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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have undergone a thousand years of change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closely related to our lives. It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generations of craftsmen. Meanwhile, it has a very high economic valu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variety of features of the Internet +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traditional manual culture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and takes Linshu Liubian as the entry point, analyzing its development. Finally, I give 
some ad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under the "Internet +"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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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手工文化在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千年更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代表着一辈又一辈匠人的文化传承，在当代社会也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本文依据“互联网+”

传统手工文化的多种契合点，分析传统手工文化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以临

沭柳编为切入点，分析其发展情况， 终为“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手工文化的发展提出建议。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科技的不断创新，人们享受着日新月异的生活，同时感受着智能化带

给我们无数的便捷。与此同时，面对高效率智能机械的普及，快餐式文化的泛滥，传统手工

文化开始在这前进浪潮中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事实上传统手工文化除了自身带有深刻的文

化内涵之外，还能够给人们带来高额的经济收益，具有极高的发展与传承价值。 

1．“互联网+”与传统手工文化 

1.1  “互联网+” 

“互联网+”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产业形态，它指的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

统产业的联合，以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途径来完成经济转型和升

级。利用互联网多种优势特点，与所“+”的不同产业进行融合，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在新时

代迸发出更强大的活力。 
“互联网+”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1. 人口基数大。在 近公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截至今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992万人，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

新增网民呈现两极化趋势，互联网逐渐向低龄和高龄人群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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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时性强。互联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间空间上的限制，信息的分享更为方

便快捷，人们能够依靠互联网即时获得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信息。 
3. 信息传递便捷。互联网催生出多种社交平台和软件，人们交流更加流畅迅速，满足了

人们在互联网大时代背景下以多种需要为基础的信息传递。 
4. 资源整合性强。互联网平台信息传存量巨大，有价值的资源信息被多种平台所整合，

人们获得想要的信息渠道更加多样。 

1.2  传统手工文化 

手工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手工艺是指以手工劳动进行制作的具有独

特艺术风格的工艺美术，手工文化便是孕育其中的特殊属性。临沭柳编、烟台剪纸等都是传

统手工文化宝库中无可替代的一件瑰宝，这些传统手工文化无不为当地带去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与沉甸甸的荣誉。而传统手工艺的生产过程以及使用过程中依附于特定的文化、宗教、信

仰等人文环境，与民风民俗紧密相连，成为了区域文化的载体。但面对大批量工业机械化方

式生产方式冲击，传统手工艺的衰落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因而手工艺的复兴必须面

对现实，响应时代需求，不断推陈出新,对自身发展重新进行定位，寻求自身新突破。 

1.3  “互联网+传统手工文化” 

互联网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互联网+”则拉近了各行业与互联网之间的距离，在与

传统手工文化的结合在不仅拉近消费者与柳编市场的距离，同时拉近了手工艺人与对传统手

工文化热爱者心与心的距离。“互联网+”使得传统手工文化与人们之间具有了互动性，人们借

助“互联网+”认识传统手工文化，传统手工文化传承者借助“互联网+”去介绍传统手工文化。

互联网作为信息载体，时代发展的信息无不映射在互联网之中，传统手工文化匠人通过互联

网接收时代所要传递的信息结合自身创新思维，对传统手工艺品进行改良，创作出更多贴近

生活手工艺品。 
互联网带给传统手工匠人诸多优势的同时，也是对匠人的一项特殊“考验”。传统手工匠

人大都是从老一辈人手中学得的手艺，思想较为僵化，思维无法跟上生活发展步伐，创新较

少。现代的年轻人大多不愿继承手艺，导致匠人年龄普遍偏大，而其对于互联网这种较为新

鲜的方式又较为排斥，这是导致传统手工文化淡出人们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临沭柳编现状 

2.1  临沭柳编发展历史 

传统柳编手工艺存在时间之长，几乎经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它伴随着人

类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而发生、发展，它的存在形式代表中国传统手工艺造物活动的某种

