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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dong Yunfu stone culture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400 years,  created a well-known stone kingdom, with stone art to create a 
unique culture belonging to Yunfu, showing the charm of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Yunfu stone industry to the fine craft line forward, 
the overall level is also greatly improved.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Yunfu stone art culture also faces the problems of 
market developmen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Yunfu stone art culture also faces the problems of market development.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ocial research, we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Yunfu stone art culture and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it, and put forward our own view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results,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vigorously promote 
Yunfu excellent traditional stone art culture, show Yunfu culture and na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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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广东云浮的石艺文化有着 400 多年历史，开创了驰名中外的石材王国，用石艺打造专属于云浮的独特文化，展现了文化
的魅力。近年来，云浮石材产业向着精品工艺路线前进，整体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在时代的发展下，云浮石艺文化同样也面
临着市场开发等问题。我们通过调查问卷及社会调研的形式，了解云浮石艺文化现状并对其作出详细分析，对结果提出自己
的观点以及对策，其目的是为了大力弘扬云浮优秀的传统石艺文化，展现云浮文化和自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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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方法和对象

1.1 调查对象

此次我们展开调研对象主要是中国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云浮校区的在校师生和云城区石材或石艺品店铺的负责人。

1.2 调查方法

网络调查问卷法：通过制作网络调查问卷进行发放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 91 份。

本地走访调查法：在云浮两处石材商业街的石材工艺店

铺和云浮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采访调研，共走访了 40 多家商铺。

2 石艺文化传承的意义

2.1 教育意义

云浮石艺文化是一代代人用智慧和心血积累而成的，既

【编者按】本论文是针对中国广东省云浮市省级非遗项目“云浮石艺”

传承现状进行调研，为高校环保建设提出有效改善途径。参与本次

调查的学生分别是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18 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的林小漫同学、陈宝琪同学、陈树芬同学、招铭燕同学、彭婉琳同学、

胡洪菁同学。本文系艺术设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念与路径研究以广

东省非遗“云浮石艺”活化为例课题中期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来源：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领域专项项目（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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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又体现了继承者的文化内涵。

加强石艺的传承与保护，把对待石艺的那种认真和执着的精

神传承给新一代，利用丰富文化底蕴和教育意义的资源开展

活动，让其延续并得到创新与发展，这样在传承的过程中同

时也可以育人，可谓意义非凡。

2.2 社会意义

石艺传承人对石艺大胆的创新为平淡无味的生活增添了

诗意，安抚了当代快节奏生活下的浮躁不安。云浮石艺品又

被称为“大人的玩具”，玩具是能让人产生愉悦心情的，石

艺品也是如此，积极进行思维想象，保持大脑的活跃性。

2.3 经济意义

保护和利用好云浮的石艺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结合时

代需求，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石艺文化的认知和了解程度。这

不仅局限于本地的发展，对国家而言更是落实了科学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性发展。加大对云浮石艺的宣

传力度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石艺，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需求，

拉动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1]。

3 石艺传承现状

3.1 了解情况

图 1 对云浮石艺的了解程度

图 2 非遗文化了解意愿图

如图 1 所示，我们从调查问卷中得知，大部分人对传统

石艺的了解程度并不高，调查中表示非常了解石艺文化的人

数只占总人数的 9%，一般了解的占 50%，剩下 41% 的人表

示对石艺完全不了解。

如图 2 所示，80% 的人愿意主动去了解非遗文化。表示

多数人对非遗都具有自觉或自愿去保护、传承石艺文化的意

识，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潜在意识，让更多的人参与非遗传承。

3.2 传承情况 

图 3 对云浮石艺传承所持态度表

如图 3 所示，绝大部分人对于云浮石艺的传承是较为肯

定的，但是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商家并不愿意去学习

石艺，由于学习的过程中较为辛苦，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再加上目前市场对于传统石艺工艺品的需求量较少，人们更

加愿意去选择实用性的产品。

3.3 销售情况

我们走访时发现，沿路有许多石材加工厂已经倒闭。通

过调查发现由于石材加工打磨雕刻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

多数石艺人弃艺从商。如今云浮的石材行业跟不上发展的规

律，面临尴尬期。在走访的 40 多家店铺中，约 70% 的商家

表示目前石艺品销量不如前，相对于小工艺品，大工艺品在

价格和实用性上缺乏优势；其次因为消费者的审美和购买力

不同，凸显不出石艺品的内在价值，大多数商家缺乏自己特色、

个性和探索精神。

3.4 经营方面

云浮市的本地石艺市场大，但他们的经营模式大都是采

用“个人经营模式”，而福建省采用多人合资企业模式。福

建省市场广阔，但其经营模式相对存在较大的风险，云浮市

可以采纳福建省当下的经营模式来扩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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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浮石艺发展的困境

4.1 云浮石艺缺乏新鲜血液

通过走访调查可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石艺文化是陌生

的。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学习传统手工艺需耗费的时

间和精力过大，导致年轻一代的石艺手艺者逐渐减少。

4.2 非遗文化有待挖掘

从走访实践中我们得知，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参与非遗活

动。近几年，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加以重视并出台相关政策

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的

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今人的巨大前

行动力的文化资源。

4.3 对石艺文化态度的不同看点

经过访谈得知，大部分人对石艺还是抱有乐观积极的态

度。在走访中，与云浮市优秀民间艺人的谈话时，区先生提

到了传承的概念：“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的，不是将古老的文

化保存下来，而是通过一种思维进行创新。”在交谈的过程中，

让我们明白了传承不仅仅是把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还需要与

时代相结合，满足社会的需要，把古今文化有机融合。

4.4 石艺产品缺乏特色和实用性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石艺商铺大多以小件和摆饰工艺品

