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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贡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 !$$$年的盐业历

史#是全国井盐最早的生产地$ 该市因盐而建#因盐而

兴#被誉为%盐都&$ 自贡的井盐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

创造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凿井和制盐技术$其中#以该

市自流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深井钻凿技术#被誉为%世

界钻井之父&'%西方石油工业之父&# 以及继中国四大

发明之后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自贡还是全球最早的

背斜式构造定位找卤技术的发祥地$ 该市井盐契约股

份制经营方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契约股份制#在

世界股份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当今的自贡仍以制

盐业'盐化工企业为主#以盐帮菜为特色佳肴#盐井和

天车遗址四处可见#盐场盐古道盐商会馆比比皆是$先

进的制盐和盐业管理技术'发达的盐业经济#悠久的盐

业历史孕育了深厚而灿烂的盐文化C#D!E

$ 盐文化是自贡

城市文化的灵魂#盐文化产业是自贡文化产业的核心$

自贡盐业和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龚扇&'%扎染&和%剪

纸&等艺术品的发展$

自贡%龚扇&被誉为%中华第一扇&#是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珍贵的民间艺术品$ 该艺术品多以%盐都&

特有的盐文化为主题# 呈现着自贡盐业发展的历史与

现状#散发着浓郁的盐文化气息#是自贡盐文化的重要

内容之一$玲珑剔透的%龚扇&竹编工艺品#以细如头发

的竹丝编织#用象牙或玉石做扇柄再饰以丝制%流苏&#

多呈桃形#扇面光滑如镜'柔似绸绫'质薄如绢$ 自贡

%龚扇&技术精湛绝伦#享誉中外#曾作为珍贵艺术品馈

赠给毛主席和英国女王等# 在国内外的各种大赛中多

次赢得大奖#深受国内外人士青睐$ 但是#%龚扇&当前

的传承与保护'开发与利用面临诸多困境$本研究首先

追溯%龚扇&的发展历史#然后剖析%龚扇&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最后从自贡盐文化产业视角探索%龚扇&的

保护与开发利用$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是(第一#%龚扇&

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研究有助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第二#本研究从盐文化产业发展视

角探寻%龚扇&的开发与利用问题#丰富了文化产业的

内涵和外延)第三#本研究有助于促进%龚扇&的发展#

更好地发挥%龚扇&的精神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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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二!"龚扇#的发展历史

古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追溯"龚扇$的发展

历史以探寻其发展途径!"龚扇$发源于四川省自贡市#

产于清朝同治年间# 迄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龚扇$发明人系龚爵五#现已传至第五代!龚家世代务

农#龚爵五自幼心灵手巧#除作农活外#常编些筲箕%竹

烘笼%篾巴扇之类竹制品售卖! 一次偶然的机会#龚爵

五见到一种竹编烘笼上编出的"福禄寿喜$等字样#大

受启发#并琢磨如何用竹丝编制图文!经过龚爵五潜心

钻研# 用竹丝编制各样图形文字# 以玉石或牛骨作扇

柄#以竹条为外圈的"龚扇$终于问世! 当时#一把"龚

扇$售价 ! 吊#盐商%乡绅太太以及小姐们争相购买#

"龚扇$声誉渐盛!光绪末年#四川劝业道道台周孝怀为

振兴工商业在成都建劝业场举办劝业会%赛宝会#征集

各州县手工艺品! 龚爵五以竹丝编制一床重仅几两的

蚊帐#连同竹编团扇参加赛会#周孝怀将团扇转呈慈禧

太后#慈禧大悦#并奖给"金牌$一枚#赐名&宫扇'#从此

"龚扇$(亦称"宫扇$)闻名遐迩! !"!"年龚爵五老艺人

病故#"龚扇$技艺传至第二代!

"龚扇$的第二代传人龚玉章将"龚扇$工艺发展到

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不论是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还是

行草书法%蝇头小楷#都能编制在仅有 #寸圆的小团扇

上#而且不失原作之韵#时人叹为"此扇只应天上有$!

