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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徽州百工文化的传承路径探究 
殷陈力 

(黄山学院 安徽 黄山 245000） 

摘要：本文深入探讨了徽州百工文化的内涵、价值、传承期中的挑战与新时代传承路径。徽州百工文化和方言词汇在传承的过

程中面临现代社会冲击、文化认同感缺失、传承方式单一及缺乏有效保护推广等挑战。在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下，通过利用新媒体平

台宣传、创新传承方式、加强人才培养和加大保护推广力度等路径能够稳定持续的推动传承发展，为徽州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

扬提供有效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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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徽州土地上承载着广泛的历史，孕育了独特的徽州

百工文化，也包含了极具特色的方言词汇。徽州百工文化的背

后是古往今来徽州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方言词汇更是反映了当

地的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但是在当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趋势

的情况下，徽州百工文化的传承遇到了各种挑战。结合当下存

在的问题，顺应新媒体时代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解决方案，

确保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传承。 

一、徽州百工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一）内涵 

徽州百工文化是徽州地区特有的文化宝藏。徽派建筑世界

耳熟能详，粉墙黛瓦、马头墙更是体现了功能性和审美之间的

有效结合。木雕、石雕、砖雕更是在徽州建筑上直接体现，雕

刻题材从人物到动植物，细节处体现了徽州人的价值观和审美。

传统工艺方面，造纸、制茶、制墨等内容也是徽州百工文化的

一部分，尤其是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徽墨，享誉世界。而徽

州方言词汇是徽州地域文化的一种呈现，根据家谱、地方志书

等材料探究徽州的移民史，证据显示：今吴语区是徽州最主要

的移民来源地，占比达 40.4%，唐宋则是移民进入徽地最集中

的时期，占比达 65.4％[1]。方言词汇体现出了当地的自然环境、

人文风俗等特点，比如“马头墙”等词反映了建筑特色、“墨工”

等词体现了百工文化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俗语、谚语等更是数

代徽州人在日常生活、工作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哲学和经验，

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徽州的文化和价值的传递。 

（二）徽州百工文化的价值 

《周礼考工记》中提到：“审曲面執，以饬五材，以辨民器，

谓之百工。”[2]徽州百工文化的价值包括历史、文化、艺术和经

济四方面的价值。百工文化是徽州历史发展留存痕迹，阐述了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技术、工艺的发展，极具历史价值。在

后代研究徽州历史时，可以从百工文化入手，分析对应地区商

业发展、文化传承、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都是真实、科学且

可供参考的珍贵资料。百工文化是徽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百工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是徽州人从古至今的文化传承、技艺更

