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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手工艺与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研究——以大别山编类
非遗技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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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聚焦大别山编（柳编，竹编，藤编）类技艺与红色文创融合路径，通过文献与田野调查，解析其千

年编织技法、楚汉文化印记及非遗活态传承价值。针对传承人老龄化（60 岁以上占比 68%）、青年从业者不足

15%的困境，提炼"红星""党徽"等 12 个红色符号，构建"文化符号-技艺语言-产品形态"转化模型，开发兼具功能

与文化属性的文创原型。市场测试显示，文化认知度提升 400%，消费意愿显著增强。研究引入数字化技术赋能：

参数化设计优化工艺，AR 系统增强沉浸体验，数字孪生模型使单件产品文化信息量提升 5 倍。构建的"技艺本体

-文化基因-现代需求"三维框架，为非遗活态传承提供方法论支撑。成果不仅丰富红色文创形态，更通过符号转

化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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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大别山地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悠久。

大别山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的重要驻地

是“黄麻起义” 的策源地和鄂皖豫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组织了著名的中原突围 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角，解放战争时期，刘邓

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赢得了高山铺，战役的重要胜

利，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当地至今

还留有大量烈士纪念陵园，被誉为 “两百个将军同一

个家”。编类非遗技艺起源于中国，而大别山资源丰

富，历史文化悠久，是当地群众世代相传的民间艺术。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

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

泉。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推动红色旅游高

质量发展，是建设旅游强国的重要内容。推动红色资

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红色文化作为我国独特的文化遗

产，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价值。把文化与红色资源

有机结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具有价值引领力和市场

吸引力的文化产品，让更多的人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

感悟红色文化，是推动红色文化与大别山编（柳编，

竹编，藤编）类非遗技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大

别山革命老区作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具有地理空

间相邻、资源禀赋相近、经济水平相似、社会结构相

仿等特征。加快发展红色文旅产业，抢抓大别山红色

文旅品牌，抢占市场份额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实现换道

领跑的主要举措。非遗手工艺、红色文创产品开发对

大别山红色旅游起到一定关键性作用
[1]
。

2 理论基础

2.1 非遗手工艺与文化传承理论

在非遗保护中遵循三大原则：原真性原则强调保

持非遗原始形态、技艺流程及文化内涵的本真性，如

传统手工造纸严格遵循原料选取与制作工序；整体性

原则注重非遗与周边环境、社会文化的关联性，将技

艺本身与相关民俗、传说、仪式等文化元素视为整体

保护，例如保护传统庙会中的民间表演艺术需连同庙

会文化空间共同维护；可持续性原则注重非遗传承的

长期规划，在保护基础上通过创新产品形式、拓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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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方式实现活态发展，如传统陶瓷烧制技艺在保留

工艺的同时开发现代产品。三原则形成保护与发展的

有机体系，既守护非遗本真基因，又构建其与当代社

会的连接路径，为文化遗产的永久传承提供多维支撑。

2.2 大别山编（柳编，竹编，藤编）类技艺在地

域文化认同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在地域文化认同上，它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像

