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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让传统手工艺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她们让传统手工艺搭上电商直播快车

凝聚新农人 唤醒新传承 焕发新生机
——专家谈新电商助力传统工艺、非遗技艺赋能乡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破篾、起篾、分丝、编织……一根竹片
在竹编技师的手中变成了纤细均匀的竹
丝，十指翻飞间，一件件漂亮的竹制工艺
品就制作完成了。这是“90后”姑娘刘
霞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视频，也是广
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平南镇不少
村子的生活日常。自从借助直播电商回
乡创业后，刘霞冰惊喜地发现，老家逐渐
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乡亲们忙完田地里
的农活儿，常常三五聚集，一起编织竹
编、拉拉家常，好不热闹。

困境

在平南镇，居民习惯在山岭坡地、渠
边河岸、房前屋后等闲置地栽种易生长的
粉单竹，镇上有近千人全年从事竹编生
产。他们编织的箩筐、簸箕、提篮等手工
艺品制作精细、美观耐用。

刘霞冰的父亲就是村里的老篾匠，她
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回忆，“从我记
事起，家里人就是从事竹编行业，我七大
姨八大姑、伯父叔叔舅舅等都有几十年篾
匠经验。父亲办厂做竹编，家庭经济条件
尚可，每天都有零花钱用。”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工业技术的
发展，手工编制的竹编制品，逐渐被越来
越多价格低廉的工业制成品取代。很多
手艺人觉得竹编辛苦、赚不到钱，纷纷转
行或去城市工作。2016年春节，父亲告
诉刘霞冰，因订单减少，家里也不打算再
做竹编了。

竹编像是从小陪伴刘霞冰的“伙伴”，
眼睁睁看着它从繁荣走向没落，她心中满
是不甘和不舍。

同样的困境也摆在孙文婷面前。
孙文婷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

镇湖小镇，在这个人口不过两万的太湖水
乡，有着8000名绣娘，绣品街上开了300
多家刺绣店。在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以
刺绣为生。

“90后”孙文婷从小就和刺绣结下了
难以割舍的情缘：家中自营绣品店，奶奶、
外婆、母亲都是绣娘，拿起绣花针成为她
自然而然的动作。童年时期，她见证着苏
绣的繁盛，“外婆和奶奶擅长绣花鸟，20
世纪90年代，她们在被套、腰带上绣上寓
意吉祥的图案，这些作品会出口到海外，

很受外国人欢迎。”
长大后，孙文婷离开小镇，到更广阔的

天地读书求学。这段时间里，苏绣发展一
波三折。手工苏绣虽然精美，但工期长、价
格高，在机器绣的冲击下，市场逐渐萎缩。
孙文婷告诉记者，以前绣品街上一间店面
年租金八九万元，如今降到3万多元。“苏绣
人才也在流失，与我同龄的‘绣二代’已鲜
少动手刺绣，活跃在一线的绣娘大多年过
半百。”看到家乡从事苏绣产业的人越来越
少，孙文婷的心里不是滋味。

破局

近年来，刺绣小镇谋求转型。当地政
府鼓励刺绣从业者触网拓宽销售渠道，并
推出多项引导、培育政策，镇湖苏绣逐渐
恢复生机。

孙文婷决定回家接手刺绣生意，电
商、短视频平台的崛起，让她看到了苏绣
广阔的市场前景。

2021年，她在抖音上开设“@非遗苏
绣（御品匠心）”账号，通过拍摄绣娘们穿
针引线的工作场景，讲述苏绣的针法技
艺，在短视频中科普苏绣的前世今生……

孙文婷每晚在固定时间直播。有几
个她能叫出名字的观众，是苏绣的“发烧
友”，每晚开播的时候，这几位“铁粉”都会
过来打招呼。看到视频中的精巧工艺，常
有网民发出赞叹，“家里摆上这样一幅屏
风就太美了”“为我们国家的非遗点赞”

“小小年纪选择坚守老手艺，太难得了”。
一年多来，孙文婷的粉丝量稳步上

涨，产品销量也节节攀升。她告诉记者，
现在月销售额已稳定在 10万元左右。
绣娘们的工钱通常按照工作量来计算，
原本刺绣一天可能挣100多元，如今，刺
绣店的线上生意越来越好，有时订单多
到需要赶工，绣娘们的日工资就会加到
200～300元。

更让孙文婷感到欣慰的是，借助电商
平台，越来越多“绣二代”开始重拾“小镇
梦想”。“我们的群如今已聚集40多人，大
家经常交流直播经验，小镇也随之变得年
轻了。”孙文婷说。

