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西地区竹编工艺发展探

中国的竹编工艺在华夏大地已经历了数

千年的历史。湘西地区的竹编工艺在中国竹

编工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2004年在高庙文化遗址考古发掘

中，出土了竹篾垫子(距今约7400年)，其

竹篾菲薄如纸。如此精湛的工艺，成为考古

之谜。高庙篾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已知最早的

竹工艺品。千百年来，湘西各族人民利用丰

富的竹资源，不断丰富着湘西地区竹编工艺

的内涵，使湘西的竹编技艺代代相传。

一、湘西竹编工艺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湘西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为竹子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

件。当地居民对竹子有着特殊的感情，山林

里、村寨旁，随处可见一丛丛、一片片的翠

竹。人们的H常生活和劳动用品都离不开竹

子，如用竹子编篮子洗菜，编斗笠避雨，编

背篓、畚箕背东西、挑泥土等。寨子里成年

男子一般会简单的竹编手艺，以应生产劳动

中需要之急，家中有精细的竹编活计就要叫

手艺好的来编。旧时，竹编手艺好的叫篾匠

师傅，哪家要编个背篓、篮子或打个凉席，就

得将篾匠师傅叫来家里。篾匠活成为本地一

门重要的手艺，村寨中的后生一般会向篾匠

师傅拜师学习竹编技艺，篾匠师傅带着徒弟

走寨串户做竹编活计，这样就形成了以村寨

为单元的众多师徒传承体系，推动着湘西竹

编工艺的发展。有些竹编工艺品在历史上都

很有名，如中方编织的斗笠在清朝乾隆年间

一度成为朝廷贡品，声名鹊起。直到新中国

成立前，竹编艺人都是以散户的形式做活，

缺乏专业的店铺或大型作坊，制约了湘西竹

编工艺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竹编

艺人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成立了竹器社，以

生产农用产品和工艺用品为主，以集体生产

和“外加工”的形式组织生产，使湘西竹编

工艺产品在产量、花样、品种上有了很大的

突破。后来在竹器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竹编

厂，进一步促使了湘西竹编工艺的发展，如

会同的竹编工艺厂的产品曾于1977年、1980

年丽次被选送参加了在法国、菲律宾举办的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尔后在北京和

广交会上展出，受到国内外专业人士的高度

评价。这些竹编工艺厂不但产品出国创汇，

还培育了一批优秀的竹编人才。1988年竹编

艺人李国盛作为“中国竹革编专家组”技师

赴非洲传授竹编技艺。这一时期是湘西地区

竹编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竹编产品无论是

工艺上还是产量上，都是历史上最好的和最

多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塑料制品的大量涌入，以传

统产品为主的湘西竹编工艺受到巨大的冲

击。竹编工艺品附加值低，使得湘西竹编生

产出现了严重衰退。竹器厂纷纷倒闭、转产，

竹编艺人纷纷改行或南下打工，竹编技艺濒

临失传。

二、湘西竹编工艺衰退的因素

湘西竹编工艺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红火到90年代的迅速衰败，有以下几个原

因。

1．观念滞后，缺乏创新意识。90年代初，

全国各地的竹编工艺企业在我国经济转轨时

期都有过阵痛，但许多竹编企业在竹编产品

的使用功能上抢了一个先机，即由原来的以

编织生产生活用品为主转变为以装饰工艺品

为主的生产理念，并将市场中农村和中小城

市向大中城市转移，赢得了市场。而湘西的

竹编产品仍停留在传统的竹编产品和工艺

上，在造型、花样上都没有起色，加上附加

值又低，很难有市场。

2．缺乏专业的设计。湘西竹编工艺企业都

是在竹器社的基础上成立的。竹编艺人大部分

来自村寨，文化水平低；竹编手艺都是靠师徒

传承，师傅除教会徒弟竹编起底、翻底、锁口

等基本工艺外，其他的手艺就是师傅会做什

么，弟子就依葫芦画瓢做什么，很难有过多创

新。有些艺人虽然在编织时加入一些生活中常

见的元素，但也只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模仿，

缺乏提炼加工，如竹编的“乌龟”、“大象”等

只是对动物原形的套用，缺乏形式美感。一些

胎编的花瓶工艺品造型缺乏现代感，虽然编织

手艺不错，却很难满足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3．落后的加工设备及编织工艺。许多外

省的竹编企业用先进的设备将竹篾分离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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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后，再根据现代提花编织原理，采用多种

不同的挑、压、破、拼等编织工艺制作产品，

有的竹编产品可以与丝绸、刺绣相匹配，提

高了产品的附加值。而湘西竹编产品由于设

备及编织工艺落后，只能编织一些粗糙的低

端产品。

三、重在创新——湘西竹编工艺的未来

湘西竹编工艺的发展目前已到了十字路

口。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进而变

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加快当地经济的发

展，走出一条发展竹编产业的新路子，已成

为刻不容缓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重点

是要有创新。第一，人才培养创新。要改变

以往靠师傅带徒弟的人才培养模式，改由当

地职业学徒开设相关编织课程，培养既懂编

织又有一定设计创新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同

时以地方院校为龙头，会同当地民间艺人成

立专门的竹编研究机构，发掘湘西传统的竹

编工艺，推陈出新，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要

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第二，产品功能和市场

观念上的创新。传统的湘西竹编产品大多是

箩筐、簸箕、竹篓、竹椅等日常生活用品，主

要是面向农村市场。如果将原来的生活用品

在造型和编织工艺上进行改变，使之美化，

强调装饰性，能用于城市千家万户的装饰陈

列，市场前景一定广阔。第三，竹编织与当

地的旅游资源相结合。湘西的旅游资源丰

富，这给湘西竹编工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各地竹编产品如果围绕旅游做文章，开发一

些具有浓郁湘西地域特色的竹编旅游产品，

其前景不可估量。另外，可以抓住城市中大

型超市取消塑料购物袋的商机，开发出多款

便于携带的竹编手袋，就会成为城市的一道

新风景。

湘西竹编工艺品的发展目前遇到了一定

的困难，但只要充分发掘湘西传统的竹编优

势，充分利用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旅游资源，

就会重新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新路子。

罗明金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艺术设计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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