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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方式，进行再生产。

在传统社会，手工艺品具有日常功用性又具有审

美价值，手工艺品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造型上的审美

观念具有地域性，“手工艺品审美中形成的民族传统特

征，根本原因是人类长期的社会时间方式决定了心理

上的固定模式，亦即固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直接作

用于商品审美的结果”。依据当下人们的消费理念，人

们消费产品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产品功能上的需求，在

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基础上形成了文化价值取向所孕育

的文创产品，文创产品的开发也是城市形象符号传播

的重要内容，手工艺所承载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通

过现代设计进行再生产，赋予现代社会的文化属性，形

成了文创产品。在手工艺文创产品开发方式上，常见

的是将手工艺的纹样、图案、工艺应用于现代产品，如

传统刺绣纹样在皮包上的应用、漆雕工艺在记事本上

的应用等，这些产品具有现实实用性，也具有了美学价

值，还可以通过定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在城

市文旅产业繁荣的当下，以地域特色手工艺为素材设

计城市文旅产品有助于传播城市文化。

另外，在城市空间中注重传统手工艺元素的运用，

也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方式。手工艺是城市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文化建设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

重的当下，以来源于民间、根植于生活的民间手工艺之

结构、造型、材质、色彩等地性文化符号为依托在城市景

观中进行转换重构，能够展现出城市景观的文化特性，

造就城市个性视觉符号，如福建惠安城市公共空间的惠

安石雕艺术、景德镇公共空间中各种陶瓷艺术、山东淄

博公共环境中琉璃装置艺术等，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手

工艺品运用于城市空间引发人们对城市历史、风土人

情、文化渊源的追溯，有助于公众了解城市文化，增加对

城市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完成人们对城市形象的建构。

3.手工艺品牌传播策划

在城市形象中，对手工艺品牌的打造，最终目标是

形成城市的影响力，凸显城市文化的独特性。

一是打造城市手工艺文化品牌。一座城市独特

的手工艺是城市的名片之一。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在产品开发方面，除了重塑手工艺文化价值，使其形成

新的表征功能、价值取向外，还要通过手工艺新业态集

聚成形、品牌运营普及、IP打造来重构手工艺品的生产

与传播方式。

另外，拓展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空间，也是传承和

传播手工文化的重要方式，如潍坊风筝是山东潍坊传统

手工艺品，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1985年开始，潍坊

被定为“国际风筝城”，每年一次的潍坊国际风筝节已成

为当地重要节庆活动之一。节庆活动期间，各种风筝赛

事、论坛、项目先后举行，形成了地方文化品牌，吸引了

国内外游客和投资商前来参与。风筝节的各种活动，不

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还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二是基于互联网思维传播手工文化。随着网络信

息技术的发展，微博、微信、短视频、公众号等各种网络

媒体成为信息传播手段，手工艺需要积极开拓网络营

销和网络传播方式。在手工艺品牌营销方面，随着新

媒体技术的发展，手工艺品牌由熟人之间的口碑传播

转变为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换。很多知名手艺人通过自

媒体将自身形象明星化，用短视频创作展示手工艺制

作流程、手工艺产品、解说手工艺文化吸引关注，并与

受众进行交流，进而发展为直播带货。另外还通过微

信公众号推送文章，提供给用户其需要的服务。微店

等营销方式，使手工产品生产产生更多经济效益，从而

使行业具备发展潜力。

在文化场域，各种文化信息通过新媒体传播，受众

对文化信息的接收不再是单向的，而是积极参与和探

索。加之手工艺课程进校园、进社区等社会活动的开

展，各个文化圈层和年龄阶层的人开始对手工艺进行

体验式学习。随着受众整体认知水平不断提高，手工

文化品牌逐渐具备了建构城市文化形象的充分条件。

四、结语

传统手工艺品文化价值作为一种隐性的符号，其

背后的文化内核、精神信仰具有开阔性和联想性，为城

市文化形象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要保护传

承手工文化，重新建构文化生态、服务于当下的生活方

式，从产品开发、环境空间设计、品牌营销、文化传播等

多方面挖掘传统手工文化的价值，选取城市具有代表

性的手工艺，打造成城市的显性符号，从而传播城市文

化，塑造城市形象。■
（作者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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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展览、展会成为产品宣传、营销的最普遍方式之一。

我国早期市场经济时代，网络信息不甚发达，手工

艺行业的传播主体多是企业或个体的手艺人，是提供

信息的发布者，因此传播方式以单向传播为主，产品信

息的传播与销售形式比较单一。

除了企业自主传播，国家主导的传播也是手工艺

传播的重要方式。政府主导的手工艺传播传承项目以

及地方的各种基金、项目的支持，依托传统主流媒体进

行各种报道和宣传，这些举措促进了手工行业的发展，

对传播手工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很多城市形象的塑造中鲜有手工文化的身

影，目前城市化进程加速，新媒体技术日益发展，作为

传统制造业的手工艺面临着产业转型以及拓展传播渠

道的现实问题。

2.对地域文化差异性的忽视

手工艺品在传统社会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乡土社

会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随着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发

展，传统手工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导致消

费市场萎缩，其实用价值慢慢弱化，逐渐向装饰工艺品

发展，生存环境一度不容乐观。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和

创意经济的大发展，手工艺被纳入文化创意产业，在旅

游经济繁荣、产城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不同业态之间的

融合为手工艺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实现路径。如手工艺

体验、手工艺旅游产品、手工艺产品个性化定制等，这

些都是随着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升级和规范化，自

觉形成的新业态，手工艺逐渐在文教、娱乐、服务等领

域发挥显著的社会功能。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蓬勃发展，手工

艺品因为具有地域文化性，被各地开发成旅游商品、城

市纪念品，用于纪念、送礼等用途。由于缺乏品牌意识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加之手工艺品易于模仿，

