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第２期

２０１８年６月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ｌ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２，Ｎｏ．２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３ ３１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７ＹＳＢ００８）；金陵科技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ｊｉｔ ｂ ２０１６２０）

作者简介：刘素琼（１９７９ ），女，湖南新化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艺术染整、现代扎染理论及应用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１５／ｊ．ｃｎｋｉ．３２１７４５／ｃ．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７

传统染织技艺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

刘素琼，宋　盢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数字化技术丰富了我国传统染织技艺的设计及传播方式。基于我国传统染织技术的发展现状，分析其

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具体路径，认为传统染织技艺数字化对于拉近传统染织技艺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增强

其内在的活力、推动该行业的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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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一种以数字化技术

为媒介和渠道构建的新型文化业态正在形成［１］。

数字化技术构建了全新的展陈、传播方式，丰富了

文化创新创意设计，是传统文化复兴发展的重要手

段。２０１６年，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创意产业首次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并被列入《“十三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２］；２０１７年，文化部

出台《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

径。新形势下，以现代科技手段为支撑的传统染织

技艺，在其保护与开发的内涵以及外在形式上必然

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传统染织技艺的发展现状

传统染织技艺是传统织物显花的主要手段，主

要包括扎染、蜡染、蓝印花、夹缬、云锦、宋锦、蜀锦、

壮锦、黎锦、土家锦等工艺，广泛分布于江苏、浙江、

湖南、四川、广西、云南、海南、山东等地。据史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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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传统染织技艺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一）传统染织技艺的突出问题

文化艺术是一定时代、一定地域的产物，任何

门类的传统文化艺术，其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都离

不开它特有的地理文化生态。２０世纪以来，随着

农业、手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变，农耕时代自然

经济下的产物———传统染织技艺，在很大程度上遭

受到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冲击。其赖以生

存的土壤正在逐渐流失，其审美趣味已不符合现代

人的需求，传统染织技艺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衰

落和蜕变成为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何做好传

统技艺的传承并使之服务于现代生活，是当下亟待

解决的问题。

我国历史上的传统染织技艺种类繁多，技法优

良，分布广泛，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

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如：朴实素雅的

蓝白印花布，绚烂多彩的艾德莱斯绸，展示宫廷富

贵、美若云霞的云锦，设计天马行空、极富装饰趣味

的黎锦等。传统染织技艺中的色、形、技、意对现代

设计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如新疆东汉墓出土的“蓝

白印花棉布”（图１），虽然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

史，但在工艺、纹样造型、艺术风格等方面对现代染

织均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传统染织技艺在亟需蜕

变求发展的现状下，对其保护与传播显得更为

重要。

图１　新疆出土的东汉蓝白印花棉布

（二）传统染织技艺的发展契机

近年来，国家倡导文化自信，将“文化兴国、文

化创新创意、设计服务、创意产业”列为重点发展计

划。在此背景下，传统染织技艺的保护与发展，受

到了政府、高校、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传统

染织技艺在保护传承、内涵挖掘与市场应用拓展等

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保护传承方面：２００６

年以来，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四川蜀锦、土家族织

锦、壮族织锦、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南通蓝印花

布、苗族蜡染、白族扎染、新疆艾德莱斯绸织染等技

艺，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批传统染

织传承人，如吴元新、钱小萍、王金山、容亚美、周双

喜等大师入选国家非遗传承人保护计划。在内涵

挖掘方面，学者们在传统染织技艺的本源、艺术特

征、表现形式及生活服务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

索。在市场应用拓展方面，先后出现了一批以传统

染织文化为品牌载体的服装、服饰和家居品牌，如

上久楷、弄影、丰同裕、市井、城市山民、远远的阳光

房等。借助文化复兴的发展机遇，传统染织技艺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笔者也在其中做了有益的尝试，

如指导学生设计的以云锦纹样为题材的服装（图

２），就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图２　云锦图案的时尚卫衣

二、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背景

数字化技术被运用于文化遗产领域，亦即文化

遗产数字化（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最初是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博物馆，为

