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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从鲍罗丁四重奏看传承 专栏 《自然而然》构筑科学与美学的桥梁 读书

现代与传统结合
手工业有“混搭”智慧

研究积累，耗时10年，彭南生教授带领
课题组专家成员完成200余万字的《中国近
现代手工业史》。

在对各地手工业考察的过程中，现代工
艺中嵌入传统工艺的生产方式给彭南生教
授留下深刻印象。

在四川，打铁这门古老的手艺正经历着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绽放出新的生机。彭南
生在泸州、崇州等地走访时，常被那些祖孙
三代坚守的铁匠铺所感动。这些传承近百
年的老铺子里，曾经响彻着大锤敲击铁砧的
铿锵之声。

而今，老匠人布满老茧的双手与数控机
床的精密齿轮达成了默契。在一些创新工
坊里，机器负责基础锻打，匠人则专注于艺
术加工。这种“机器筑基，艺术润色”的生产
模式，既保留了手工锻造的灵动气韵，又确
保了产品的精确度，让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1700多公里之外的浙江东阳，木雕生产
也发生了变化。樟木的清香中，老匠人手持
刻刀，让沉睡的木料渐次苏醒；年轻工匠则
在电脑前调整三维模型，让传统图案在数字
世界里获得新生。“三分雕刻，七分打磨”，工
具的选择更加多元了。机器承担粗重的基
础工作，而艺术品的灵魂——那些需要神韵
与灵气的细节，则需要匠人的巧手与慧心。

彭南生观察把玩那些精美的木雕茶宠、
花鸟瑞兽，或是文房雅玩时，总会非常感
慨。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机器或许
能替代部分工艺环节，但永远无法复制手工
艺人倾注在作品中的情感与灵魂。正如他
所说：“工具可以实现现代化，但创作的灵魂
永远需要匠心的滋养。”

展望未来，彭南生认为，传统手工艺必
将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线上定制让工艺走
进千家万户，线下创作则守护着技艺的本
真。在机器与手工的和谐共生中，我们看到
的不仅是一门技艺的传承，更是一个民族对
美的永恒追求。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个性化的手工
艺产品，它们在满足人们情绪价值的同时还
具有收藏和品鉴功能。许多手工艺人都是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在坚持传统创意和
工艺基础上借助现代工具，生产方式发生了
很大变化。

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
一部技术变革史，更是一部社会经济适应
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
的结合具有重要启示：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
保留文化特色？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传
统产业竞争力？这些问题对手工业的未来
发展至关重要。

《论语》中，子夏所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说的就是
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自古以来，他们以一双巧手，将泥
土变成陶瓷，将蚕丝织成锦绣，将竹木雕成器物。这手上
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得，须得十年八载磨炼。

180多年前的中国手工业，匠人们守着祖传的技艺，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制品，自有其韵味。但这光景，
敌不过各式各样的洋货的倾销。部分手工技艺，如秋后的
落叶，一片片凋零。

在新中国，手工业有了新的生机。匠人们不再单打独
斗，而是有了国家的扶持。景泰蓝不再只是宫廷的玩物，
紫砂壶也不只是文人的雅好，它们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如今，手工业又面临新的挑战。机器越来越先进，流
水线越来越高效。有人预言，手工业将消亡。会吗？

彭南生教授说，要顺势而为。手工业的现代化重生，
不是要与机器争高下，而是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些东
西，机器做不出来。比如宜兴紫砂壶的“透气性”，苏州刺
绣的“灵气”，景德镇瓷器的“润泽”……这些，都因千百年
经验的积累，有着机器无法复制的“手感”。

我曾见过一位年轻的竹编艺人，他的作品远销欧美。
他说：“机器可以编得更快，但编不出竹子的呼吸。”手工之
魅，在于它承载着人的温度。而现代化的要义之一，不正
是让技术回归人文吗？ 王永芳

手工之魅

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长期共存互补
读+：您在《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中提

