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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产业的兴盛，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染织技艺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分析传统染织技艺

的行业发展情况，揭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促进传统染织技艺传承的几点建议：加强人才培养，树立品牌理

念，互联网营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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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２年“文化产业”的概念提出以来，经过十

几年的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支柱性产业之一。传统染织技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内容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传统染织技艺如何抓

住中华文化复兴的机会，找到能发挥自身特色并适

合自己发展的土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发展现状

２０１７年７月，在浙江桐乡举行的“传承人对话

设计师：青出于蓝传统染织技艺论坛”，以“振兴传

统工艺展现生活智慧”为主题，以促进传统染织工

艺的传承与活化为目标，联姻“工艺与设计、技术与

艺术”。同年１１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以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国纺织传统工艺、进一步

提升纺织服装产业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为

目标，主办“首届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

将非遗传承发展的“保护链”与纺织工业的“产业

链”有效衔接，探索“文化＋产业＋互联网”的非遗

传承新途径，建构“以文化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品为载体、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纺织非遗可持

续发展新模式。政府层面倡导与行业政策导向，成

为“十三五”时期我国传统染织技艺“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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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推手。

（一）理论研究

林毅红以保护黎族传统染织文化遗产为目标，

提出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染织工艺进行保护的方

法和具体路径［１］。刘安定等立足传统文化保护的

角度，提出原生态和次生态的保护观点与相关措

施［２］。刘立军等对河北民间传统染织工艺的现状

进行调研，提出市场拓展、建立资源平台等建议［３］。

盛羽提出对传统染织艺术从思想内涵、产品形式与

应用、产业机制等方面进行转型的设想［４］。李斌等

从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就保护方

式、机制和模式展开深入研究［５］。

（二）市场应用

北京泰丰合慧文化有限公司尤鸿雁团队推出

“出于蓝”品牌，从现代科学的色彩学研究入手，研

究传统“三染”技艺中的色彩并构建“蓝色体系”，提

出了蓝色生活美学概念并推出文创体验馆和文化

产品。苏州吴江鼎盛丝绸有限公司创建了集科普

教育、创意产业、旅游购物于一体的宋锦文化产业

园，建立宋锦产品开发应用基地，并以百年老字号

为基础成立“上久楷”品牌，产品涵盖箱包、服装、家

纺和工艺品等。江苏华艺集团通过二十多年扎染

市场国际化、生产柔性化、视觉差别化的实践，成为

拥有“华艺扎染”“现代扎染”工艺品牌和中国原创

设计女装“弄影”品牌的“国家艺术染整与现代扎染

产品开发基地”。浙江桐乡传统蓝印花布技艺传承

人哀警卫发掘现代生活需求，创建了集产品设计、

生产、销售、体验与传统技艺保护于一体的“蓝染艺

术博物馆”和极具文艺、民族风格的“丰同裕”品牌，

产品涵盖服装、服饰、家纺等品类。浙江磐安传统

织布传承人郑芬兰通过对传统织机进行创新改良，

以传习所为中心创建“小巷三巡”品牌，通过现代品

牌运营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织布技艺进行推广。

另外，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也陆续诞生了一批

以传统染织为文化诉求的原创设计师服装品牌，如

“市井”“鲸蓝”“城市山民”等，深受用户青睐，呈现

出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三）存在问题

当前围绕传统染织技艺的研究和探索，既有关

于宏观机制、模式的研究，又有运用先进技术手段

对其进行改造升级的方法探索；既有严谨的理论体

系构建，也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实践。这些研究对推

动传统染织技艺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

当面临传统工艺是重传承还是重创新、在创新的道

路上是一味迎合市场还是不忘初心坚守理想、在审

美趣味上是聚焦高端还是面向大众等问题时，目前

还缺少科学的方法论和具体而有效的手段。纵观

当下传统染织技艺发展现状，优秀的创新作品较

少，高档与有品位的产品不多，“工匠精神”的理想

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传统技艺保护与现代设计的

融合等问题亟待解决。

二、传承与活化传统染织技艺的几点

建议

（一）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

根据笔者的调研，目前我国传统染织技艺行业

大致由有文化底蕴和较大规模的老字号品牌、以非

遗传承人为支撑的中小型作坊、以服务现代纺织服

装企业可批量生产的时尚个性工厂和以服务城市

文化艺术生活为目标的品牌或小型工作室组成（图

１）。这四种组织形式分别以不同的角色承载着我

国传统染织工艺的传承与活化，尽管他们在资源获

取形式、规模大小、运营管理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

但其在市场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却是一致的：设

计师缺少对工艺本体语言的理解和把握，好的创意

理念很难落地或无法转化；手工艺人没有现代品牌

运营意识和现代设计思维，难以设计出符合当代审

美和生活需求的产品。因此，提升产品创新和开发

能力，需要建设一支包含民间技艺、设计、文创、营

销等人才的复合型人才团队。

图１　传统染织技艺行业组织结构

老字号品牌借助品牌多年积累的影响力，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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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自主设计研发，主动进入目标市场，有序开发符