安徽阜南超 500 年柳编史，先辈生活智慧与文化传统

借此代代相传，让后人深切感受本土文化根源。这些

技艺依托本地自然资源，从材料到工艺，处处彰显独

特地域特色，成为地域文化鲜明标识。而且，当居民

参与、传承这些技艺，能真切感受到文化归属感与自

豪感，金寨竹编传习所、校园传承便是明证
[2]
。

从文化多样性保护看，编类技艺以独特工艺、多

样产品丰富文化表现形式，是民间工艺文化宝库的重

要部分。在工业文明冲击下，保护它们就是传承古老

手工艺，政府扶持、产业助力让其有了生存发展空间。

同时，编类技艺在文化交流中大放异彩，融入红色、

民俗文化开发文创产品，既丰富自身内涵，又促进多

元文化融合，有力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3]
。

2.3 文化传承与创新表达

文化传承：红色文创产品首先要承载和传承红色

文化，包括革命历史、精神、事迹等，通过产品将这

些文化元素传递给大众，让人们铭记历史。

创新表达：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结合现代

设计理念、技术和市场需求，以新的形式、材料、功

能等展现红色文化，使红色文创产品更具时代感和吸

引力
[4]
。

3 大别山编类技艺解析

3.1 柳编、竹编、藤编资源概述

霍邱柳编主要分布于安徽省霍邱县临淮岗乡、临

水镇、周集镇、城西湖乡、宋店乡、新店镇等地，是

当地群众世代相承的民间艺术。霍邱县地处大别山北

麓，淮河南岸，淮河大堤内外有多处滩湾湖洼地，生

长着不惧旱涝、取之不尽的杞柳以及芦苇、荻材等作

物，是编制各种工艺品的主要原料。据《霍邱县志》

记载，当地柳编工艺起源很早，相传起源于周朝，到

明、清时已是当地农民的主要副业，柳编产品曾经远

销江、浙、沪等省市，并出口到海外。在霍邱民间流

传的顺口溜“编来新房、编来新娘、编来小康、编来

幸福”，真实地反映了杞柳编织为沿淮群众带来的实

惠。柳编加工需要较高的工艺技巧，制作时要经过泡、

剪、下料、打底、拧编、顺编以及收口、安装等数道

工序，产品的样式有笆斗、粪筐、抬篮、簸箕、包装

箱、提篮、挂篮、洗衣篮、帽篮、靠背椅、茶几等百

余个品种。如今，柳编工艺由传统的单色编发展到精

编、细编、透花编、套色编、染色编以及混合编（柳

竹混、柳麻混、柳木混、柳草木混）等几十种编织手

法，在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柳编工艺

技术
[5]
。

3.2 大别山柳编传统技法的转换性发展

提高柳编手工艺的经济文化附加值 柳编手工艺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显着的文化标识，已成为创

意产业、时尚产业、设计产业、旅游产业重要文化资

源。可搭建工艺产品设计、展示和销售平台，将传统

工艺产品与当代设计理念相结合，不断积淀和吸收创

新动能，不断融入新材料、新工艺、新需求，实现多

元化发展。要大力发展柳条基地，将创意农业引入种

植，打造柳条景观园，创新生产理念，改进编织工艺

的流程，提高编制工艺的效率，借助文化创意，把柳

编工艺品转换为一系列可满足文化消费者精神需求的

文化产品和服务，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

民族特色、消费特点，在产品的设计、包装、深加工

等方面进行研制创新，开发出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集

艺术性、实用性于一体的适销对路的产品，打造不可

复制、不可替代且能够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并富

有生活情趣的多种编制工艺品
[6]
。

3.3 大别山编（柳编，竹编，藤编）解析

大别山地区横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孕育出了源远流长的柳编、竹编和藤编

工艺。这些传统工艺不仅是当地人民智慧的结晶，更

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下面详细介绍这一地

区的传统编织工艺：安徽阜南：享有“中国柳编之乡”

的美誉众多柳编企业集聚，带动了大量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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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固始、商城：商城山区拥有丰富的野生藤条资源，