同样依靠直播电商打破困境、传承非
遗的还有刘霞冰。为了传承竹编工艺，她
决定舍弃自己处于上升期的工作，回乡开
网店，并开设“@刘家人竹编（有竹编猫
窝）”账号，和父亲一起经营竹编工坊。

一开始，网店只是做一些簸箕、水果
篮、馒头筐之类的手工艺品，但在某一天
直播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刘霞冰告诉记
者：“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21年3
月19日晚上，直播间突然有很多人进来，
大家一直在刷猫窝。”

“我感觉很蒙，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刘霞冰后来去翻网友评论，终于搞清
楚了前因后果，“有人随口建议了一句，说
我家这种大水果筐拿来做猫窝不错，结果
火了。视频上了热门，很多养猫的人看到
就找来了。”

在网友的启发下，刘霞冰上架了竹编
猫窝，10天内就卖出了2000余单，预售
订单排到了两个月后。这对小本经营的
刘家人来说已是很大的买卖，他们不得不
发动全村的篾匠赶工才完成了订单。

刘霞冰感到不可思议。和网友的互动
间，充满创意的优质内容渐渐被更多人关
注，她原本普通的竹编店铺也成了专做竹
编猫窝的“网红”店。刘霞冰还记得猫窝刚
刚“出圈”的那个夏天，她的直播间迎来了
有史以来最好的数据。1000多名网友同
时在线，4个小时卖了5万多元的货。当
年，她的抖音店铺年销售额翻了6倍。

目前，给刘霞冰一家加工竹编制品的
村民达到几百人，他们每个月收入1500
到三五千元不等。

她的网店也在网友的启发下持续开
发新产品。“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养宠大
军的需求，我们还陆续做了猫包（用于携
带猫咪外出）、猫隧道（猫咪玩具）、鸽子
窝、仓鼠窝等等宠物用品。”

答案

“在集市上蹲守一整天，一件作品都
没有卖出，晚上还要把瓷器原封不动搬回
学校。”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的周馨，回
忆着大多数陶瓷专业学生曾经的苦恼。

机遇总是在坚持中出现。“2020年，
把瓷器搬回学校那天，我发了一条视频，
记录‘在景德镇上大学是什么样的体验’，
有网友评论说，‘瓷器做得怎么样，倒是发
出来给我们看看’。”周馨由此找到后来拍
视频的方向。“大家都很好奇，陶瓷的非工
业化生产每一步具体怎么做、有些怎样的
经历。”

“在做抖音电商之前，我的买家主要
是从景德镇陶瓷集市摆摊等来的，一周一

次。”周馨告诉记者，一件艺术陶瓷的诞
生，从揉泥到烧造完成，需要经历开窑、烧
窑、手绘、拉坯等十几道精美纷繁的工
序。而一件艺术陶瓷的展示，过去一般只
能通过摆摊和办展览两种方式来进行。
没有展览，辛苦创作的作品就无法被人看
到，更别提卖出去。

电商平台对传承非遗有哪些帮助？
周馨在短视频和直播间里找到了答案。

“通过抖音电商，我们的线上销量是摆摊
的100倍，我再也不用搬着沉重的瓷器去
集市上摆摊，还可以将创作过程拍给粉丝
看。网友如果喜欢，就能直接下单购买。”
在她看来，平台在帮助她的同时也实现了
作品的市场价值与审美价值。

在电商平台传承非遗、将传统手工艺
发扬光大的还有更多年轻人。抖音发布
的《2022非遗数据报告》显示，2021年，
抖音平台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播放
总数达3726亿，获赞总数为94亿，“80
后”“90后”年轻人成为非遗传承主力军，
在抖音非遗创作者中占比达61%。

刘霞冰在账号简介中这样写道：一名
有幸被网友们调侃，成功将猫窝狗窝等宠
物产品上线的农村竹篾匠。她说：“传统
手艺不能只谈情怀，也要与时俱进，广泛
融入现代生活当中。”

如今，刘霞冰所做的竹编品种从当年
的三五种发展到1000多种，价钱从单个几
元钱涨到一两百元；灵山县平南、烟墩两个
镇返乡做竹编的已增加到2000多人，村民
一个月的工资从不到千元涨至约3000元。

现在，除了销售竹编，刘霞冰计划在
编织创意、生产条件、管理模式以及技术
上继续改进，以后还想办竹编培训班，给
大学生提供研学培训等，让传统手艺与时
俱进，释放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一次直播、去
村里拍摄时，孙文婷都会思索，陪伴她长
大的技艺、被人们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苏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究竟意
味着什么。后来她似乎找到了答案：苏绣
值得重新走入我们的生活和设计里。这
是一位位绣娘的心血，一个个家庭的生
计，更是属于全人类的珍贵财富。