样态与规律。山东作为我国的文化大省，齐鲁文化众星璀璨，临沭柳编文化就是其中一颗夺

目的“明珠”。临沭柳编文化作为山东优秀传统文化的分支，经过了岁月长河的洗礼，仍然在

现代社会里保持释放着旺盛的生命力。临沭县是国内 大的杞柳种植和加工基地, 享有“中国

名特优经济林杞柳之乡”“全国白柳基地县”等称号。临沭柳编现已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1973 年临沭县柳编制品实现了首次出口，因此打破了我国柳制品的出口空白。正因临沭

柳编文化不断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发展态势，临沭县获得了“中国柳编之都”的美誉，柳编已成

为临沭县一抹不可或缺的文化色彩名片。“南走北走，不如在家编筐打柳”，这句被临沭人民

广为传唱的民谣，也折射出了柳编在临沭县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 

2.2  面临问题 

为深入了解临沭柳编这一传统手工文化在市级城市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影响力，笔者撰写

调查问卷并发放。此次问卷线上线下共发放200份，实际收回16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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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临沭柳编了解程度 

 
图2  接受调查年龄段 

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75%的人不知道临沭柳编，只有25%的人知道临沭柳编。临沭柳

编文化市场正处于一种市场空缺的状态，大众普遍对临沭柳编认知度相对较低。 
 

分析：通过图二可以看出，接受我们调查的人群在20岁以下的占18%，在20-35岁的占

44%，在36-50岁的占22%，在50岁以上的占16%。 
20岁以下的消费者对柳编工艺品感兴趣，遇到感兴趣的事物会参与到设计、宣传之中，

不断创新，不断探索。20-35岁的消费者收入较稳定，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对“绿色

消费”观念的顺应以及对目前田园风格时尚追求的满足愿意了解柳编相关文化。并且大多数消

费者有了自己的孩子，培养孩子的艺术情操，让学生充分领悟传统的魅力，知晓、热爱、学

习和传承“非遗”文化。36-45岁的消费者更加重视对孩子的多方面传承教育。45岁以上的消费

者大多都知道柳编产品，对传统艺术有一定的情节。 
由此对临沭柳编文化当前面临问题进行SWOT分析。 
1. 内部劣势 
(1) 柳编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知名度不高，知道柳编的人很少，知道临沭柳编的人更

少，这增加了传统柳编文化的宣传推广难度。 
(2) 柳编手工艺人普遍年龄偏高，文化程度低，创新能力差，创新品种少，自主品种单一，

这导致当地缺乏专业的创新性技术人才，传承难度较大。使得临沭柳编相关产品的附加值低，

创造的效益不高，从而使临沭柳编近几年的的产业发展速度异常缓慢。 
(3) 由于与高效率的机械生产相比，柳编产品绝大多数需要人工加工，效率较低，产量较

少，价格较机械生产同类产品相比稍高。 
2. 外部威胁 
(1) 由于柳编产品对国外市场的出口依赖程度过高，产品的消费具有较大的国际市场风

险，一旦遇到金融危机等冲击，便会无力应对，导致柳编行业的整体低迷。 
(2) 随着现代科技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上涌现出了多样的新兴文化，而作为传统

文化的柳编呈现的方式相对单一，因此在多元新兴文化市场的冲击下，柳编正逐渐的消退出

大众的视线，所以柳编在文化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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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互联网+临沭柳编” 

面对互联网诸多优势，传统手工业如临沭柳编紧抓机遇利用互联网进行商品售卖，同时

利用互联网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对产品进行改革创新，由之前简单的生活器皿转向艺术品与

高档家居用品发展，种类逐渐多样，临沭当地政府建立中国柳编艺术馆，建立临沭柳编官方

网站对当地柳编相关信息进行发布，给与一定的支持，销售渠道不断扩大，柳编文化开始越

来越被人们所熟知，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处可见柳编制品临沭柳编开始逐渐向品牌化发展。 