新、智慧和经验的积累，除了保证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特色，还

实现了多地区的文化促进和交流。徽派建筑和雕刻兼具细腻、

古朴、精致的特点，除了彰显了工匠的技术，还能够作为对应

时代的艺术特色进行传承，保证后代能够从建筑、墨、茶等物

品中汲取创作灵感，也提升自身对审美的要求。徽州百工文化

产物从古至今都是市面上最畅销的存在，极大程度上带动了徽

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为当地很多百姓提供了就业渠道。像徽

墨、歙砚是书画界、艺术收藏界炙手可热的存在，而徽派建筑

等也能带动当地的旅游业、传统手工业发展，完成产业结构的

调整，促进当地经济和就业进步。 

（三）徽州方言词汇的价值 

从历史文化方面分析徽州方言词汇的价值，当地的方言词

汇是徽州地区的发展、演变的记录，为研究徽州古代历史提供

了参考依据；也能够从徽州当地的传统习俗、家族观念、交往

沟通等方面分析，剖析徽州的文化底蕴。从地域文化传承，徽

州方言词汇传承了当地的文化、民俗故事、传说、歌曲等瑰宝，

在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完成推动；语言学方面，徽语方言区跨徽、

浙、赣三省，以古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

绩溪和婺源）为中心，同时包括其周边区域以及古严州、古饶

州的部分地区，这与历史上沿徽杭、徽饶、徽宣三大通徽水道

的商业往来和移民交融有关[3]，以至于其方言词汇中包含了很多

古汉语的发音和词汇使用，在追溯汉语演变和发展时能够得到

有用的素材参考。最重要的一点是徽州的方言词汇的语法结构

和表达方式具备的独特性也能够助力我们了解汉语多样性。从

审美价值方面进行分析，徽州方言词汇独特的发音、韵律和表

达方式给人听觉上的享受，也为文学创作、艺术表演等内容提

供了多样素材参考，为徽州文化增添了神秘感。 

二、徽州百工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挑战 

（一）现代社会冲击严重 

在现代社会持续发展下，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面临着

极大冲击。首先，机械化生产对传统手工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导致当地大部分百工技艺无法满足市场对于效率和成本的需

求。像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的普及应用，导致传统木雕、石雕

等工艺逐渐被取代，以至于传统技术和手艺逐渐面临失传的境

地。同时，城市化进程加速让徽州地区人口流失情况加剧，而

当地趋向于城市化发展也会导致人们逐渐忽略对方言词汇的关

注，学校教育和公共场合交流也多使用普通话，徽州方言也趋

向于边缘化发展。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导致娱乐方式拓宽，娱乐

渠道的多样化让年轻人更热衷于新事物的学习，本土传统文化

发展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冲击。 

（二）文化认同感不足 

全球化浪潮之下，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越来越迅速，人们接

触到的流行文化、外来文化数量越来越多，如同徽州百工文化

及方言词汇一类的小众地方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在诸多文

化因素影响之下，目前更加注重通用文化知识的教育，忽略了

地方特色文化，缺乏学习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的平台和机

会，以至于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不足。第三，生活节奏加快和

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导致了人们对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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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不足，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用、简洁、现代化、功能性等

方面的追求，忽略了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三）传承方式单一 

传统观念束缚是造成徽州百工文化传承方式单一的原因之

一。徽州百工文化大部分是以师徒、家族之间的传承来完成发

展，导致百工文化容易出现“断了传承”的情况。并且在师徒、

家族传承期间，还会受到天赋、兴趣爱好、师父精力、徒弟学

习质量等方面的限制，以至于技艺失传概率不断增大。传承方

式单一代表着教学方法的一成不变，很多专业内容以及重要理

论无法实现系统性的记录，导致徒弟的学习质量和应用效果大

打折扣。方言词汇传承缺乏日常沟通交流，大多数人们都用普

通话沟通，长时间不使用方言词汇加上老一辈人的去世，方言

词汇的使用频率也会逐渐降低。 

（四）保护和推广机制缺乏效力性 

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保护推广机制效力不足的原因之

一是资金支持不足。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的推广和发扬要

确保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资金等方面的综合支持，但当下传

承期间的主要资金依靠政府补贴以及部分社会捐赠，无法确保

传承的规模。之二是推广工作无法贴合时代发展，在推广期间

缺乏系统性的规划，规划的科学性不足，也没人负责后续跟进。

之三，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的保护和推广涉及到的部门和

机构数量较多，无法实现协同作业。之四，宣传力度和渠道不

足，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 

三、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在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承 

（一）借助新媒体平台宣传 

新媒体时代，给传承徽州百工文化及保护推广方言词汇带

来新的契机。可以通过在微博上创建以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

汇为主体的官方微博账号，定期发布徽州百工技艺的介绍、工

匠故事、方言词汇相关内容。在内容发布时，选择年轻人喜欢

的短视频、图片、小故事等方式，确保内容诙谐有趣、简洁易

懂，扩大徽州百工文化的魅力和方言词汇的影响力。通过创建

主题性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推广。微信是多媒体时代下人们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通信工具，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徽州百

