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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舒城贡席、霍邱柳编、临淮泥塑、毛坦厂油纸伞与翁墩乡民俗剪纸构成了皖西丰富的民俗工艺资源，但其发展现状并不乐观，

甚至有些手工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将地方优势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可从开发旅游创意产品、新建民俗工艺博物馆与示范村、

创办民俗工艺美术双年展与民俗艺术节、建设民俗工艺体验馆与文化创意集市等五个方面制定皖西民俗工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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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民俗工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熊 辉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一、皖西民俗工艺概述

皖西是安徽省西部六安市辖区的俗称，包括金安

区、裕安区、叶集区、金寨县、霍山县、霍邱县、舒

城县共四县三区。“从远古的皋陶文化到春秋战国的

楚文化，再到两汉的六安国、淮南国文化，又历经了

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文化积淀”[1]。

皖西地区形成了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其中颇具代表

是皖西民俗工艺，它为发展皖西旅游业提供了宝贵的

资源。

（一）舒城贡席

舒席，又称“贡席或龙席”，因产自六安市舒城

县而得名。“明朝天顺年间，舒城人吏部尚书秦民悦

将舒席带进宫廷，深得明英宗赞赏，并题词‘顶山奇

竹，龙舒贡席’”[2] 闻名天下。舒席编织工艺复杂，

制作流程有裁料、开竹、破条、切头、划条、起黄、

匀撕、蒸煮、刮篾、编织、收边、检验 [3] 等共约 12

道工序。舒席工艺的特色表现为三方面，其一，精致

的编织工艺，织席的篾丝约从 10 到 60 根，并分为不

同等级。其二，舒席编织图案大量使用回纹、十字纹、

方胜纹等古代吉祥的图案作为装饰。其三，舒席层次

丰富，经久耐用。

（二）霍邱柳编

霍邱柳编产自六安市霍邱县，明代正德年间，《颍

州志》曾记载过阜南柳编：“淮蒙盛产荆，采伐加工，

洁白如玉， 坚韧如藤。”[4] 霍邱柳编工艺制作流程

主要有：“选料、樑棍、上径、盘底、上模、贴模、

捥耳、收口、上圈、缠沿、熏蒸、上色、装系、修整”[5]

等共约 14 道工序。霍邱柳编丰富的颜色为其注入了

勃勃生机，立编、拧编、勒编、交错编 [6] 的技法，

形成了独特的编织语言，整个柳编充满了乡土气息。

（三）临淮泥塑

临淮泥塑，以霍邱县民俗艺人田孝琴为代表。她

的泥塑工艺流程主要由选泥、和泥、初稿、起型、成

型、阴凉、设色、修整等约八道工序。临淮泥塑艺术

特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首先，过渡性。临淮泥塑产

生于淮河之滨，既受到天津泥人张与河南淮阳泥塑的

影响，又受到淮河两岸地域及历史民俗的影响，从而

孕育了过渡性特征。其次，朴实与夸张。临淮泥塑继

承了天津泥人张的大胆夸张，又融合了淮河地域憨厚

朴实的民俗风情。最后，题材生活化。田孝琴的泥塑

以乡土生活而闻名，如她的作品《老少欢》等早已闻

名遐迩。

（四）毛坦厂镇大红袍油纸伞

大红袍油纸伞产自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的明清

古街，手工艺人徐修生现已 86 岁高龄。他原本是当

地伞厂的工人，14 岁起就与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

的大红袍油纸伞工艺精湛，经久耐用。一把油纸伞从

选材到制成需要两三天时间。伞布是由皮纸或宣纸制

作而成。宣纸上要刷 3-4 次发酵过的野生柿子油脂，

以防止发霉或漏雨，最后还有刷 2-3 遍桐油。阴干之

后，伞散发出淡淡的桐油的清香。油纸伞以大红色为

主，色彩夺目，古镇背景下一抹中国红，使得油纸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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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更加传统与古朴。大红袍油纸伞寓意吉祥，油纸