3．发展建议 

通过网络搜集资料与实地考察，对互联网与传统手工文化的分析，并联系临沭柳编这一

实例所出现问题，以小见大，依据笔者所学知识提出以下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议。 

3.1  紧抓时代机遇 深挖匠人精神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传统手工文化保护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在社会上大力弘扬的“工匠精

神”，传统手工匠人们开始受到关注。传统手工文化历经百年的发展，技艺臻至成熟，传统手

工匠人较多。乘着全社会“匠人精神”这股东风，为传统手工文化增进新鲜血液，弘扬手工文

化，对这一文化概念的重新梳理，更进一步坚定了手工文化创意品牌的意识，充分挖掘发挥

手工文化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同时提升传统手工文化及其品牌的美誉知名度，为手工文

化增进新的内涵。 

3.2  迎合时代潮流 研发高端产品 

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制定了传统手工艺发展的政策：“经济、实用、美观” [3]时代不断进

步，人们不再仅仅关注物质生活的满足，对于精神生活的渴望也逐渐增大。手工产品目前种

类较为固定，多为家具等用品，新产品的方向应传承发展传统技艺，并融合现代潮流元素，

打造新兴手工创意产业。让手工文化搭上时尚风，成为集实用、娱乐、创意、艺术等众多元

素为一体的创意产品。同时，以继承传统技艺、追随时代风尚为目标，打破传统手工制品外

观造型的单一性，将艺术审美和创意设计相结合，在传统手工技艺的基础上，大胆的对手工

制品进行现代风格的雕琢设计，通过为产品融入潮流元素，打造产品新印象，提高传统手工

文化的社会认知度，创新传承手工文化发展模式。在新型创意产品之上充分尊重消费者们的

不同个性与需求，并针对消费者的不同消费需求开设提供私人订制服务。  

3.3  开发文化产业 提升品牌效应 

依托传统手工文化已有的知名度，进一步集聚、梳理与整合相关手工文化、产业相关品

牌内涵，通过品牌效应提升开展多种以手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相关产业，如进行艺术节等活

动，利用创意市集比赛等趣味游戏使之成为当地一年一度的文化狂欢盛宴，利用互联网建立

相关网址对活动进行前期宣传，在网站中分享活动盛况等。在相关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带动其

他旅游产业发展。 

3.4  巧用直播平台 拓宽传播渠道 

目前直播平台中，奇人巧人越来越多，观看直播的观众开始走向两极，下到小学生，上

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能打开视频进行观看，能够拥有一门手艺便可在直播平台中不断吸纳

粉丝。传统文化匠人手艺娴熟，以临沭柳编为例，如果进行直播编织手艺，同时展示柳编制

品的加工过程，向观众展现柳编制品污染小、安全可靠等优点，不仅能够体现临沭柳编的编

织文化魅力，同时可以进行现场售卖，增加销售渠道。利用这种方法一方面可增加关注对与

产品的了解，同时对手艺匠人的知名度进行提升，有利于品牌打造和传统手工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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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线上互联互动 线下产业推广 

利用传统手工文化独特的技艺特点，与美院进行合作，教授传统文化的技艺并向学生征

集创意方案，同时线上征集作品倡议信息，线下建立手工艺术体验馆、“匠心”联盟，吸收当

地手艺匠人加入对创意产品进行研发，推动传统文化产品种类多方位发展。 

4．结语 

本文意在深度发掘传统手工文化内涵与地方特色，利用互联网为传统手工文化提出多条

可行性建议，帮助临沭柳编文化等传统手工文化寻找传承与发展的新模式。结合互联网为传

统手工文化的推广插上翅膀，为手工文化的商业化寻找创意性新的突破，为其快速发展提供

新助力，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相关政策，使传统手工文化内涵与商业相结合，

帮助手工文化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途径，让人们不忘传统手工文化之美，感受传统手工文化

所独有的特殊魅力，继续在民族繁荣文化之林中屹立长青。 
传统手工文化的发展前行，需要摒弃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断开拓创新推陈出新，尽管“互

联网+”传统手工文化的结合有着未知问题的出现，但在互联网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利用互联

网来不断推动传统手工文化的发展仍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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