出，从1800年到2000年，两个世纪间的中国
手工业“命运多舛，曲折多变”。如何理解这
个曲折多变？

彭南生：大体说来，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
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中国手工业受到强烈
的冲击，少数手工业行业开始衰败直至消失，
但多数行业仍有着相当的韧性，不仅没有消
亡，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
中国兴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手工业也获
得了发展机遇。从这时开始，直到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
战争爆发，中国手工业同民族机器工业一样
迎来了一波较长时间的变革与发展。经济学
家吴承明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民族机器工业
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发展较快的时
候，二者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国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认为，放到手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手工业现
代化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但是，直至改革开
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手工业才
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特别是东南沿海地
区的家庭手工业、社队集体企业发展成为新
时期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历史上看，20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农
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虽然有不同模式，如
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等的探索，仍
然是近代以来中国手工业现代化的逻辑延
伸。

读+：在近代中国，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
业长期共存，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彭南生：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大体上
是平行发展的，两者之间既有竞争，也有互
补。但是，人们说得较多的是两者间的竞争，
在竞争中民族机器工业并非具有很大优势，
于是有人认为民族机器工业的落后是由于手
工业的阻碍。这只看到了两者间关系的一
面，还有另一面，甚至可以说是主要面，那就
是互补，而且是多层面的互补。

一是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由于行
业结构的差异性而形成的互补关系，即两者
间的有无互补，机器工业生产手工业之不能
生产，或手工业制造机器工业之所无，形成结
构性互补。

二是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生产中具有关联
性的行业在产品市场上的互补关系，其中一
部分行业的产品构成另一行业的生产原料，
一部分行业的产品则构成另一行业不可缺少
的生产工具，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譬
如，近代机器纺纱业生产的机纱为手工织布
业生产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原料，而手工织布
业所需的织布机，特别是技术较为进步的手
拉机、铁轮机，是由民族机器制造业生产的。
这种互补或可称之为市场关联性互补。

三是生产同一产品的跨层次行业在市场
空间分布及产品的需求场次上的互补。以生
丝业为例，手工缫丝业和机器缫丝业都生产
生丝，但两者的销售去向不同，其中，机丝主
要销往国际市场，而原有的家庭手工缫丝逐
步转向国内市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机器
缫丝业参与国际循环，手工缫丝业则参与内

循环，两者并不发生直接冲突。又譬如，造纸
业在近代中国也同时存在于机器造纸和手工
造纸中，但两者在市场上处于不同需求层次，
一般说来，机器造纸主要满足新式印刷和近
代工商业包装的需要，而手工造纸种类更多，
用途更广，如有用于书法的连史纸、毛边纸和
宣纸等。

最后，还有一种劳动技术性互补，中国手
工业技术发达，劳动力众多，在近代民族机器
工业中离不开手工劳动、手工技术的补充。譬
如，民族机器火柴制造业就利用了大量的手工
劳动，民族机器制造业中也借助了传统手工技
术，如上海宝昌铜铁机器厂用手工技术制造了
大量“别克”汽车的铁皮车身，质量并不逊色于
进口货。这就是劳动技术性互补。

读+：您在著作中提出“手工业现代化”
这一理论，其内涵是怎样的？为什么说手工
业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

彭南生：通过对两个世纪间的中国手工
业的大量实证研究，我们提出了“手工业现代
化”理论。从理论上说，手工业现代化是一个
从技术到制度的持续进步的历史过程，包括
从生物动力到非生物动力的运用，从简易生
产工具到机床、机械的采用，从以血缘亲情为
中心的宗法式管理到以规章制度为中心的契
约化管理，从分散劳动到分工协作，从个性化
生产到标准化生产，手工业产品从地方性集
市扩展到区域性大市场、区域外市场等在内
的一系列有机联系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是
缓慢的、渐进式的。

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化是手工业现代化

的目标之一，但是，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一
方面，手工业中的一部分发生或完成工业革
命，成为机器大工业产生的重要途径，但并非
所有手工业都能完成这种转化；另一方面，从
区域的、国别的而非全球的视角来看，并非所
有机器大工业工厂都必然是手工业现代化的
产物，特别是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并非
只是手工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此外，还有
一些手工业行业，如玉雕、石雕、木雕、乐器
等，任凭工业化水平如何提升，却仍然难以实
现大规模、标准化加工生产，它似乎走上了另
一条现代化路径，有一些工业行业，虽然运用
了机器生产，但某些环节依然保持着传统的
手工技艺。