伞在当地是结婚嫁娶的必备品，结婚仪式中新娘撑着

油纸伞寓意避邪祈福。因此，油纸伞又有了一段与爱

情的美丽传说。

（五）翁墩乡民俗剪纸

六安市金安区翁墩乡是有名的剪纸之乡，早在上

世纪 90 年代就在全国获得过“文化兴乡一枝花”的

美誉。近年来翁墩乡民俗剪纸呈现出不太景气的局面，

主要是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的民俗工艺失去了其生

存的环境。但是翁墩乡民俗剪纸的传承人徐圣年依然

默默地坚守着。翁墩乡民俗剪纸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两

点，其一，以新农村新气象为主题，但仍以传统的吉

祥如意为主。其二，剪纸工艺玲珑剔透、画幅大小不

一，且以单色为主。

二、皖西民俗工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策略

时至今日，民俗工艺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被淡忘。

如果将民俗工艺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开发应用，就是对

民俗工艺的一种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一）开发旅游创意产品

结合皖西地域民俗工艺与旅游发展现状，首先，

要树立品牌观念，如舒城贡席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优质

产品，要进一步扩大影响，必须创立舒席品牌。以舒

城万佛湖 4A 旅游景区为基础，万佛湖特别适合春夏

秋三季旅游，春夏之交正是舒席销售的旺季。将舒席

以地域文化元素重新命名，并分为高、中、低三个档

次，如周瑜席、公麟（李公麟）席、万佛席等。以舒

席为契机开发竹席制品的小家具产品，在万佛湖旅游

景区售票厅集中展示销售。同时舒席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在销售区现场编织舒席，动态地展示舒席工艺，

吸引很多游客关注。

其次，皖西民俗工艺还有霍邱柳编、临淮泥塑、

大红袍油纸伞、翁墩民俗剪纸等，都应与地域旅游产

业进行深度合作。霍邱柳编不仅要发展家庭生活用具，

而且要进一步开发童趣娱乐产品与创意玩具，用柳枝

编造传统民俗的各类玩具，如球类、灯笼类、动物类、

纸扎类等，它们既可以作为玩具又可作为室内装饰的

摆件小品。临淮泥塑具有民俗玩具的功能，以此为基

础发展各类民俗玩具与艺术雕塑，供给各类商场与酒

店作为装饰品。大红袍油纸伞具有实用功能，开发旅

游产品时要扩大产品的使用范围，制作一些小尺寸的

油纸伞作为装饰艺术品。并且改变油纸伞的原有单一

的颜色，吸引更多的游客关注购买。

（二）建设民俗工艺博物馆与民俗工艺示范村

建设民俗工艺博物馆一方面保护了皖西民俗传统

手工艺，另一方面开发了一个突显地域文化的旅游资

源。当地手工艺企业或政府主管部门，应以发展旅游

为动力，以保护民俗传统文化为目的新建民俗工艺主

题博物馆。如以翁墩乡民俗剪纸为例，并以翁墩乡原

有的民俗文化底蕴为基础，新建皖西民俗工艺博物

馆，将皖西地域的民俗工艺集中起来展示给游客学习

观赏。馆内收集的工艺品应包括民俗传统生活生产方

式及其过程，如插秧、割稻、打稻、捣米、打年糕等

生活场景及其使用的工具。木匠手艺、篾匠手艺、石

匠手艺、瓦匠手艺、纺织与女红手艺、生活技艺等各

方面的民俗工艺都应纳入民俗工艺博物馆，然后进行

分类规划展示。民俗工艺博物馆结合现代科技可建立

传统技艺数字展示厅、民俗工艺展区等。

霍邱县旅游资源相对较少，但可借霍邱柳编工艺

为基础建设民俗工艺示范村。民俗工艺示范村吸引全

国的民俗艺人进驻于此，并进行手工艺展示与产品销

售。霍邱柳编应在民俗工艺示范村中起到领导者的作

用，游客在参观柳编制作工艺的过程中，也能顺便光

顾民俗工艺示范村。手工匠人必须以工作室的形式入

村，不得单纯售卖民俗工艺产品，旨在传承与保护民

俗工艺。同时民俗工艺工作室可以招收学徒，开展有

童趣性质的学前教育，也有正式形式的拜师学艺。学

习以一个产品为周期。这样发展当地民俗旅游业与民

俗工艺传统教育相结合，一方面发展了地域旅游产业，

另一方面保护了民俗工艺的发展。

（三）创办皖西工艺美术双年展，打造民俗艺术

节

创办皖西国际工艺美术双年展，吸引国内外工艺

美术家来参展，定向邀请一批有影响力的工艺匠人参

加展览。展览地点可设在皖西民俗博物馆或者天堂寨

旅游景区自然展览馆内。这不但是一项旅游资源开发，

而且创造了地域文化旅游品牌。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

借鉴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的经验。将皖西民俗工

艺与自然风景紧密结合，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这种

形式一方面丰富了旅游产业，另一方面为皖西民俗工

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为契机，创办皖西民俗艺术

节以此吸引游客。将所有民俗艺术纳入其中，具体的

民俗艺术可分为八类：“以审美和精神生活为主题，

分为祭祀供奉类、装饰美化类、娱玩教化类、游艺竞

技类；以实用和物质生活为主题，分为穿戴服饰类、

宅居陈设类、生产劳作类、生活起居类。”[7] 皖西民

俗艺术节可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艺术展览、表演、

技艺传授等活动。民俗艺术节主要举办地点可设在六

安市内，其他县可创建分会点。如霍邱柳编艺术节可

选址在民俗示范村举办，现场进行编织销售民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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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艺术节期间举办民俗工艺祭祀活动，特定主题