来自直播间长久而稳定的认可让孙
文婷找到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传承苏
绣，她更有底气了。“我想做出属于自家的
苏绣品牌，让手工刺绣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舞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当古老悠久的手工技艺遇见数字化
的电商平台，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借助
短视频、直播平台，传统工艺、非遗技艺等
迎来了哪些新机遇？实现了哪些创新性
发展？有了哪些创造性转化？相关领域
专家学者有着自己的见解。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
教授陈岸瑛认为，手工艺赋能乡村振兴的
优势主要体现为如下四点：第一，手工艺
能耗小，成本低，就业灵活，适合居家就业
和分散式生产。第二，手工艺作为一种艺
术化的生产，为劳动者带来获得感和幸福
感。第三，手工艺多采用天然原材料，由
此形成的产业链和生态圈，散发着“天人
合一”的独特魅力。第四，手工造物活动
多与地方文化、民俗生活相关，传统工艺
融入日常生活，对于复兴地方文化具有独

特意义。在新时代社会条件下，传统手工
艺的价值和潜能得以充分展现，可从多方
面带动和促进乡村振兴。

“新技术让传统的手工艺焕发了新生
机，新电商也为传统的手工艺创造了新平
台。”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新联盟常务副
主席孙林认为，在电商平台做直播，是传
统手工艺人从线下到线上的一次成功转
型。通过直播，手工艺人拥有了更多展示
自己、表达产品个性的机会。同时，这也
给很多年轻手艺人带来了希望，让他们找
到了创业的方向。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景
德镇陶瓷大学硕士生导师李文跃看来，数
字技术应该充分发挥作用，让这些古老的
知识、传统的技艺打破地域限制，在更大
的范围内扩散，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传统
的手工技艺，欣赏丰富的陶瓷文化内涵，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中来。

“传统的手工艺具有个性化的特点。
如果仅靠传统的渠道、销售方式，无法匹
配那么多个性化的需求。”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唐园结
认为，新电商平台恰恰能够引导个性化需
求，而且实现了盈利，这说明传统工艺拥
有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借助数字技术，
传统工艺还可以从设计到制作，再到流通
环节，形成一条产业链，最终实现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的目的。

“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中国传统工艺
产品的销售、流通，在产品生产者跟消费
者之间建立起紧密的桥梁，这是数字平台
与传统消费市场的不同。”全国农业重要
文化遗产委员会副主任曹幸穗指出，要更
好地发挥电商平台对接市场的作用，将更
多传统手艺人凝聚在一起，通过创新性发
展、创造性转化，让手艺人获得收入，为乡
村传统工艺产业注入活力。

近年来，传统工艺从民间小众文化逐
渐得到“官宣”，这种唤醒作用使得传统工
艺开始由谋生手段向艺术传承转变。“活
态的、非片段式的传承，把传统工艺融入
现在的生活，甚至重新赋予它物质以外的
非物质内涵，以人们最需要的方式来呈
现，从而让传统技艺得到传承和可持续发
展。”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秘书
长朱冠楠说。

“电商平台积极开展正能量活动策划
和宣传，用优质内容助力乡村振兴、非遗传
承和知识普惠。”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喻国明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新
农人”走进直播电商，把当地独具特色的农
产品送往全国各地，携手各地新农人和中
小商家，发挥兴趣电商特质，将乡村振兴的
人-货-场进行有机匹配，这是一种创新和
创造，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升级。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 李娜

刚过完年，住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呼格吉
勒小区的绣娘双金亮就投入工作，忙着赶制一幅1.2×1.8米的
牡丹花刺绣作品。

“这个作品绣好后有3500元的收入，平时利用闲散时间绣绣
花，还能有这么高的收入，这是我从来都不敢想的事儿。”双金亮说。

今年45岁的双金亮因少年时期患脊柱弯曲疾病，只能干点
零活维持生计，生活一度陷入困境。2017年，双金亮听说旗里免
费开展刺绣培训班，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增收。她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开始一针一线地学习，每期课程都不落下。渐渐地，她迷上了
这门手艺，绣的花也越来越好。2018年，双金亮开始接订单，起
初只有几十元的小订单。随着订单的增多，她的刺绣工艺、操作
技能、图案设计、色彩搭配等能力都有了明显提升。成为一级工
的她不仅收入不断增加，还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学员。“刺绣不仅
仅提高了生活水平，还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双金亮说。

在蒙古族刺绣扶贫车间，同样受益于这门手艺的还有正在
赶制新年订单的脱贫户银花。银花是吐列毛杜镇坤都冷嘎查
人，家中耕地少、产业单一，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她主动学习
刺绣，在政府一系列的产业帮扶下，生活渐渐有了起色，2021年
实现脱贫。“刚开始刺绣的时候虽然收入少，多用心、勤练习，技
艺慢慢就提高了。2022年，我刺绣的收入有2万多元，加上家
中养牛的收入，现在一年能赚10多万元。”