以玉器业为例，玉器非常讲究艺术性与
个性化，不适于大规模生产。玉雕业是传统
技艺与现代科技的完全融合，就其现代化的一
面而言，玉雕艺人已经运用3D建模、电脑辅助
设计，部分生产场所运用了现代科技水平很高
的生产工具如激光雕刻机、超声波雕刻机，也
有一些电动或机械工具，如牙机、玉石切割机、
线切割机等，但是，传统技艺和传统工具在玉
器生产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铁
砣、铜砣等砣具，錾子（凿子）、钉子（尖细工
具）、锉刀等雕刻工具，油石、砂纸、皮砣等打磨
抛光工具，这些传统工具的小型化、精细化，且
尽可能运用电力操作，适于个体生产。

尤为重要的是，玉器有赖于艺人的精妙
构思、匠心独运和精雕细琢，这样设计制作出
来的作品才能个性十足，精彩绝伦。其他如
木雕、石雕等雕刻业也与此类似，这是手工业
现代化的一个样本。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彭南生：

手工业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彭南生主编
的《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共三卷六册出版，这是首部全景式
记录两个世纪之间中国手工业的专著。

中国手工业与中华文明的演进相生相伴。《中国近现代手
工业史》系统梳理了1800年至2000年中国手工业发展脉络，

展现了传统手工业在近代化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揭示了新
中国手工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要贡献。两个
世纪间的中国手工业，命运多舛，曲折多变，形成了一幅波澜
沧桑的历史画面。

近日，《读+》周刊专访彭南生，对谈中国手工业的过去、

现在、未来，探究中国手工业如何书写新篇章。彭南生认
为，最重要的是顺势而为，发扬创新与变革精神，抛弃形形
色色的落后与守旧观念，最值得珍惜的是国家主权独立下
的现代化发展。只有这样，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才会越走
越宽。

《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1800—2000）》
彭南生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发扬创新与变革精神，民族特色的产品最有生命力
读+：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走上了一条

新道路，有哪些成就和教训？
彭南生：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共早期领袖与国家领导人就确立了“工业
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
的工业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巨
大成就，比如：现代工业生产比重大幅提升；建
立起了一套完整、自主、门类比较齐全、空间布
局比较合理的工业化体系；确立了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工业企业体
制；工业技术升级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比重逐年上升。这些成就都是在克服了巨
大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来之不易。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应吸取一些惨痛
的教训。首先，工业化过程中的“急躁病”，以

“大跃进”为例，为了“赶英超美”，在工业领
域，出现了大炼钢铁运动，影响整个工业生产

的经济效益。其次，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
染换来的粗放式增长，造成环境破坏的不可
逆性与工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读+：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发展的历程伴
随着曲折与反复。我们应该从中继承什么？
扬弃什么？

彭南生：中国近现代手工业面临着和传
统手工业完全不同的环境，这就是人类已经
进入工业化时代。一方面，手工业要承受机
器工业的排斥和打击；另一方面，如何充分运
用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制度与市场的变化，
顺势而为，不断创新和变革，是传统手工业获
得新生的重要保障。凡是有所进步的手工业
行业，不仅承受了工业化的冲击，而且在不断
地寻求改革。

如果说从中国近现代手工业曲折的历程

中继承什么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发扬
创新与变革精神，需要抛弃的是形形色色的
落后与守旧观念，最值得珍惜的是国家主权
的独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中国式现代
化的道路上持续地走下去。

读+：在您看来，手工业在中国式现代化
中有着怎样的使命？手工业如何成为中华文
化传播新名片？

彭南生：手工业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的潜力主要在于文化赋能的经济新动能和
它的文化传承意义。中国手工业文明灿烂辉
煌，历史悠久，留下了许多技艺精湛的独门绝
活，如玉雕、木雕、漆器、景泰蓝、苏绣、徽墨、
蜡染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构成
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
财富和中国工业文明演进的活化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升，人们会越来越欣赏传统工艺品的艺术
性与个性化，但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
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一要注重传统技艺
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在现代技术中嵌入传统
手工艺。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东阳木雕尝试将
传统技法应用于奢侈品的内饰定制，大大提
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二要充分利用现代传播
手段与营销方式，如利用微视频的网络传播
功能讲好非遗故事、开发IP、数字藏品、直播
带货等手段，使传统工艺文化和手工业品广
泛融入消费市场。三要在乡村振兴与发展
中，发挥国家政策的激励作用，促进一乡一
艺、一村一品等模式的形成。