龚玉章以娴熟的技巧% 精深的造诣编制出了不少团扇

神品! "护国运动$的发起人唐继尧曾找龚玉章编就一

把 $尺长%%寸高#以四季花卉为主题的竹丝屏风赠给

英国女王! &"'%年#四川军阀刘湘以 !())块现大洋向

龚玉章订做了 !(扇根据文天祥书法&正气歌'编制的

长 *尺#宽 $尺的竹丝屏! &"++年秋#龚玉章编制的一

把山水竹丝"龚扇$被人送给蒋介石作为见面礼#蒋介

石赞不绝口#喜爱至极!这把竹丝扇至今被存于庐山博

物馆! &",$年#"龚扇$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出#荣

获蓝色纪念章! &",+年#龚玉章编就了一把"白鹤闹

松$的团扇送给毛泽东主席!

龚玉章于 &"--年病逝后#"龚扇$由其长子龚长荣

和次子龚玉文继承发扬# 兄弟两分别被评为四川省和

全国工艺美术大师! 龚长荣所编的&马尾松石'扇获得

"斯大林艺术奖章$&枚! &"%(年#龚长荣编制的&嫦娥

奔月'等作品在美国费城展销#被誉为"中国第一扇$!

"龚扇$参加 (,个国家和地区博览会#被誉为"天下第

一扇$!

"龚扇$的第四代传人为龚玉文长子龚道义和次子

龚道勇及龚长荣之女龚菊芬# 第四代传人将竹丝直径

从 ).)(,毫米缩小到 ).)&*).)&,毫米! 龚道义不仅全

面继承了祖辈技艺#而且大胆创新突破! &"%+年#他用

了 +个月时间成功编制出一面是天女散花图案# 另一

面是奔马图案的双面"龚扇$+他还在微雕艺术的启迪

下#编出了直径只有 &寸#内有唐诗一首的微型扇! 这

些都是"龚扇$珍品中的新品种! 龚道义亦荣获四川工

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但是#龚道义艺人因病早逝#其弟

龚道勇对"龚扇$工艺更是精益求精! 其作品&梅花仙

子'()))年获西湖博览会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 (系竹编类最高荣誉)+

())&年#其作品&茶花仕女'获该会铜奖+&箜篌图'于

())*年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龚道勇凭着其精湛的

艺术荣获全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龚扇$的第五代传人为龚道义之女龚倩和龚道勇

之女龚瑶妤以及龚菊芬之子龚平! 年轻的"龚扇$第五

代传人继承并发扬"龚扇$技艺#精品不断! 龚倩 &*岁

时已编出了成名之作&芭蕉侍女'+为了完成父亲的嘱

托#())&年#年仅 &" 岁的龚倩在市%区政府的扶持下

创办了龚扇竹编工艺厂(又称"天宫堂$)#承担起传承

"龚扇$民间工艺绝技的重任! 龚倩将传统"龚扇$由几

个品种增加到镜框%软体%平面等三十多个品种! "龚

扇$工艺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 其作品&洛神'%&弥勒

佛'以及&飞天'等分别获得首届中国竹工艺精品创作

大赛"银奖$%中国"金凤凰$原创大赛"铜奖$和四川省

旅游纪念品"金奖$等! ())%年#其作品&红线盗盒'在

世界手工艺大会暨第 &-届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大会中

荣获亚太地区青年手工编制技艺大赛二等奖! 龚倩也

荣获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和四川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龚扇$的代表性传承人! "龚扇$第五代传

人中的龚瑶妤和龚平也全面继承并发扬"龚扇$技术#

龚瑶妤的&昭君'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示上获铜

奖#龚平的&飞天'获四川省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银奖!

三!"龚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龚扇$的发展历史可见#"龚扇$工艺技术在世

界竹编工艺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国内也是首屈一

指! 但是#"龚扇$生产规模小#在其整个发展历史上以

家族作坊式制作为主#技术未能有效地转化为产业!这

是"龚扇$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影响了"龚

扇$的传承与保护#也严重地影响"龚扇$经济和社会价

值的发挥! 这充分证明了文化资源并不等于文化资本

的道理/$0

! 不论有多么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果不开发应

用#这些文化资源不会自动转化为文化资本!这也是自

贡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乃至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大国所

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文化产业化#将文化资源

,"



