和社交媒体进行宣传,提高知名度。 

4.3解决措施 

4.3.1强化可持续管理：当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以规范竹林资源的砍伐,以保护这一宝贵资源。此外,可

推动可持续的竹子种植和采收方法,确保竹林的健康生长,实施

有效的资源管理和保护措施。 

4.3.2创新宣传方法：传统文化的传播已经迎来媒体融合的

时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不再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化内容的

简单传递,而需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以满足时

代潮流和受众需求。青神竹编可以通过创新传播方式,如结合短

视频、互动小游戏和虚拟环境交互动画,将竹编文化注入现代

元素,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了解和互动。此外,要关注本土

特色文化,强调青神竹编的独特之处,推动其在融媒体时代中

的发展。 

4.3.3加大研究和开发投入：通过增加研究和开发投资,提

高竹编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进一步推动青神竹编的发展。竹子

具有独特的强度、轻巧性和抗菌性能,适用于多个领域,如餐饮、

建筑、家具和室内装饰等。因此,应当加强对竹子的处理和制造

技术研究,以不断创新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促进竹编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 

5 青神竹编工艺的市场环境以及国际竞争 

5.1竞争优势 

5.1.1环保性：竹编产品作为可再生的环保资源,在国际

市场上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多数国家积极倡导竹制品的制

造和使用,旨在维护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平衡。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升和环保意识的加强,环保工艺制品逐渐成为消

费者的首选。如今,青神竹编主要以中高档工艺品为主,主要

销往国际市场,如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的荷

兰、法国等地。 

5.1.2文化性：青神竹编工艺源自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这

使得竹编制品充满深厚的文化内涵。近年来,文化自信的倡导使

得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具有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产品。 

5.1.3创新性：青神竹编的创作者积极与国内外竹编艺术家

互动,分享技术,开拓创新思路。他们不断进行思路创新,结合当

地文化特色,研发出实用、美观、性价比较高的竹编制品,提高

竹编艺术水平,推动竹编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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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竞争压力 

5.2.1竞争价格：与塑料、亚麻、棉等制品相比,传统手工

制作的竹制品通常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因此成本较高,

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制造商需要不断提高产品制作效率和质

量,创新设计思路,以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5.2.2市场认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塑料制品逐渐取

代了传统竹制品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竹工艺也逐渐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在一些国际市场上,竹编制品的知名度相对较低,因

此需要加强市场推广和教育传播,以提高其市场认知度。 

总之,青神竹编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走

向国际舞台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保护和弘扬青神竹编

工艺,我们需要重视传承培训,拓宽市场渠道,加大技术研发投

入,同时积极保护竹子资源。通过传承与创新,我们可以推广青

神竹编工艺,传播中国竹文化,将其发展壮大,为当地经济繁荣

和人民富裕提供新的机遇。同时,将青神竹编工艺推向国际市场,

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树立积极的形象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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