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并向纵深拓展以拓展原有的产

品结构；而以非遗传承人为主体的中小型作坊，应

积极与市场中高端品牌合作，借助其设计师资源、

品牌张力和销售渠道，配合开发时尚产品，拓展自

己的生存空间，融入新的市场；以现代扎染和艺术

染整为主的服装企业，在整合行业优秀设计师资源

建设自己研发团队的同时，更应重视培养企业“非

遗”技艺传人和复合型高端人才团队，提升品牌的

市场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而以服务城市生活为目

标的小型工作室，可与“非遗”技艺传人及其机构在

时尚产品开发、文化体验、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发挥

自己小而活的特点，满足小众化、个性化用户的

需求。

（二）树立品牌理念，建立清晰的产品定位

文化和品牌运营不到位是多数企业发展的短

板。传承与活化传统染织技艺、确立清晰的产品定

位涉及产品类型、功能、价格、风格及服务人群等多

个方面。以手工制作为代表的传统染织技艺，因手

工与生俱来的暖意和人文关怀，消弥了大工业生产

机械化、批量化、同质化的冷漠感，而蕴含着数千年

民族文化审美情感的印染图案，能够唤起人们对过

去的美好回忆和未来新生活的畅想，因此，在传统

染织技艺文化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创

资源。要挖掘传统染织文化的精神内涵并结合自

身特质，树立品牌意识并聚焦市场差别化定位，做

好技艺的传承与市场转化。以“上久楷”宋锦与“吉

祥”云锦为例，二者皆源于中国四大名锦，但在产品

类型、产品结构、产品价格及外观风格上却有着完

全不同的定位，因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市场特点并

形成了品牌的区隔性。

以地处不同级别城市的工作室和作坊为例：在

二线及以上城市的小型工作室，可以针对城市精英

开设艺术沙龙，开展手作体验与艺术培训，亦可建

立服务中小学校的艺术社团，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开展服务；在二线及以下城市的以非遗传承人

为支撑的中小型作坊，可以借政府搭建的平台走出

去并主动与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联系，以丰

富视野、提高知名度，或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服务

于时尚市场推出高档服装品牌，另一方面积极开发

能够唤醒人们对传统美学产生共鸣的高品质经典

产品。

（三）“互联网＋文化＋创意＋营销”的思维转换

“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其借助

互联网构建商品流通渠道，通过“互联网＋”的思

维，使用户与品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稳

固。如：小米品牌通过话题和互动等形式，调动

粉丝参与产品的调研、开发、测试等环节；中国丝

绸之路集团提出“互联网＋丝绸”的设计和创意、

“互联网＋丝绸”的生产、工艺和管理、“互联网＋

丝绸”的营销和服务，建立行业产业云，促进企业

的转型升级［６］；“上久楷”宋锦推出互联网私人订

制服务，客户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完成图案设计、

材料选择、过程跟踪和产品交付等流程。互联网

开放、便捷的特性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艺术传播的

潜力和爆发力，当下火热的“网红经济”表明：“普

通人不仅拥有利用网络发声的机会，还有影响他

人、改变他人的可能”［７］。

基于工匠精神“专业性、不做假、不欺世、不懈

怠、不苟且，以诚相待，尽善尽美”［８］的理念，让非遗

传承人在社交平台通过图片、视频、文字与网民分

享传统染织技艺的专业知识与产品制造的过程，不

仅可以满足大众对传统技艺的好奇，还可以展示传

统非遗人的魅力，并使之成为产品的代言人或灵

魂。在此基础上，将民众对大师的个人崇拜与敬重

行为加以引导，可为产品和品牌赢得更高的知名度

和认同感。立足优秀的传统染织文化，用互联网思

维和手段，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包装和推广，可以实

现文化创意经济的转化，这是一种符合时代发展的

有效方法。

（四）构建互动交流与创新创意一体化的互动平台

一体化的互动平台是“互联网＋”思维下的一

种具体路径，它可以是企业内部自发的行为，也可

以是行业行为或政府行为，其最理想的目的就是通

过一个开放式的互动平台（图２），实现以下目标：

第一，通过多种形式（如图片、视频、游戏等）的文化

传播让更多的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便捷地体

验传统染织文化的魅力，从而在“广见闻、正三观”

的基础上建立文化自信；第二，打通手工艺人与设

计师、消费者之间的交流通道，促进手工艺人、小作

坊与现代产业、市场终端的无缝对接；第三，建立营

销渠道和推出特色服务，服务于现代产品开发能力

较弱的个体手工业者、小型企业主，使其在采购、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具备更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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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一体化平台理论构建模型

三、结语

传统染织技艺及其从业者在面临生存土壤缺

失的危机、“存”与“亡”的危机和“守”与“变”的矛盾

时，既不能以“等、靠、要”的心态坐等政府的政策支

持，也不能以制造噱头的形式来忽悠民众，而应结

合现代人的审美、消费习惯，充分发挥自身工艺优

势，并以“工匠精神”聚焦于产品创意与服务创新，

真正从本质上探寻传统艺术精神风貌的表现手法，

通过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现代设计理念和品牌运营

的管理方法，运用互联网思维及技术手段，积极承

担起传统技艺复兴的大任，拿出自己匠心独运的精

品服务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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