转化为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龚扇#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族嫡传发展模式导致#龚扇$技术人才奇缺

从"龚扇#的发展历史可见$"龚扇#技术以龚氏家

族子承父业的方式嫡传! "龚扇#作工精细$技术要求

高$研习困难$仅靠龚氏家族每代传人承袭力量薄弱$

难度大!因为每代传人的人数极为有限$并且并非每代

传人都爱好并愿意传承这一技术$ 加之有的传人功成

名就之后就失去了继续研究的动力而懈怠下来! "龚

扇#经过五代家族嫡传$对工艺精益求精发展到现在已

极为不易! 但是$如果继续以子承父业方式传承$其发

展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二"重视程度不够

"龚扇#除了其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外$还具

有丰富的经济社会价值$ 具有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基础

和产业化的条件!但是$"龚扇#的经济社会价值在其整

个发展历史中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肯定$这是"龚扇#没

有得到充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尤其是

政府重视程度不够!"龚扇#不仅是一类精美的产品$更

是一种珍稀的艺术与精神文化遗产$ 这一宝贵的文化

遗产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

共同保护和传承! 一种文化仅靠一个家族来传承和保

护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龚扇#的发展不仅是龚氏

家族的责任$也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责任!

!三"重技术轻产业影响了%龚扇&的发展

在"龚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龚氏家族重视

提高"龚扇#技术$但忽视了技术向产业的转化! 在"龚

扇#创始初期$也就是光绪末年$四川劝业道道台周孝

怀就在其所办的劝工局里组织五十多人跟从龚爵五学

艺$这是"龚扇#最早扩大生产规模的机会! 遗憾的是$

五十多人学艺两三年$仅有一人得其真传$但此人不久

即病亡!龚爵五只得回到自贡$悉心向儿子龚玉章授其

"龚扇#绝艺!经过第二至第四代传人继承发扬$"龚扇#

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是这期间都是以家庭编

制方式进行! 直至第五代传人$ 年仅 $%岁的龚倩在

&''$年才创办了龚扇竹编工艺厂! 这是"龚扇#发展史

上的一次重要创举$为"龚扇#的规模化发展带来了曙

光!经过十年不懈努力$龚扇竹编工艺厂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该厂于 &''(年以"龚倩#牌注册的商标得到国家

商标局的获准%&'')年"龚扇#技艺被评为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龚倩#牌百年龚扇'被

评为"四川旅游纪念品#金奖%荣获首届"四川特色旅游

商品#品牌称号%&''*年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单位#%&'$'年"龚倩#牌商标被评为全国第二批

"中华老字号#!尽管龚扇竹编工艺厂取得了诸多殊荣$

但是其发展面临诸多问题(第一$企业规模小$产量低$

技术人才有限! "龚扇#纯属手工艺品$精细的做工)原

始的制作$ 以及有限的技术人才是导致其产量低下的

主要原因%第二$企业经营的"龚扇#产品与其它竹编产

品不论是文化价值) 实用价值和技术含量都有显著差

别$二者兼容不足!第三$企业运营能力较低!销售渠道

狭窄$广告宣传力度不够$缺少专业市场策划%第四$企

业未形成龙头产品$投资渠道也比较窄$发展处于举步

维艰的境地!

!四"孤立发展'缺乏整合效应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区域性$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

的区域特色和文化特点! 同一区域中的各种文化各具

特色$同时又有其共同的特点$有共享的资源$各种文

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促进整个区域文化的发展! "龚

扇#将其个体文化特色发挥的淋漓尽致$但是$缺乏与

其它盐文化资源的有机结合!在文化发展战略$营销管

理等多方面$"龚扇# 是需要并且能够与其它盐文化有

机结合$更好地发展!

