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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云南特色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想法。

于是，“拾翠”诞生了。陈璐表示，她

最初的想法就是传承非遗以及重拾被人

们遗忘的云南传统民族手工艺。

“拾翠”诞生后，陈璐和她的团队

先后探访 337 个自然村落和 1563 位传

统手工艺人，收集整理出 146 种云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手工艺……拾翠

团队正在寻找让云南民间技艺复兴的

商业机会。

    

商业化开发传统手工艺
    

在广大农村，大部分传统技艺传

承人虽有绝活，却不善经营，受资金、

眼界限制，他们只能在小区域、小范围

内进行生产，无法满足当下市场需求，

进而无法使传统技艺走上产业化发展道

路。让传统中式美学与传统工艺融入现

代生活，是拾翠团队一直在做的事。 

据了解，拾翠团队首先从非遗中

挑选出兼具手艺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手工

艺，然后在拾翠设计师和市场研究团队

的合力下进行再创造，在继承传统手工

艺的基础上，对产品最终呈现出的形态、

功能进行设计。

“比如傣锦，是傣族文化特色鲜明

的纺织品，我们以傣锦的图案、工艺等

作为设计元素，将它们设计为抱枕、桌

旗等具有装饰性和实用性的生活用品。”

陈璐说，通过设计师团队与手工艺人深

入沟通，创作出更具现代感的产品，市

场团队再根据市场需求作出产品定位。

随着拾翠市集商业地位的升级，其

影响力与日俱增，先后荣获中央财政资

金重点支持文化产业企业、云南重点文

化产业企业、中国原创设计实验室授牌

“创新样本”、2016 年中国最具创新

力文旅品牌等称号。

    

传统手工艺融入时尚商圈
    

经过多年打造，“翠湖·拾翠空间”

在文创爱好者中迅速走红。但陈璐和她

的团队并没有停下脚步，2019 年，拾

翠团队在昆明氧气厂旧址上打造了以传

统工艺美术、非遗民族手工艺以及创新

设计为核心的综合园区。该园区集研发、

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形成有效的

产业链生态模式，实现了以文化为聚合，

文化与消费相结合。

在拾翠民艺公园，拾翠团队对真

正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企业或个人，在

空间、服务、销售、资金等方面给予最

大程度支持；拾翠团队自建销售渠道，

为入园传统民族手工艺企业建立销售平

台，实现产销体系的良性发展；助推每

个传统民族手工艺品牌发展，构建规范

的品牌管理体系，帮助园区内的企业和

个人进行品牌孵化。 

陈璐认为，要想让文化产业落地，

就必须以体验感极强的商业形态作支

撑。为此，陈璐及其团队与顺城王府井

百货进行洽谈，将“拾翠·手艺合集”

与传统手工艺、专业设计、市场需求有

效结合起来，进入时尚商圈。

“我们要把年轻消费群体的目光

吸引过来。”抱着这样的想法，陈璐及

其团队与多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合作，通过举办文

化活动、文化展览、传统文化提升开发

和传统手工艺课堂等，将传统手工艺融

入时尚商圈，把更多的云南手工艺产品

推向更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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