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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莱州玉雕手工艺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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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 人们对艺术审美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 玉雕手工艺作为传统民间工艺

品中重要部分被逐渐传承，由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各种信息、文化等都以高速传递模式传播并充斥着我们身边，使得传统手工

艺人面临越来越严峻挑战，如何继承与发扬老一辈艺术家们所创造出具有地域性和民族特色的技艺是至关重要的。大数据时代

到来及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领域应用普及化、专业性程度高以及“互联网 +”技术迅速推广等优势下，使得我们开始认识到保

护文化遗产与创新利用技艺传承发展相结合，提出工艺传承的措施 ,从而更好地实现传统手艺人得保护和弘扬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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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lifestyle,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artistic aesthetics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Jade carving handicraf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folk handicrafts, has been gradually inheri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ra, various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are 
spread in high-speed transmission mode and flooded around us. The traditional craftsmen are faced with more and more 
severe challenges. How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kills created by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artists wi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crucial.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ll walks of life, a high degree of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rapid promotion of “Internet +” technology, we begin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use of skills, and 
propose measure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rafts, so as to better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folk art of traditional crafts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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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要求不断提高 , 而大数据技术则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且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作为一种新兴产业玉雕手工艺也在近几年得到了飞速发展。传统手艺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 , 它的生产方

式主要靠手工操作 , 制作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大数据背景下 , 我们的传统手工艺面临着巨大冲击 , 但更多的是继

承和发扬了民间技艺。它是现代艺术形式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独具特色的部分。在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

地域特点鲜明以及人们欣赏水平提高等诸多优势条件之下 , 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与发展并成为非物质遗产

之一，大数据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

一、莱州玉雕手工艺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人们生活

水平和质量也在逐渐提高 , 传统手工艺面临着越来越严

峻的挑战。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艺术审美需求、追求美

好精神家园与传承文化内涵等方面要求而产生并得以迅

速传播开来，民间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新

事物来丰富自身作品内容。[1] 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

了关键作用 , 成为当地民间手工艺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

的主要载体。

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对现代人来说是重要

的，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群众创造性地智慧、体力

与智力成果所产生的创造价值以及享用过程中得到尊

重、欣赏，也为我们记录着历史变迁 , 了解过去并预测

未来提供经验证据和基础资料，人们通过继承传统工艺

技术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技艺。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

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

史文化的国家。随着时代的发展 , 一些传统工艺被现代

机械设备所代替 , 但也有一部分传统手工艺经人们不断

地研究、改进和创新后仍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二、大数据背景下，莱州玉雕手工艺在传承和保

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 , 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变化 , 在这个大数据发展迅速、信息爆炸式增

长的新时期下人们对手工技艺已经无法承受繁重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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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问题。[2] 传统手艺面临着活态传承与保护并举之

以还能保持民族艺术生命力及活力，由于学生不能将大

数据技术与玉雕的手工技艺结合，导致玉雕产业处于低

迷期和衰退期。

同时，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之下，激烈的市场

竞争如同烈火般愈演愈烈。人们对于传统手工艺的热情

似乎也逐渐消退，转而投向那些更为精致、技术含量更

高的工艺品。面对这样的转变，我们的国家和地区并没

有选择视而不见，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这些

措施旨在鼓励手工艺人不仅仅局限于过去的技艺，而是

通过电脑技术将玉雕工艺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他们鼓

励艺术家们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以此来增加销售收入，

从而为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杰出的艺术

家开始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学习计算机知识和相关课程，

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他们还积极申请专利，保

护自己作品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确保自己的作品能够得

到专业化的处理与展示。这种创新不仅仅是对传统手工

艺的一种现代化诠释，更是对其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次

大胆尝试。

除此之外，在大数据背景下 , 传统手工艺面临着

严峻的生存挑战。在新时代人们对于艺术审美的追求也

越来越高，而这一现象就使得许多玉雕人为了迎合当代

年轻人的喜好和追求，他们开始学习一些先进、科学且

有自己特色技法与理念并且拥有创新意识以及专业技能

水平较好传承技艺使之能更好地进行继承发展并发扬光

大，这些手工艺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传统文化元素被

淡化，学生不全方位了解玉雕市场的各方面现状，因此

不能很好地将技术与玉雕结合。学生对传统工艺的创新

意识不足，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从而使玉雕产品没有

新颖的设计以及独特的创意。这些问题都是大数据时代

下，传统工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大数据推动莱州玉雕手工艺传承和保护的可

行性分析

大数据推动传统手工艺传承与保护，在现代艺术

的冲击下 , 人们对于文化产业认识越来越清晰 , 对传统

手工技艺也有了新的认知，都离不开技术上和思想观念

上等方面突破性发展后所带来创新点的开拓，是时代赋

予我们进行创造时需要思考并解决问题。

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它不仅可

以作为一种物质载体为我们提供精神财富还能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更多的是追求个人价值、

自我表现与满足感而非艺术性和实用意义上 , 要树立文

化自信，工艺传承人通过专业培训与指导来提高技艺水

平 , 使其成为手艺后继有人才并将之发扬光大，要借助

大数据技术实现传统文化 , 以满足时代新需求为基础创

新产品和服务模式。

大数据推动传统手工艺传承和保护的问题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话题 , 学生对于玉雕的传承需要借助网络的

力量，设计玉雕的传承。[3] 学生应该用新思维看待文

化艺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积极性，还能提升

他们对于大数据时代中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促进传统民间工艺与现代生活融合。

1. 加强政策扶持，构建产业发展环境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大数据的应用 , 并制定相应