总之，手工业发展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
东西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中国近代手工业走出自己的现代化路径
读+：在您看来，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进程

向现代工业迈进，到了怎样的程度？
彭南生：手工业虽然行业众多，但就其性

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看，它仍然是一个整体，
是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在
这个整体中，一部分重要的、与民生关系密切
的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过程
是曲折的，我们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个过
程。

形象地讲，假如我们把传统工业看作此
岸，把现代工业看作彼岸，“半工业化”就像一
条船离开了此岸，正在向彼岸进发，但又没有
到达彼岸——它离开了原来的传统工业轨
道，处于向现代工业迈进的途中。

最典型的行业就是在近代中国城乡存在
十分广泛的手工织布业。传统的手工织布业
使用双手投梭、效率低下的旧式木机，但是由
于手工纺纱业效率更低，满足不了旧式木机
的原料需求，以至于长期以来旧式木机没有
什么改进。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物美价廉的
机纱的倾销，旧式木机显得落后了。

甲午战争后，掀起了一股改良风潮，先是
手拉机，后是铁轮织布机相继出现，这种铁轮
机起初从国外进口，后来民族机器工业也能
仿造，近代城乡手工织布业大量使用。铁轮
机不仅把织布业者的双手解放出来，效率大
大提高，而且布幅的宽度不再受限，因此，在
市场上很受欢迎。一些重要的手工织布业区
域，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山东潍县，苏
北的南通、海门等地，其产品不仅在本地市场
上销售，而且在外地市场也广受欢迎。铁轮
机已经运用传动装置和机械原理，由于所需
体力较大，一般都是男子上机织布，但是，在
条件具备的地方，它已经可以用蒸汽机动力
或电力直接带动了。在河北高阳等地，也出
现了从手工织布作坊转化而来的使用电力的
织布厂。

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中国织布业完
全有可能发展到机器织布阶段。但很可惜，
由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随后日本全面
发动侵华战争，这一进程未能继续。尽管如
此，从手工业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一未竟的历

史进程深深地烙上了“中国式”的痕迹，这就
是本土手工业通过技术工艺改良、经营方式
变革、管理制度创新等，是完全有可能过渡转
化到机器工业生产的。如果说直接从国外引
进先进技术设备、创办大型机器工业企业是
一条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的话，那么，这种借
鉴先进工业文明，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对本土
固有手工业进行改造、转化到机器工业生产
方式的路径，就是一条嫁接型的工业化道路。

读+：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手工业多被机
器生产取代，中国近代手工业呈现“韧性生
存”的特点。这种差异折射出我们的手工业
现代化发展有着怎样的特点？

彭南生：工业革命后，英、法、德、美等国
先后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工业取代了
传统手工业，在近代中国，这一进程却曲折得
多，手工业长期存在下来，呈现出“韧性生存”
的特质。

还是以手工织布业为例，在农耕经济时
代，手工棉纺织业与农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千百年来，“男耕女织”的模式没有多少变
动，自从外国机器棉纺织业侵入中国以来，这
一结构开始松动，手纺纱在机纱的打击下逐
渐衰落以至于消失，当人们以为手工织布业
也会面临着相同的命运时，它却顽强地生存
下来了。

难道手织业比机织业更先进吗？当然不
是，它之所以有如此韧性，一是庞大的市场容
量，短期内机器织布业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
穿衣需求；二是手纺纱衰落后，手工织布业成
为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撑，农民手织业者
不愿也不能轻易放弃；三是手工织布业自身
在不断变更。如前所述，手工业者不仅使用
机纱织布，而且使用了更加进步的织布机，从
手拉机到铁轮机，织布效率成倍增长，如果不
是外国侵华势力发动的战争，它很可能率先
过渡转化到机器织布业，完成手工织布业的
现代化。这一现象的存在说明在落后国家和
地区，完全可能走一条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
现代化路径，工业化没有固定不变的、千篇一
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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