四(%龚扇&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龚扇#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发展反过来

又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龚扇#的保护与开发

有重要意义!盐文化是自贡文化的核心$也是"龚扇#文

化的特色和精髓! "龚扇#在国内外赢得诸多殊荣$倍受

青睐$不仅因其精湛的工艺技术$更重要的是其展现的

东方文明特有的文化内涵!在现代各种高科技下$技术

极易被复制$但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却

是无法被复制的! "龚扇# 展现的独有的盐文化底蕴)

"盐都# 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风土人情是最具有竞争力$

也是不能被如法炮制的! "龚扇#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是

自贡盐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应纳入盐文化产业

框架下进行$ 更好地将技术转化为产业$ 不断做大做

强$促进自身发展$也促进盐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转变观念

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转变观念$认识到$"龚

扇#这一宝贵的民间艺术品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人类

共有的精神财富$值得珍惜和保护%"龚扇#的传承与发

展不是某一个家族或企业的责任! 就生产"龚扇#的家

族而言$要转变保护祖传秘诀的狭隘观念$勇于打破子

承父业的家族嫡传方式$利用法律保障商标权)专利技

术权的前提下将"龚扇#技术向社会推广$凝聚更多爱

好这一工艺的各类人员!近年来$我国将发展文化产业

提到战略发展的高度$各级政府非常重视!+#

!但是$各地

发展文化产业不能舍近求远$ 忽视各地现有文化资源

的充分利用开发$而应该结合各地特点$充分发挥已有

,'



文化资源潜力!"#

! "龚扇#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 "龚扇#

这一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和充分

开发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造福人类!同时$

社会各界也要提高文化资源保护意识$ 保护文化资源

就是保护我们的文明$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二"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前提

文化资源需要保护! 如历史遗迹等$若不被保护$

天长日久的日晒雨淋可能使其被侵蚀以致消失! "龚

扇#技术保护是开发与利用"龚扇#的前提! 与盐井%天

车遗址%盐场%盐古道和盐商会馆等盐文化资源的保护

不同$"龚扇#的保护重在技术传承与发展! "龚扇#的制

作技术难度大$且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同时还要有

创意!历史上这一技术以家族嫡传方式承袭$真正掌握

这一技术的人屈指可数! 为了更好地弘扬这一技术并

发展"龚扇#企业$应该打破家族传承方式$鼓励社会上

更多爱好这一工艺技术的人参加学习和制作$ 让这一

技术得到可持续应用和发展!同时$也加大文化产品商

标权%专利权等的法律保障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保护合法权益$为"龚扇#及整个盐文化企业健康发展$

公平竞争保驾护航!

!三"与其它盐文化融合#打造整体盐文化产业

"龚扇#文化是盐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其它

盐文化&如"扎染#%"剪纸#%"灯#等'之间相得益彰! 因

此$"龚扇#的开发利用应该和其它盐文化相结合$打造

整体盐文化产业!在自贡盐文化产业的发展中$灯文化

的发展是成功的典范!自贡灯贸公司在 $%%$年初由原

国有自贡市灯贸公司改制%承接主体资产%并由原公司

主要骨干组建而成$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经过十余

年的发展$自贡彩灯产业已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占有

&%!以上的国际灯会展出市场$ 打造了彩灯行业中的

强势品牌((("东方彩灯#$ 被列为国家文化出口十大

品牌$$%'%年自贡彩灯产品出口约占四川省文化产品

出口额的 (%)!目前$自贡彩灯文化企业已达到一百多

家!灯文化是自贡盐文化产业中的奇葩!它的成功不仅

促进了盐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为"龚扇#和其它文化

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宝贵经验! "龚扇#文化的发展

要着眼于盐文化产业$不能固步自封$单打独斗$要与

"扎染#%"剪纸#%"灯#等文化相结合$资源共享$整体打

造! 这样既可实现规模效应$降低费用$又能丰富完善

各自的内容$ 各种文化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促进整个

盐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政策支持

文化产业是进行文化产品销售与服务的活动! 文

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及竞争力息息

相关! 当前$"龚扇# 仅靠一个竹编工艺厂支撑是不够

的! 因此$发展"龚扇#文化需要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

政府应该创造条件$采取必要的政策扶持$借鉴国外的

一些做法如降低税费等!*#

$促进企业的培育和发展! 其

次$改革投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融资困难是制约"龚

扇#及其它盐文化企业经营与壮大的重要因素$改革投

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鼓励多

种所有制经济资金进入"龚扇#产业领域$鼓励%支持和

引导文化企业的发展$ 逐步形成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参与%多元化投资主体%社会化融资渠道$多样化投

资方式%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为"龚扇#及其

它盐文化企业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创造良好的融资%投

资环境$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再次$建立外贸激励机制!

