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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效激发文创产品的消费活力。就

像潘娟这样，将国内外先进的设计理念

与古老技艺相融合，让“艺术陶 + 生

活陶”齐头并进，走出一条建水紫陶

发展新路。

    

产学联动  拓宽思路
    

今年 5月，第七批“云南老字号”

授牌仪式在昆明举行，鹤庆县李小白

文化传承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能被

认定为‘云南老字号’，是对我们多

年传承鹤庆银器锻制技艺的认可，同

时也为产品创新、满足新兴消费群体

需求提供了更宽广的渠道和平台。”

该公司总经理李福明说，企业有“老”

的价值，也有“新”的理念，新老携

手并进，才能让传统手艺焕发新生，

让品牌更具影响力。

2019 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依托“李小白工作室”等单位，

大理传统工艺工作站鹤庆基地正式投

入使用。“基地成立以来，我们先后

与中央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英

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等国内外高校开展了多次学习交流活

动。”李福明说，在与专家学者交流

的过程中，公司不仅传播了鹤庆银器

的锻制技艺与文化，也积极听取了大

家对于鹤庆银器未来发展的意见建议，

并将其体现在产品的设计和加工上，

实现产学联动。“以银壶为例，近年

来我们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创新了

很多壶型，但设计的出发点一直没有

改变，那就是实用性。”李福明说。

要提升云南文产活力，产学联动

必不可少。比如鹤庆县，除了大力培

育传统工艺工作站外，还开展送训上

门、校企联训等活动，并积极组织相

关企业和匠人外出参加展会等。通过

产学联动，有效促进了鹤庆银器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

跨界合作  融会贯通
    

与建水紫陶、鹤庆银器等根植云

南数百年的传统非遗技艺不同，内画

是一项起源于京津冀地区，并在此区

域广为流传的国家级非遗技艺。近年

来，在以孙鸿雁为代表的内画传承人

的共同努力下，内画技艺传入云南，

并创新发展成“滇派内画”，产品也

从传统的鼻烟壶延伸到展现云南丰富

物产和民族风情的系列产品，得到各

年龄段消费者的喜爱。

“内画，即用笔在特制的器皿内

反向作画，将人物和美景展现出来的

一项技艺。”据中国轻工“大国工匠”

殊荣获得者孙鸿雁介绍，“滇派内画”

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作画的笔是用云南

金竹制成的，作画的染料是以云南本

地的矿物作为原材料，画的内容也带

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孙鸿

雁访遍云南 16 个州（市），将内画技

艺与剑川木雕、石屏花腰彝族刺绣等

20 多项技艺完美融合：“云南的这些

传统技艺既可以通过内画的形式来展

现，也可以将内画作品与其他技艺的

作品融合在一起，形成具有新造型的

跨界作品。”

要提升云南文产活力，还可以尝

试“跨界合作”。比如，可以另辟蹊径，

让各种传统技艺互相借鉴，甚至“混

搭”在一起，创造出新的产品，让不

同的传统技艺在融合中迸发出新的生

命力。

当然，文化产业的繁荣有赖于创

意策划、艺术设计、现代科技、品牌

培育等多要素的高度聚集和有效配置。

只有坚持“传统技艺 + 现代创意”的

思路，让传统手工艺实现创造性转化，

才能更好地推动民间工艺品产业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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