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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中国所独有的

传统艺术风格也成为东方艺术的代表。其中，地域性传统工

艺是中国重要财富之一，但因地域性传统工艺大多靠口口相

传和家族传承，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在文化信息加速流

通的今天，更易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

与发展，一些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地域性传统优秀手工艺正

在消逝。这让以中国烟台棒槌花边为代表的地域性传统工艺，

如何传播、发展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 [1]。

棒槌花边属于抽纱的一种，采用上等棉线，按设计样稿

的布局，运用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特制的小棒槌手工编织而成。

棒槌花边源于欧洲传统的手工花边。19世纪末，经西方传教

士传入山东而得以迅速发展，当时主要集中于烟台和潍坊地

区，产品以出口为主。据史料记载，“历年以来，借此艺为

生活之妇女，烟台一埠数以千计”。

生活的实用性

烟台棒槌花边技艺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满足人们生活

物质、精神薪要，对自然图形和材料进行系统性、有效性的

利用和开发的一种具有美感的手工技艺。烟台棒槌花边自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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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初就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连，通过出口为百姓们增加

收入，服务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实用性为其最本质的特质。

审美文化性

烟台棒槌花边具有几何美、对比和肌理美、编制过程中

的动态美。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花形、结构、纹样经过手艺

人在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和改良，形成繁复中求简朴、华丽中

求朴素的艺术风格。随着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廉价的工业制

品取缔了精美手工艺品，烟台棒槌花边的文化与审美价值更

加凸显，其文化特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物质社会性

烟台棒槌花边是对自然物质的改造和利用，具有本身的

物质性，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地方物质的改造和人们的消费

需求观的差异，构成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工艺品或艺术形态，

从而成为一种地域民俗文化的载体。

传承创新性

自清朝晚期开始从欧洲传入的手工棒槌花边作为殖民贸

易带来的舶来品之一，在中国完成了贸易行为从进口到出口、

制作技法从单一到融合、设计理念从欧化到中西合璧的转变。

在西风东渐的近代化洪流中，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完成了其本

土化的再造过程与跃变式地传承发展，其作为中西方文化交

汇而成的产物，烟台棒槌花边跟随特有的时代背景承载着独

具一格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 [2]。

19世纪末，英国人马茂兰将棒槌花边传入烟台，1914

年棒槌花边几乎遍布中国栖霞。1933年，栖霞规模较大的花

边庄号就有华和成、恒元记、同聚福、福顺成等 19个。1955年，

中国牟平绣花厂成立，全县 17个乡镇均设有绣花生产组，生

产工人近 7万人。1964年，栖霞成立县艺品社，对棒槌花边

生产实行统一管理。到 1980年，全市花边从业人员达 5.5万

人。由于出口形势不佳，1982年、1983年、1984年产量减少，

1983年的产值为 417.6万元，实现利润为 15.97万元，1984

年的产值为 434.64万元，利润下降到 14.12万元。

之后，经过几度起落后，2002年至今，栖霞市拥有大型

棒槌花边生产体系的企业只有烟台金永服饰有限公司，前身

是栖霞抽纱厂。其旗下品牌“美宜尔家纺”目前是栖霞最大

的棒槌花边集散基地。同时，“烟台棒槌花边”被列入第二

批中国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2020年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期间，烟台棒槌花边凭借灵巧的编织手法和栩栩如生的图案

在大会上大放异彩。

传统手艺融入生活、融入当代。但目前棒槌花边大多被

作为服饰等布艺制品的装饰物附加在其他品牌产品上，没有

独立品牌，非遗传承人和相关机构对烟台棒槌花边传统手工

艺的品牌打造意识欠缺，仅凭少量的新闻报道，缺少品牌曝

光度，对品牌的挖掘度和打造度不够。

问题

栖霞的棒槌花边在传承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正规的保护和

研究记录，技术操作也不够规范，使得编织手法不够严谨，

编织水平良莠不齐。其中，由于部分优秀的图样失传，具有

艺术性的图样淡出视线，导致整体设计艺术品位下降。

《栖霞县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以作坊

式传承为主，到 1933年时，栖霞规模较大的花边庄号就有华

和成、恒元记、同聚福、福顺成等 19个，这些花边庄号负责

组织培训及发放花边样子，组织生产。图样的收集是依靠国

际客商供给或者有才华的编织者不断积累并创新而成，重在

实践积累和过人的天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承者们

很少有曾接受过正规的现代设计教育，所以不仅失去了传统

的创作方式，而且具有艺术性的自主创作的图样也很稀少。

在烟台棒槌花边 100多年的传播发展中，出现了不少编

织花边的优秀手艺人。这些花边艺人大多是依靠家族传承，

在长辈的言传身教和长期的实践中切磋创新，具有超高技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栖霞的花边以国营和集体化为

经营方式。这一时期，栖霞县里的龙头是艺品厂，中间环节

是各公社的花边组，数以万计的花边编织者分布于全市的村

寨中。由于棒槌花边工艺的体制比较健全，规模比较庞大，

大多数棒槌花边优秀的手艺人都在这时候产生，同一时期的

王美凤女士就是现在棒槌花边的重要传承者。而现在的年轻

人很少还在学习这项古老的民间技艺，大多年轻人都选择去

城市打工或者上学，烟台棒槌花边后继无人的状况愈发明显，

导致栖霞棒槌花边濒临失传。

从烟台棒槌花边手工艺产业发展现状和统计分析来看，



19

文化艺术创新·第 04 卷·第 02 期·2021 年 12 月

迄今为止还没有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普遍存在缺乏品牌意

识。手工艺人缺乏品牌知识，同时缺少对传统技艺文化故事

性挖掘和市场化运作的探索，更加导致传统手工艺的品牌意

识缺乏和经营管理模式落后 [3]。

由宣传、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牵头联合日报、

电视台、教育、高校和社会人士做好传统手工艺背后故事的

挖掘，通过新媒体平台记录手工艺人们全神贯注地制作每一

件作品的过程，梳理出每项手工艺的特点，凝念出品牌故事，

从而实现地方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复兴。结合手工艺展示，

培育和打造独具烟台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文化艺术节。

作为以传统手工艺为基础的企业，从品牌规划、VI体系

设计到传播推广，运用传统手工艺元素的内在表现形式，从

策略到表现，从市场到传播，运用契合传统手工艺特质的先

进品牌创意理念，为传统手工艺插上现代品牌设计的翅膀。

第一，政府鼓励资助师傅带徒弟的师徒制模式，纳入人

社系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第二，利用品牌工程联合高校梳理出手工艺教材体系，

将其纳入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和美育课程内容中。

第三，以高校为依托，开展手工艺传承培训项目，强化

技艺、艺术审美、工业设计、营销和管理的能力。

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传统工

艺，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工艺门类众多，

涵盖衣食住行，遍布各族各地。振兴以烟台棒槌花边为代表

的传统工艺，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

化生态，丰富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更好地发挥

手工劳动的创造力，发现手工劳动的创造性价值，在全社会

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助于促进就业，实现精

准扶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传统街区和村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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