实现资源共享所开展的用数字技术收集、保存、记

录艺术作品的实践活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虚

拟现实、三维扫描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文化遗

产数字化的概念得到极大的拓展，数字化技术为传

统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机

互动、传播与创新的多维立体化空间。

我国学者就数字化运用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创

新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张淑华等结合计算机图形

学、图像处理、虚拟现实等技术，探讨了新型多媒体

技术对于传统民间艺术传播的重要意义［２］。林毅红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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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用

数字化技术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和具体路径［３］。王

玮对安徽凤阳凤画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进行研究，

并进行了一系列基于数字存储与交互设计的实践创

新活动［４］。胡少杰等对山西民间剪纸艺术数字化在

线创新展开研究，搭建了一个数字展陈、交互设计的

网络传播平台［５］。梁惠娥等人通过对江浙沪地区民

族服饰博物馆展开调研，总结了服饰类博物馆在数

字化展示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６］。数字技术为传

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开辟了新的空间，为艺术的交

流建立了一个开放的渠道。借鉴艺术领域对数字技

术运用的方法与理论成果，对改变传统染织技艺保

护与传承的现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传统染织技艺数字化保护与开发

的路径

　　对传统染织技艺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目的

是通过数字化方式突破目前传统染织在技艺传承、

文化传播、产品创新、渠道建设等方面的局限，提升

现代文化产品创新创意设计的能力。

（一）数字化技术主要类型

当前数字化领域可用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的主要技术大致有以下四种类。

１．云计算。云计算是一种商业计算模式，是将

分散的资源连接在一起以提供各种ＩＴ服务，使用

户能够根据需要获取计算力、存储空间和各种软件

服务。云计算的大数据处理技术众多，其中 Ｈａ

ｄｏｏｐ作为一个开源平台，应用最为广泛。Ｈａｄｏｏｐ

采用 ＨＤＦＳ的大数据存储和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并行计

算技术，能有效解决海量数据存储与分析的并行计

算问题，大大降低了数据存储的成本，缩减了大数

据检索的计算时间。云计算对染织技艺的数据库

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２．数字图像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指通过

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去噪、增强、复原、分割、提取特

征等处理的方法和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在国

民经济的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国土

资源部门通过遥感图像掌握土地使用情况；交通部

门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道路进行实时监测，区分出

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准确识别出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的种类等。近年来，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被广

泛运用于艺术设计领域，其中虚拟现实技术是当下

运用于艺术设计领域最热门的技术。以新一代的

基于静态图像处理的实景建模的 ＱｕｉｃｋＴｉｍｅＶＲ

（简称ＱＴＶＲ）为例，其可以利用照片、录像或数字

图像等离散数据来创建虚拟环境，完成三维空间及

三维物体的造型，使模型具有更强的真实感、更丰

富的图像和更鲜明的细节特征。数字图像技术可

以增强染织技艺爱好者的交互体验感。

３．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是在大型基础信息库

中，通过相关算法自动提取、分析有用信息的过程。

数据挖掘可以实现数据间的相关性、数据对象的聚

类、数据对象的分类及预测数据等。数据挖掘及分

析的相关方法，可以帮助了解用户的特征和实际行

为特性，实现人机交互设计的构想，提升基于传统

染织技艺的产品创新设计能力。

４．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包括语音

识别、图像分析、无人驾驶和专家系统等。近些年，

随着应用数据量的增大、硬件计算能力的提升（如

ＧＰＵ、ＴＰＵ）和深度学习的出现，人工智能的研究

与应 用 开 始 大 爆 发，如 Ｇｏｏｇｌｅ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的

ＡｌｐｈａＧｏ、苹果公司的人脸识别、科大讯飞的语音

系统等。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传统染织技

艺，可激发用户的兴趣，最终促进文化的传播。如

２０１７年腾讯开发的“兵马俑”小程序，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对秦俑与游客的面部进行比对，使游客可以