为主，根据字形字寓进行创新，如龙飞凤舞、平安等寓意，

可作为礼品或放在家里摆饰。云浮是全中国石头颜色最丰富

的城市，在这些工艺品店铺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大都属于

观赏性工艺品，缺乏实用性。

4.5 开发市场难度大

我们发现，云浮很多的石艺品店铺都是个人独资经营，

若遇到经营困境，随时转行从事石材相关的行业，损失资金

也不多。其中，有些传统的石艺文化思想已根深蒂固植入石

艺者的脑海，很难从思想上改变，缺乏创新，导致工艺品种

类千篇一律，毫无竞争力。

5 建议及对策

5.1 健全人才培训体系，大胆培养创新型人才

学习石艺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创新意识。我们认为可以

合理举办小型的实践场所，让群众通过亲身体验石工艺品的

创作，体会到石艺文化的深层内涵及意义，促使更多人自愿

去学习石艺。

在创新上，云浮市优秀民间艺人区先生表示：“应该多

翻阅书籍、提高自身的知识面，使自身的精神境界、思想境

界得到熏陶，不仅在艺术上创新更应该在思想上创新。”云

浮石匠人应大胆将传统文化与石艺有机结合，创立富有自己

独特风格的石工艺品。

石艺的传承可以结合当地高校或是职业教育进行，针对

受教育人群可以分为专业从艺人员和非专业从艺人员。专业

的从艺人员可以是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生比如：石雕艺术、工

业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等等。结合课

程中已有的设计类专业基础课程，可以将“石艺”作为课程

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让同学们在感受现代设计教育的同时，

以石艺作为设计的载体，“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新的设

计想法。非专业的从艺人员，可以是社会待业人员或者转业

军人等，没有艺术基础的社会人员，通过学校和相应民间协

会组织合作举办的互动活动或公益课程，对于“石艺”产生

初步的了解，可以先从简单的石艺产品生产实践出发，从而

进一步的过渡到专业方向 [2]。

5.2 改进传统宣传方式，融入现代科学技术

数据显示，人们对云浮石艺文化的认识度并不高，云浮

石艺文化的宣传仍然需要关注。对此，我们总结以下三点现

代人更愿意接受的形式。

第一，召集群众拍摄纪录片，提高人们对石艺文化的

认识。

第二，可以发放带有宣传标语的气球，或将石艺文化引

进校园社团，举办传承人技能大赛等。

第三，通过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石艺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

活动，适当为其提供必要的场所及经费扶持。

可以在学校开设第二课堂，帮助学校的学生更多的加入

到了解“云浮石艺”的“前世今生”，举办“非遗传承”校

园社团，帮助学校中喜好“手做”的同学、喜欢传统文化的

同学找到归属地，同时扩大非遗文化在学校中的文化影响力。

学校可以和社会组织机构一起联合举办以“石艺”为主要题

材的“一期一会”社团活动，发动周边地区的市民加入到非

遗文化的传承中来。

5.3 将技术与资源相结合，提高云浮石艺实用性

云浮石艺拥有强大的资源和技术优势，石艺人可利用其

现有的优势，扬长避短，改变过去产品单一现象，打造具有

云浮特色的石工艺品。传承不是将艺术上锁，而是开放的，

应改进传统思想，将石艺与现代工业化相结合，打造更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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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石工艺品，让其走进家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5.4 积极借鉴外来技术，提高自身环保意识

绿色、低碳、生态、循环发展是中国现时代经济发展重

要战略。其一，为了顺应战略的发展，商家可以让简与美相

结合，将加工方式从简；其二，对于边角料及废弃石材应进

行合理处理，可循环再加工，做成装饰工艺品；其三，通过

借鉴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石材加工技术，结合云浮石艺的优势，

提高石艺加工的环保性，对灰尘产生做绿色排放处理。

5.5 树立品牌意识，拓宽营销渠道

云浮石艺多以外来进口石材为原料，以石雕石刻为主。

如今通过利用云浮石材资源丰富的优势，新增了石拼图、实

用装饰工艺等工艺品提高石艺品的多样性。在走访过程中我

们了解到，云浮市某传承石厂的张先生与朋友合伙经营，建

立了一个名为腾讯云的网络平台进行品牌推广。云浮的石商

可以积极利用电商为工艺品投资开辟另一条渠道，获取投资

利益，扩大云浮石工艺品市场。

5.6 用新的方式，提高青少年对石艺文化传承的认识

当今互联网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网游更成为大众娱乐

方式。基于游戏给人们放松娱乐的体验感受，可将石艺文化

与游戏相结合，让群众通过休闲娱乐去了解学习石艺文化，

为石艺传承奠定基础。

当然，有条件的话可以设计一款互动游戏，以 app 或微

信小程序进行推广，其中包括两个部分：①数字填充和拼图。

用于开发儿童的思维，通过对石艺品的填色和拼图为孩子们

营造一个丰富多彩的“石艺世界”，促进儿童对石艺文化的

初步认识。②模拟制作游戏。利用现代 3D 技术，让青少年

通过有趣的模拟实践操作，增加对云浮石艺文化的了解和认

识并激发青少年对保护云浮石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6 结语

通过此次的社会调研，我们发现云浮市石艺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存在一些值得人们去深刻重视的问题。云浮石艺文化

进行创新刻不容缓，合理利用国家对非遗的保护以及云浮市

自身在石材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如果云浮石艺能在此基础上，

积极追随时代的脉搏，与现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我们

有理由相信，云浮石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走得更加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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