商家为了追求短期效益，纷纷推出同类旅游产品，导致

各地的旅游纪念品呈现品类单一、同质化严重现象，如

各地景点常见的旅游商品多为刺绣、香包、玉器、木梳、

景泰蓝等，缺乏鲜明地域风格或统一主题的旅游手工

艺品，更谈不上精心的包装和营销策划，没有开发出与

城市形象相呼应，具有地域文化内涵价值、差异化的产

品品牌，这些对文化差异的忽视导致了手工艺品的传

播效果被抑制。

三、城市形象与手工艺品牌文化建构

1.手工艺文化符号提炼

现代设计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成了城市形象

全新的视觉文化语境的形成，城市的文化形象的阐释

和图解以各种形态和方式在虚拟和现实空间传播。抽

象图案、简练色彩、朗朗上口的文字成为城市视觉符号

建构的基本要素，如城市标志、城市视觉导视系统、城

市公共艺术等都是从复杂的文化、艺术元素中抽象提

炼共性，通过艺术处理，进行各种审美创造，从而具有

了鲜明的形象特征，成为一座城市的典型符号代表。

城市形象语境里的视觉符号不仅有扁平化的二维

符号，也包括三维的物象符号，如成都把具有全球性符

号意义的熊猫作为城市形象符号象征化，熊猫形象和

元素被应用于各类城市形象宣传和城市空间，各种旅

游文创产品和地标景观使熊猫形象成为成都最具文化

意义的符号元素之一，成为成都文化符号消费的重要

部分，吸引了各地的旅游者及投资者，促进了地方经济

发展，创造了社会财富。

作为一种能投射地域文化物化的文化符号，手工

艺品承载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并全面介入了地方知

识、地域文化、民众文化记忆的建构。各类手工艺品经

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稳定的修饰艺术符号，如大

众喜闻乐见的剪纸艺术，是在节庆期间一种祈求吉祥、

表达喜悦之情的艺术形式，其艺术特征是线条流畅、平

面化、装饰化。年画、泥人、结艺、马勺脸谱等手工艺

品，多用抽象、凝练、夸张等表现方式，形成独特醒目的

符号形象与观感，展现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和

审美观念。

将手工艺品进行符号化提炼，通过现代设计融入

城市形象进行宣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二维

的图案设计，通过图案造型、纹样设计、色彩提炼等手

段进行文化符号的优化，形成鲜明的视觉符号；二是三

维形象设计，将手工艺中的传统人物形象或动物形象

设计成为地方文化物化的符号。符号化，是将文化对

象的形式和蕴涵明晰化，使其成为媒体时代生动的传

播符号，如具有地域特色的北京兔爷儿、西安的唐朝美

人等都可以成为城市的文化符号设计素材。

2.手工艺文化价值重塑

当提及某个城市时，人们脑海中会出现有关这个

城市的“参照物”，特色饮食、特色建筑、特色服饰、风

俗、节日、手工技艺等，这些形象成为城市特色最直观

的表达，成为承载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工业化和城

市化带来物质不断丰富、消费阶层变更，同时传统生活

模式、社会习俗的逐渐退场，导致了手工艺生存土壤的

瓦解，对手工文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符合时代精神和

受众需要，需要传统手工艺重构文化内涵，介入当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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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演播室大屏幕信息编辑应用的思考和探讨

吕兴林

69 新闻记者采访工作中的应变能力 闫贵石

72 浅谈新媒体时代下新闻采访工作的困境与突破
林万义

75 民生新闻采访报道的客观性探究 王明辉

78 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采编的创新策略分析 赵春芳

81 浅谈受众需求导向下的电视新闻编辑创新策略
白 旭 张 利

84 融媒体中心编辑发展趋势探析 刘春丽

融媒前沿
87 试述融媒体时代新闻评论类节目的数字化实践发展

——以央视《中国舆论场》为例

苏中明

90 融媒体中心报纸新闻记者转型策略研究 王 双

93 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节目形态的变革与创新 盛 勇

96 融媒体中心传播力提升策略研究 李文婷

视域广角
99 深度融合趋势下民生新闻频道的转型之路 王晶晶

102 对纪录片概念的辨析与延展性的思考 赵冠闻

105 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研究 祁红缨

108 短视频纪录片的制作运营策略 林笑竹

111 旅游城市媒体如何抓好特色选题提高电视外宣命中率
李铁成

114 城市台如何走出困境创新发展 刘子华

117 热门网文 IP影视剧开发与传播概述 刘 蓓

120 对融媒体中心剪辑师提高视频剪辑技巧的思考
蒲美宁

123 电视节目录制质量与录制技术的提升策略 朱 琰

广播矩阵
126 地方广播新闻媒体竞争力提升策略探析 李明明

主播在线
129 有关融媒体发展中心主持人转型的思考 冷 梅

践行探索
132 融媒时代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

——“线上问诊”日照路径的创新尝试

王燕青 陈 洁

版式设计
135《桥梁建设报》排版经验浅谈 王小梅

观点集萃
138 融媒体时代记者编辑复合能力的构建 滕海鹏

141 地方台民生新闻采编工作发展思路探索 赵洪涛

144 互联网思维下新闻媒体服务转型途径 樊秀斌

147 短音频：融媒时代声音表达的“轻骑兵”
——关于广播短音频制作播出的做法与思考

宋建军

150 城市形象视角下的手工艺品牌传播研究 秦 峰

名家说图
灵氛所在 薛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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