在科右中旗，越来越多妇女通过“企业+协会+基地+农牧户”
的产业运营模式，投身刺绣这一富民产业中，积极参加培训。近
三年来，科右中旗平均每年培训2000人，共带动300余人固定就
业，3000多名一级绣工实现灵活就业。蒙古族刺绣产业加快了
农牧民融入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激发了脱贫群众逐梦新时代
的热情与干劲，为乡村振兴凝聚起了实实在在的推动力。

双金亮赶制牡丹绣品。 （受访者供图）

■ 侯美玲

我出生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窑古镇陈炉，
父母是陶瓷厂工人，家里的花瓶、盘子、茶壶、面
盆、水缸全都来自瓷厂，尤其是一家人吃饭用的
兰花碗正是出自母亲之手。那些大小不一、花
型各异的兰花碗于我们而言，自有一种有别于
他人的特殊情感。

小时候，我常去瓷厂玩耍，饿了累了就悄悄
溜进车间找母亲。偌大的车间安静整洁，一排
又一排木架上整齐排列着各种碗坯，有素坯、上
了釉的、绘了花的，个个静默不语，仿佛在同时
间做精神交流。洁净的玻璃窗下，母亲坐在一
张矮凳上，胸前系着一块白色帆布大围裙，她左
手持碗坯，右手握毛笔，石凳上的小碟里盛放着
绘画用的釉料。

母亲工作时旁若无人，也不愿被人打扰，我
只能像个小花猫一样蹑手蹑脚走进去，屏息凝
神蹲在一边看她画坯。已经上了白釉的碗坯需
要轻拿轻放，指纹手印绝不能留在上面，母亲深知其中的道理，
那些经由她画过的碗坯总是干净素洁、画而不染。她端详着素
净的碗坯，像是在检阅，更像是运筹帷幄，然后飞快地旋转碗坯，
我甚至没有看清楚笔尖是如何触碰上去的，碗沿上已经出现二
条青箍边线，是几何直线，平直得近乎如圆规画出来的一般。

母亲沉浸其中，根本没有觉察到我的到来，她手腕灵活地弯
曲着，毛笔在她纤细的手指中活泼轻巧，左一笔右一笔，每一笔
都游刃有余、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柔和温婉、圆润有力的
线条交织在一起，碗坯上很快出现一丛淡雅兰花，其叶修长劲
健，看似柔弱无骨，却又傲骨铮铮，其花幽静玲珑，风致楚楚中溢
出一股孤傲轻盈。

在碗坯上绘画比纸上更难，没有长期磨砺，很难驾轻就熟，
倘若有一笔失误，整个泥坯完全报废。母亲握笔绘画时总是气
定神闲，甚至不打底稿，笔墨在她手里变得温顺自然，仿佛涓涓
流水，带给人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自信，不能不叫人惊叹。

完成绘画的碗坯放在木架上晾干，温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照
在上面，那些兰花好像复活了的精灵，一个个从碗里跳下来，在
空中翩翩起舞。站在碗架中，仿佛置身于满是幽兰的空谷之中，
颇有“幽谷无人气自芳”之意境。

过了很久，母亲才觉察到我的到来，看到我憨憨的样子，忍不
住笑了，我也“咯咯咯”地笑了，我们的笑声穿过兰花碗，打破四周
的肃穆和沉静，融融暖意慢慢涌上心头。我央求母亲为我画朵兰
花，她愉快地答应了，在我的手臂上描画了几笔，一朵素净兰花出
现在皮肤上，叶片颀长优美，花瓣秀丽淡雅，感觉随时会吸引蜜蜂
飞来采蜜。时值初春，身上还穿着花棉袄，可我就是舍不得放下
衣袖，擎着手臂四处炫耀，惹得小伙伴纷纷投来羡慕的眼神。

兰花碗其实应该叫做白底青花瓷碗或青花瓷碗，只是因为
母亲在碗坯上绘制的全是兰花，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兰花碗。“兰
花碗”，每当说出这三个字，感觉自己也变成一朵幽香清远、素洁
脱俗的兰花，正笑盈盈地站在风中。

色泽淡雅、釉色滋润的兰花碗，盛放着家人的一日三餐，也
装满了人间烟火的平凡与淡然。时光流逝，那些经过无数次洗
刷，越发显得胎重体厚、温润似玉的兰花碗，隐隐透出岁月痕迹，
带给人意想不到的味觉感受，以及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视觉与
情感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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