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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rotection efforts,. Luochuan County 
recorded the glorious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hina’s great revolution. Luochuan MAO Ma embroidery 
has become a symbol of red culture, about luochuan Mao Ma embroide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lso made rich 
achievement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folk culture, more and more means more and more 
diverse, hope that through the study can better feel the “string” “taste” “category” vitality, can mak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tter, let the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transformation of creativ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team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wool embroidery and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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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毛麻绣“非遗”文创产品的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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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培华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5

摘  要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力度的加强，洛川县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伟大革命中的光辉历程。洛川毛麻
绣便成为红色文化的象征，关于洛川毛麻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人们对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越来
越重视、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弦歌不辍”的传承，体味“品类之盛”的生机，可以
让非遗文化更好地传承，让中华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论文旨在介绍团队以洛川毛麻绣为例，探索
洛川毛麻绣与现代科技创新结合下的文创产品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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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毛麻绣，是在陕西民间生长了千百年的传统工艺之一，

历史悠久，在《诗经》中便有“素衣朱绣”的描绘。明清时

期盛行以山水、人物、楼台、花鸟等内容为刺绣图案素材，

刺绣人物在各类绣品中出现，如洛川文化馆内的馆藏《美人

游春图》。洛川民间美术工作者在传统剪纸、刺绣、农民画

的基础上，大胆设计，演化为洛川毛麻绣，一直流传至今，

但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群众对传统手工艺的热情减退，

导致洛川毛麻绣工艺难以传承。因此，陕西省延安市政府

2008 年把洛川毛麻绣列入第一批非遗保护名录中。洛川毛

麻绣是陕西民间生长了千百年的传统工艺，作为一种特殊的

民间工艺，开展该项目研究对于洛川毛麻绣的继承和传播有

着重要的意义。

在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中提出将民间工艺转

变为有奔头的产业。以此为基础，本团队希望将洛川毛麻绣

工艺与现代科技创新结合，推出文创产品，使更多人了解洛

川毛麻绣，让洛川毛麻绣的工艺能够得到传承；同时响应国

家政策，通过传承洛川毛麻绣手工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红色文化不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象征。洛川县记

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伟大革命中的光辉历程。洛川毛麻绣

便是红色文化的象征，深挖洛川代表性红色文化洛川毛麻绣

有益于提高群众对洛川的认知，影响洛川毛麻绣发展困难的

现状，激发群众对洛川毛麻绣的热爱。

本团队希望通过推广洛川毛麻绣文创产品，使更多人

保护、弘扬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

有效传承。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弦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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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承，体味“品类之盛”的生机，可以让非遗文化更好地

传承，让中华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

通过互联网融媒体平台将非遗文化进行推广，激发非遗文化

的活力。

2 洛川毛麻绣现状

①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生活尚不够富裕，单纯的制

作难以达到发家致富，好多人无心制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纺织品的刺绣工艺被逐渐攻破，大

量刺绣工艺层出不穷，毛麻绣的制作停滞不前，依旧需要耗

费大量人力资源，因此毛麻绣的制作手艺逐渐失传，目前市

面上很难看到这类手工艺品。

②许多优秀毛麻绣作者如今年事已高，甚至有些作者

已过世，导致新老作者青黄不接。

③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文化

生活日益丰富、审美需求不断提高，但对毛麻绣的兴趣越来

越淡薄，一些人抓了经济效益，参加毛麻绣制作的人越来越

少，了解毛麻绣的人也在逐渐减少。

目前来看，针对大众是否知道或听说洛川毛麻绣的问

题，调研结果显示还是有大部分大众不知道或者未听说过洛

川毛麻绣，由此可见洛川毛麻绣的推广程度不够，被很少人

知道，但在此问卷后表示会去了解这项非遗，因此也达到了

问卷调研的目的，更有助我们后期推广宣传。

针对大众对于文创产品的购买意愿的问题，调研结果

显示多来源于其“纪念价值”“产品制作精美”和“创意新

颖”更注重文创产品的“文化性”和“精美度”，由此可见，

大众对那些产品精美和新颖的非遗更感兴趣，因此对非遗文

化进行创新的其中一步就是对非遗文创产品的研究，推广和

宣传也是其中一步且占一定地位。

同时，调研结果显示大众多数觉得实物文创产品更能

吸引大众去购买，数据表明做成数字文创产品既能满足大众

对文创产品的需求，也能很好地推广洛川毛麻绣。由此可见

利用互联网融媒体、利用视频和微信公众号对洛川毛麻绣的

数字文创进行推广和宣传会取得一定的成果，因此要创建相

关账号来进行洛川毛麻绣的推广。

针对文创产品是否能促进乡村振兴的问题，调研结果

显示多数大众表示“是，且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由此可见

利用文创带动经济，也可以推动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因此

创新非遗文化的文创产品是有必要的。

3 洛川毛麻绣发展困境

毛麻绣在王生毅先生创作的《艾虎》获得了奖项国际

奖项以后人们开始对毛麻绣重视起来，进而很快地进入了毛

麻绣不断探索和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渐渐成立

了许多毛麻绣的制作和销售单位，这些单位主要是以村落为

主，除此之外，还鼓励周边的村落一起进行毛麻绣的创作，

一时间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关注。但是由于受到地域文化

的限制，以及洛川当地旅游业尚有待开发，导致知道毛麻绣

的人并没有机会进一步深入地对毛麻绣进行了解与研究，所

以毛麻绣并没有推向全国，只是作为洛川当地的特色手工艺

品作为传承。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

发展，洛川毛麻绣的市场需求正在不断减少，这使得洛川毛

麻绣的生产和发展受到限制。毛麻绣的制作并不能使人们发

家致富，发展受到了人才短缺的制约，许多传统的手艺人在

年纪较大的时候就会选择退休或转行，而年轻一代往往不愿

意学习这种古老的手艺，这就导致了洛川毛麻绣的人才供应

不足。所以，制作毛麻绣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愿意潜心研究

学习毛麻绣工艺的人也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由于毛麻绣受到地域文化的限制，所以洛