的民俗艺术评比活动，民俗艺术产学研交流活动等，

对优秀的民俗工艺匠人给予奖励。政府也可在皖西民

俗艺术节期间选出一批典型民俗艺术项目给予定向的

资金支持。这样在六安市内每年也会形成另一个旅游

资源亮点，届时会吸引全国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

交流。

（四）举办文化创意集市，开发民俗工艺城市休

闲旅游资源

定期举办民俗工艺进社区义卖活动，在六安市兴

建文化创意集市一条街，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对于新

生代的民俗工艺匠人，政府对他们义卖的产品给予资

金补助，在政策上给予帮助。申请到集市上进行文化

创意交流的匠人，政府提供免息贷款与免房租优惠。

努力新建城市旅游休闲一条街，塑造城市民俗工艺旅

游文化品牌。具体而言，舒城贡席、霍邱柳编、临淮

泥塑、毛坦厂油纸伞以及翁墩乡剪纸等都要入驻创意

集市并逐渐建立自己的品牌。再进一步招商引资一批

国内有影响力的民俗艺术入驻其中，政府负责相关的

休闲设置建造与招商。每个月举办一次民俗工艺创意

集市活动，以此搭建买卖双方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创

意集市还应与全国各个高校的艺术设计学院进行产学

研联合，最终形成民俗工艺城市休闲旅游资源。

（五）建造民俗工艺体验馆，倡导体验旅游

现代旅游越来越强调体验，“旅游体验是一种跨

文化的、身心共融的审美体验，作为“体验”的旅游

是旅游者与其浸入的情境互动的结果”[8]。皖西民俗

工艺旅游资源开发应注重旅游体验建设，具体可分两

部分：首先，皖西民俗工艺体验馆可与皖西民俗工艺

博物馆或皖西民俗工艺示范村联合创建，这样有利于

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最优使用效果。以毛坦厂油纸伞

工艺体验馆为例，游客与学徒们可以定期去学习，配

备专业的手工艺人作为导师，从选竹、制伞骨、伞柄、

伞寸、伞头、伞布、到染色等制作工艺全程展示给有

特定需求的游客。民俗工艺体验馆分为长短期两种体

验游学模式：长期体验班以民俗工艺技巧与创意思维

训练为主，短期班以体验为主。游学结束后颁发由工

艺大师与相关政府部门共同签署的结业证书。   

创建皖西民俗工艺体验馆是现代生活消费模式下

诞生的新兴的旅游方式，注重旅游者的体验与互动。

这种体验旅游使旅游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视听觉、味

觉、审美上的享受，而是一种互动交流、学习成长所

带来的满足感。其次，体验式旅游是小众化、圈层式

旅游的发展方向。皖西民俗工艺旅游也具有这种潜质，

诸如这类旅游资源还有柳编工艺、临淮泥塑工艺等都

比较适合开发这种体验式旅游的资源。这种形式也是

未来教育旅游与文化创意旅游的发展方向。

三、皖西民俗工艺旅游资源开发应用的意义

（一）丰富了皖西地域旅游资源

皖西民俗工艺是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旅

游资源开发中应用这些民俗工艺，丰富了皖西地域旅

游资源，创造了新的旅游体验与旅游形式，提高了皖

西地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创意性与竞争力。

（二）保护与传承了皖西民俗工艺文化

将皖西地域民俗工艺应用在旅游资源开发中，这

是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策略执行的结

果。“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

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以有效传承技艺为前提，借

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

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方式”[9]。一方面，生产性保护

形成了对皖西民俗工艺资源的活态传承。另一方面皖

西民俗工艺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民俗工艺的生存创造

了合适的生态环境，弘扬了皖西民俗工艺文化。

（三）发展旅游事业，致富一方百姓

将皖西丰富的民俗工艺转换为旅游的优势资源，

再进而转换成一种文化生产力。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为地方百姓提供了就业岗位，也让民俗工艺文化事业

后继有人。旅游与地域民俗传统文化结合是社会发展

的需求，也是社会民众的自我觉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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