工文化及方言词汇的专题内容，结合年轻人碎片化阅读的特点

来实现相关内容的教学。同时，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抖

音短视频影响力广泛、传播范围广，通过抖音网红宣传科普、

举办线上徽州方言词汇猜谜、徽州百工技艺知识竞赛等活动、

将徽州百工技艺的制作过程和作品以及方言词汇的使用场景拍

摄成短视频上传，保证更多的人参与到徽州百工文化和方言词

汇的学习。 

（二）创新优化传承方式 

创新传承方式能够极大程度缓解文化认同感不足的问题。

在新媒体时代下，结合 VR 和 AR 技术来实现沉浸式徽州百工

文化的互动，让用户在虚拟环境中做到和古代徽州互动，近距

离观察徽州百工技艺之美。通过与热门游戏联名，能更好贴近

年轻人。比如当下大火的《江南百景图》，以江南地区的州府城

池为主题的一种建设性主题，其中就有“徽州府”板块，板块

内部的建筑、游戏人物互动都极大限度还原了古代徽州的建筑、

徽商工作流程，其中还有各类剧情以及徽州百工技艺和方言词

汇，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也让他们在娱乐期间了解和学习

徽州文化。线上线下文化活动的有效结合，也能推动文化传播。

线上发布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的创意作品征集一类的活

动，线下举办 DIY 文化体验，邀请徽州工匠参加体验互动，让

游客在参与和互动中，完成学习。与当地旅游业达成合作，设

计和徽州百工文化元素和方言词汇的文创产品，不断完善和创

新传播徽州文化的载体，也让人们意识到现代化发展下继承和

保护传统文化、技艺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保护和传承活动

中。 

（三）强化人才培养 

在新媒体时代发展下，加强人才培养能够确保徽州百工文

化及方言词汇传承的有效储备，还能够扩散徽州百工文化及方

言词汇的影响力，实现国内优秀地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结合

在线教育平台开办专业课程，线上线下共同推广。相关部门、

机构邀请徽州百工技艺传承人、领域内文化专家录制并上传相

关网课，从徽州百工文化的历史、技艺、艺术价值等方面，以

及方言词汇的含义、用法和文化背景做出介绍，让更多的感兴

趣的人随时随地的完成线上学习和互动交流。同时，借助新媒

体平台完成优秀人才的选拔。比如，举办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

词汇相关的技艺大赛、方言演讲比赛等，借助新媒体平台力量

全过程直播，并为参赛选手提供展示平台，也让更多优秀的人

才为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的传承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构建

线上人才交流社区，。以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论坛为例，传

承师父、专家、文化爱好者、徒弟之间能实现有效的学习和交

流，保证传承氛围。 

（四）实现持续性保护推广 

新媒体时代下，严格践行保护和推广机制，确保持续性跟

进。第一，拓宽资金筹措渠道。除了政府的专项资金补贴以及

社会捐赠，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平台宣传，成立对应的项目，吸

引世界各地的网友参加并给予帮助。任何一项国家和地方性工

程都要以科学性为原则[4]，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对资金筹措项目

全过程监督，并对外公示，保证整个流程的公正、公开、透明。

第二，和相关企业达成商业活动。共同开发“徽州文化传承”

主题的对应产品，得到商业资金捐赠。第三，实现保护和推广

的持续性。新媒体的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大众对徽州百工文化

及方言词汇的态度和需求，并确保相关部门的有效配合，实现

工作的持续发展。第四，提升教育推广的力度。在推动学校教

育过程中，调整教育结构和组成，增设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

汇的内容，让学生更好的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

在线课程、多媒体课件等教学方式的出现也能让传统文化传承

中创新，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也保证公众对徽州文化的认识

不断加强。 

结论：简而言之，通过对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传承和

发展分析，明确其在新媒体时代下的价值和传承期间面临的挑

战，让徽州百工文化及方言词汇贴合新媒体特点以及新时代的

需求，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更好

的守护我国优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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