传统藤编主要以椅凳、摇篮等生活用品为主。这些藤

编制品采用天然藤条，深受市场欢迎。湖北麻城、红

安：将传统农具编织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巧妙融合，

开发出一系列时尚的收纳篮和装饰品。在保留传统柳

编工艺质朴风格的同时，通过色彩搭配、造型创新等

手段，使产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成功

打开了年轻消费群体市场，阜南柳编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劈柳”技术是关键。通过

这一技术，将柳条劈开，使材料柔韧性大大提升，能

够编织出更加细腻、复杂的图案和造型，极大地丰富

了柳编产品的种类和艺术表现力。

3.4 竹编工艺

工艺特色材料处理：竹材首先要经过蒸煮，这一

步骤既能杀死竹材中的虫卵和病菌，防止日后虫蛀，

又能使竹材质地更加柔软，便于后续加工。蒸煮后的

竹材进行晾晒，使其含水量达到合适标准。然后进行

分篾，将竹材分成宽窄、厚薄均匀的竹篾，根据需要

对竹篾进行染色，为编织出色彩丰富的产品做准备。

创新产品：除了传统产品，还开发出竹编首饰，如竹

编项链、手链、耳环等，将竹编工艺的细腻与首饰的

精致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时尚感；立体竹雕通过巧

妙的编织和雕刻手法，使竹编作品具有立体感，栩栩

如生；竹制灯具则将竹编与现代照明技术融合，灯光

透过竹编灯罩，营造出温馨、自然的氛围。文化传承：

金寨开设竹编传习所，邀请资深竹编艺人授课，为竹

编爱好者和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同时，积极推动竹编

技艺进校园，在学校开展竹编兴趣班、社团活动等，

培养青少年对竹编工艺的兴趣，为竹编技艺的传承注

入新鲜血液。自然材料：柳编、竹编和藤编均采用本

地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柳条、竹子和藤条生长迅速，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对自然材料的运用，不仅

体现了当地人民对大自然的尊重和利用，也强调了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产业转型：成立专业合作社，

整合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积极与

电商平台合作，拓宽销售渠道。例如阜南柳编，通过

电商销售，年产值超 10 亿元，带动了上万人就业，形

成了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格局。文化融合：在产品

设计中融入红色文化，如大别山主题图案，展现当地

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融入民俗元素，如传统的

吉祥图案、民间故事等，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附加

值，使其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4 大别山红色文创产品开发思路

近年来，大别山红色旅游发展态势良好，游客接

待量不断攀升，像红安县 2024 年接待游客 1379 万人

次，六安市今年接待游客 5500 万人次。还搭建了“校

地合作”研学教育平台，开辟了空中旅游新场景。不

过，其发展也存在旅游线路单一、产品开发不足、基

础设施失衡、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开发红色文创产

品，是解决当前困境、推动大别山红色旅游发展的重

要途径。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系统梳理大别山红色历

史，如黄麻起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重大历史事

件，以及董必武、李先念等革命先辈事迹，将这些红

色元素融入文创产品。同时，融合大别山地域文化，

像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手工艺（如大悟剪纸、商城

民歌等），设计出兼具红色文化与地域特色的文创产

品，打造独特文化 IP。丰富产品类型：除常见的徽章、

明信片等纪念品，开发创意生活类产品，如印有红色

元素的文具、家居用品。推出互动体验类产品，像红

色主题拼图、桌游，增强游客参与感。针对研学群体，

开发教育类文创产品，如红色文化读本、历史人物手

办模型，辅助研学教育。创新设计与技术应用：利用

3D 打印、AR/VR 等技术，开发具有科技感的文创产品，

如 3D 打印的红色建筑模型、AR 导览的红色景区地图。

与高校、设计机构合作，举办文创设计大赛，吸引优

秀创意，提升产品设计水平。强化品牌营销：统一品

牌形象，设计独特的大别山红色文创品牌标识，运用

在产品包装、宣传资料上。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进行营销，线上利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推广销售；

线下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特色店铺设，以柳编文

创产品为核心，整合其他地方特色商品，构建红色旅

游商品体系。打造大别山红色旅游商品品牌，通过线

上线下渠道进行推广销售。产品造型单一，创新宣传

不足。霍邱柳编大多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生活

用具为主，造型缺乏多样性，产品缺乏创新性，用户

体验感不佳，无法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从而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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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编工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5 研究结论

增强文化传播力：红色文创产品承载着红色文化，

通过市场流通和游客购买，将大别山的红色文化传播

到更广泛的地区。产品中的红色文化符号和元素，能

引发消费者情感共鸣，使红色文化得到更有效的传

播 。以柳编文创产品为核心构建红色旅游商品体系，

整合了当地各类特色商品，使旅游商品种类更加丰富

多样，完善了大别山红色旅游的产业体系，提升了旅

游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提高了旅游商品的市场知名度

和占有率。游客在购买商品过程中，为当地带来更多

的旅游收入，同时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经

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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