鼓励"龚扇#文化产品面向国际化市场$充分利用国际

和国内两个市场! "龚扇#曾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销$在外贸方面已经

打下了一定基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总体来看$

"龚扇#的国际市场销量非常有限$需要继续开拓! 同

时$应该打破"龚扇#%"剪纸#%"彩灯#等盐文化产品在

国际市场上各自为阵的方式$ 在自身获得国际市场的

同时也为其它盐文化产品提供契机$相互促进!除了企

业的努力外$ 政府应创造条件帮助文化产品进一步打

开国际市场$ 向全世界出口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创

意文化艺术产品$弘扬中国文化$丰富世界文化产品和

精神生活!

!五"提高$龚扇%企业的运营能力

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后+ 其生产%分配%流通及销售

等环节都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要积极开拓市场+ 满

足市场需求+ 抢占市场份额+ 实现效益最大化! 结合当

前"龚扇#企业的状况$在此主要针对"龚扇#企业的营

销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分析!

第一$加强"龚扇#企业的营销管理!随着经济不断

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对文化产品的

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导致文化产品需求市场扩大!在现

今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供求市场上$ 不管是文化企业还

是非文化企业都需要变被动为主动$ 积极进行营销管

理!对于一个尚未形成优势品牌的文化产品更是如此!

然而$"龚扇#文化产品的市场营销活动非常缺乏$营销

能力低下!应采取各种途径加强"龚扇#的广告宣传$提

高营销能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欣赏价值$ 共享这一文化遗产所带来的丰富的精神文

化生活!就企业而言$将电视广播报纸等常用的宣传方

式与其它有效的营销方式相结合$ 充分利用各种节庆

会展活动加强宣传和促销! 打破单一的专卖店销售方

式$让这些产品走进商场$尤其是那些国际大商场! 现

有"龚扇#产品主要针对艺术品味和消费能力较高的消

"'



费人群!然而!这一类人群消费量有限" 对于众多的普

通消费人群!常因为#龚扇$较高的价格望而却步%如何

开发适合不同消费水平的产品! 赢得更多消费市场也

是&龚扇$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龚扇$的营销活动可

以与其它盐文化企业有机结合% 例如!近年来!自贡每

年春节期间的灯会旅游观光超过百万人次! 各种展销

会订货会纷至沓来!这也是进行营销和展示&龚扇$的

契机%总之!笔者认为!转变营销理念!加大对&龚扇$文

化艺术品的宣传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和消费市场!对当

前&龚扇$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加强&龚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竞争终

归为人才竞争% 员工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信息接受

能力等对企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文化创意$是文化

企业的核心!技术是关键!从业人员的艺术修养和创新

能力对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观念

要创新!重视人才!唯才是举是首要的"其次!用人机制

创新" 树立&双赢$管理理念!使得员工与企业共同成

长"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著名的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 '()*"*+', %- .))/#)认为!人的需求

构成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 当一种需求得

到满足之后! 更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占据主要地位成为

人行为的激励因素% 企业建立用人激励机制应遵循人

的需求规律!以薪酬激励为基础!同时辅以多样化的激

励方式!留住并用好现有人才!激发其忠诚和潜力% 同

时!创立良好的用人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再次!建立良

好的育人机制% 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要求理念'技术

及产品不断更新%因此!企业应该以各种方式加大创新

型艺术和管理人才的培训工作! 更新员工的理念'技

术!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和潜力%

五!结 语

盐是&百味之祖!食肴之将$%盐文化随着盐的开采

和应用而产生和发展% 因此!盐文化历史悠久!可以说

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盐文化%中国盐文化内容丰富!异

彩纷呈!独具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保护和开发盐文化资源!将盐文化资源转化

为文化资本!打造盐文化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

展是当前发展盐文化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龚扇$是

盐文化构成之一!本文从盐文化产业视角研究&龚扇$

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丰富了盐文化产业研究% 但是!盐

文化产业的内涵'外延'内容'框架!发展路径等众多内

容还有待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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