寻找出与自己最相像的秦俑，这极大地激发了民众

对秦俑艺术的兴趣，促进了秦俑文化的传播。

（二）数字化保护开发的具体思路

我国传统染织技艺文化内涵丰富，种类多样，

对其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工作量巨大。在具

体实施时，应立足传统染织技艺的特点和现状，按

照“保护—传承—活化”的思路有步骤、有计划、逐

步深入地开展。

从保护的角度来看，对于即将失传的手艺（如夹

缬）、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工艺（如云锦、宋锦），应设置

开发优先级；对于经典的图形和工艺进行单项或重

点建设，如用数字技术对云锦纹样展开挖掘再现、用

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趣味小游戏等。从传承的角度来

看，怎样更符合当前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审美习

惯，让用户在使用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以

一种简单便捷的操作方式，精准获取自己喜欢的资

源，显得尤为重要。从活化的角度来看，要设计出满

足现代生活所需的创新创意产品，建立开放互动的

平台，完善“设计—生产—销售”产业链，为文创产品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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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开发打造一站式服务。

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现状，对传

统染织技艺的数字化建设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

展开。

１．建设基于数字化存储技术的传统印染技艺核

心内容数据库。建设基于Ｈａｄｏｏｐ的大数据平台，系

统地保存传统染织技艺资源，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数字图像技术实现资源的高效检索。数据库的建设

可按照染织技艺的特点分模块展开，按照技、艺、人、

物的分类设置传统印染的工艺、艺术、工匠、工具资源

库。基于云计算、数字存储技术的数据库建设，类似

于给零散的传统染织技艺建立了一个开放、全面、系

统的资源服务平台，不仅可以减少对硬件和软件等基

础设施的投入，节省资金，还可以简化出版流程，缩短

出版周期，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和资源的更新速度，

并且可以为数据的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２．建设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交互体验中心。

交互体验中心的建设可增强现场感，拉近民众与民

间艺术的距离，使传统染织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具趣

味性，并为线上线下交互、人机交互设计拓展发展

空间。要建设动静结合并不受时间、地域、空间限

制的数字作品展陈系统；运用ｆｌａｓｈ、ＱＴＶＲ等数字

技术，对图案的构成、造型、色彩等开展数据基因库

建设；运用Ｃ＋＋、Ｊａｖａ语言开发趣味手游、设计应

用创作区等。

３．建设基于兴趣图谱的社交网络。以兴趣图谱

为中心的社交网站是一种基于兴趣的、强调用户个

人感受的社交媒体［７］。因为图片的呈现形式简单明

了，一方面可以使用户能便捷地找寻到创作的灵感，

另一方面又符合读图时代碎片化阅读模式的时代特

征，因此，这种社交模式广受欢迎并显示出较高的用

户黏性。可以随时通过手机、Ｉｐａｄ等设备访问的传

统印染织绣工艺兴趣图谱社交网络平台，不仅能够

营造艺术氛围，让染织艺术爱好者快速找到感兴趣

的图片并激发时尚设计师创作灵感，而且也是提高

传统染织技艺传播速度的有效方式。传统印染织绣

工艺兴趣图谱社交网络平台可以参照瀑布流形式图

片浏览方式的美国视觉社交网站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来建设。

例如，在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手机浏览界面输入“蓝染”关键词

以后，与蓝染有关的图片会直接呈现给用户。

４．建设基于ｗｅｂ与图像处理技术的立体化开

发设计平台。在传统染织艺术资源数字化分类存

储的基础上，运用 ｗｅｂ技术，整合设计素材、工艺

打样、生产制作、包装、销售等行业资源，搭建开放

式平台，打造一体化、数字化的开发环境，打通产品

开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让“设计—生产—销售”变

得更快捷、轻松，进而使传统染织技艺与现代生活

的联系更加紧密，使之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时

尚消费品。

四、结语

基于数字理论和技术对传统染织技艺进行保

护与开发，为传统染织技艺传承人、艺术爱好者、设

计师和学者打开了一扇便捷交流的窗口，让其文化

内涵与外在艺术形式全面、生动地展现在大众面

前，让信息有效、精准地呈现给受众，营造出良性循

环的学术研究氛围与繁荣的市场应用景象。利用

数字技术解决传统染织技艺的传承保护与活化，不

止于对技术、文化内涵、艺术形式、相关人物等相关

技术性知识的保存和罗列，其最大的意义是要通过

数字化技术改造和专业平台的建设，打通传统与现

代、技术与艺术、民艺与时尚的通道，使传统技艺文

化具有通俗可懂性、便捷易编辑与可快速转化性，

通过活化来促进传统染织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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