政策扶持玉雕手工艺行业。建立健全保护机制，建议加

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合作 , 出台关于保护措施

和制度，加快人才培养步伐，以高校为中心开展专业培

训工作，积极引进优秀艺人才及技术骨干，组建一批大

数据大师团队进行系统研究和开发等项目活动来支持我

们的传统艺术产业发展 , 推动现代玉雕手工艺传承人队

伍建设。

其次，政府要加大对大玉雕产业的扶持力度 , 制

定相应政策 , 建立健全保护机制 , 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

进行技术创新，应加强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各种形式来

增强人们对于传统手工艺技艺传承人、学艺者以及教授

徒弟所具备文化艺术价值与人文精神。在举办活动时也

应该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并提供必要设备保障等措施保

证玉雕行业有序发展及可持续经营下去。

最后，政府要注重对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加强

与高校的合作，在高校中开设传统手工艺相关课程，鼓

励高校毕业生和有志于从事传统手工艺行业的大学生投

身到这一行业中来，建立一支有一定专业基础的传统手

工艺队伍。同时要重视对年轻一代人才的培养，在鼓励

他们学习传统技艺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出现“老龄化”

现象，适当增加新的年轻一代。加强政府与社会各界之

间的合作与沟通，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学习环

境。

2. 培养学生技术，传承玉雕手工艺技艺

随着现代经济发展 ,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对文化艺术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以政府为主导为前提

开展一系列专业培训活动，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培养具

有较好技艺水平的大师 , 提高他们对工艺创作及管理技

术方面知识掌握能力并能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加

强教育培训 , 学生提高玉雕手工艺技术传销水平，要加

大对学生的培养力度和扶持政策，建立完善人才激励机

制。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 越来越

多追求轻松愉悦的人需要时间进行创作和表演以满足

自己内心需求。[4] 要传承好传统工艺 , 提高创作能力 ,

就要大力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加强教育与

培训。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学生参与到行业规划中来以提

升工艺技术队伍整体水平 , 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创

作能力 , 为实现传统手工技艺向现代工艺品生产方式转

变提供人才保障。

3. 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莱州玉雕的知名度

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 , 以及其自身所具备的价

值 , 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了传统玉雕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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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时代进步和社会需求。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相结合，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为我们提供更好更便捷更高效

地服务。学生能够通过对海量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和分析

处理之后可以得到更加有用的信息并且能够让消费者参

与其中从而获得更大利益 , 对于环境设计的学生努力学

好专业知识，扩展对大数据技术的了解，发展玉雕的传

统技艺。

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 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

更高要求。而艺术市场也因此受到极大关注。在这个大

数据时代背景下 , 学生更应该抓住机遇、不断创新自己

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需求并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新产品

和服务来吸引客户眼球，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营销等

方式进行宣传推广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借助国家政策法

规进行保护与监督从而提升玉雕产业的社会影响力。大

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信息进行

搜集和分析，为传统玉雕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 使其焕发

出新的发展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提高市场竞争

力就必须用更多、更好地方法来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

比如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玉雕产品的材质、雕刻技艺、

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介绍，使人们对

玉雕产品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大数据技术下的网络平台

具有很大优势，它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并

能让人们参与其中，增强文化自信。同时，也可以通过

大数据技术为莱州玉雕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和质量监

督体系，这将有利于玉雕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但是在

大数据技术时代下，传统玉雕产业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

危机，只有对莱州玉雕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才能适应

新形势下的社会发展需要。

四、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莱州玉雕手工艺发展的

方向

要建立起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相协调的新格

局，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积极开展创新型企业创建

活动以培育壮大大数据产业集群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主体力量和核心竞争力 , 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及综合竞

争实力 ,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

提高 , 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手工劳作 , 对艺术文化有

了更高层次上更深层需求，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是

新机遇、新挑战。同时，在大数据的背景下 , 我们应该

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全面规划 , 并将其作为重点保护项

目来对待。要做的是立足传统和创新，结合现代技术手

段和网络信息传播工具进行宣传造势 , 使更多消费者了

解到莱州玉雕手工艺并愿意接受它来发扬光大。除此之

外，要结合莱州玉雕手工艺的历史发展，将传统玉雕工

艺与现代的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结合起来，在继承和

发扬传统玉雕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还要加强玉雕手

工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

要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队伍，形成一种良性竞

争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来

对其进行管理。要将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传统玉雕工

艺当中，将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作为发展动力，使其符

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并不断适应时代潮流，利用大数据

信息技术来实现传统玉雕手工艺的现代化转型和升级。

在大数据背景下 , 传统文化面临着被现代经济社

会所抛弃的挑战 , 传承与发扬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

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要保护好本地区现有的玉雕手工

艺，要建立一套完整且有效地保护措施来保障玉雕手艺

艺术的完整性 , 使其具有一定意义上历史价值。大数据

时代背景下 , 传统文化面临着被新的技术、材料和方法

替代 , 传承与发扬老一辈手艺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在这

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先进科学手段对其进

行有效保护。大数据为玉雕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

网络媒介传播速度加快以及手机软件等电子信息技术发

展普及应用到传统文化之中 , 人们越来越依赖通过互联

网来了解和欣赏各种技艺。

结  论：

大数据背景下 , 传统手工艺面临着巨大挑战，随着

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对物质要求的

不断变化，当代人更多追求精神层面上满足，从艺术审

美的角度出发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优秀民间技艺已经成

为时代潮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之一。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意识

到保护与继承两者之间关系的。大数据背景下环境设计

的学生拥有从海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挖掘出具有有价值

民间手工艺品的能力，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并形成规模经

济效应，使这些优秀传统技艺得以传承以及创新发展成

大数据时代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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