川毛麻绣的主要刺绣内容仍然与农村生活相联系，并没有连

接上时代潮流。洛川毛麻绣的发展也受到了资源匮乏的困

扰。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环保政策的实施，洛川毛麻绣

所需的原材料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严重影响了洛川毛麻

绣的发展。由于市场的萎缩和成本的提高，很多毛麻绣企业

都处于经营困难的状态，这也制约了洛川毛麻绣的发展。

最后，除了毛麻绣的绣制内容缺乏创新，毛麻绣艺术

的应用也缺乏创新。毛麻绣艺术不能仅仅目前仅仅局限于手

工艺品，并没有发展成其他的物品。设计者并没有抓住毛麻

绣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显著特点，所以毛麻绣并没有与

现实生活中现代人们所应用和购买的物品联系到一起，从而

发挥出将现代物件展现出一种传统的气息，提升人民大众的

审美情趣的作用，错失了一个会使毛麻绣艺术进一步得到迅

速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4 对洛川毛麻绣的实地考察与实践过程

4.1 实地考察
9 月 23 日下午，这支由来自西安培华学院的五名大学

生组成的名为“洛川毛麻绣小分队”的调研队，与洛川县凤

栖街道西关村屯里组“毛麻绣县级传承人”王桂莲进行了线

上连线采访，此次采访的目的是调研洛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毛麻绣，进行关于洛川毛麻绣在洛川当地发展的历程和传承

感受。本实践团队深入了解到了洛川毛麻绣的文化底蕴和传

承人的见解，以及当地人对属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的理解与感

悟，让本实践团队更加透彻地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和当地人对

属于自己文化的骄傲感，虽然毛麻绣受到了地域文化的限

制，并没有推向全国，但是本实践团队借着这次机会，了解

到了特色手工工艺品，深入村落，深入百姓人家，深入毛麻

绣的生产及整个生产过程。

4.2 实践过程
为了更好地达到宣传和推广毛麻绣的目的，本实践团

队创建了小红书、抖音账号和微信公众号——“这里是毛麻

绣”去向大众展示洛川毛麻秀的风采和精美的绣品。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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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了有关毛麻绣的知识和绣品，并借助网络媒体和传承人

视频，有幸了解整个生产线上的情况和过程，毛麻绣的传承

人还教本实践团队一些编制毛麻绣的方法和技巧，使本实践

团队从陌生变得熟悉地了解一个手工艺品的过程，形成多元

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交流，让更多人知道并了解毛麻绣的文创

产品的工艺和历史。

本团队也针对毛麻绣的文创产品周边的问题，向传承

人询问了一些疑问并提出了的问题，传承人回答说：“我们

现在主要发展的是毛麻绣的手工艺品，要让这门手艺流传

下去，我们考虑过把这个手艺在我们平时穿的衣服上实践一

下，看看效果和评价，我们在针对评价，认真思考和改正创

新，如果效果反应很好，那我们会开发更多毛麻绣周边产品，

让它代替毛线等传统织物的手工艺术。”

4.3 意义
洛川毛麻绣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

格和精湛的技艺吸引着众多爱好者和收藏家。洛川毛麻绣作

品大多表现的是当地的自然风光、历史传说、民俗风情等主

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传承弘扬非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研究

价值和文化内涵。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即将消亡的境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保护迫在眉睫。

创新“非遗”文创产品。推广洛川毛麻绣文创产品，

不仅有利于洛川毛麻绣工艺的传承和保护，还有利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商业模式的创新结合。

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宣传推广洛川毛麻绣“非遗”文

创产品，助力洛川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改善

传统手工艺人生活状况，助力乡村振兴。

5 关于洛川毛麻绣发展的策略

首先，文创产品是现代青年人的一股热潮，本实践团

队了解到对洛川毛麻绣的认识几乎除了洛川当地以外的地

区几乎都不知晓这项非遗。因此本团队认为洛川县政府应加

强当地人民群众普及宣传非遗保护的相关经验和理论知识，

合理地利用现代科技，利用互联网技术向外界推广毛麻绣。

其次，洛川毛麻绣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色，洛川

毛麻绣图案的主要题材大多数来源于民间故事，其中主要是

神话传说和祭神辟邪，二者都表达了祈福纳祥、驱灾辟邪美

好的寓意。人们常常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寄托于这类题

材的毛麻绣作品上。本团队认为可以将民间故事的讲解与洛

川毛麻绣的制作合二为一，让更多人对洛川毛麻绣的人对其

产生兴趣，深入了解。同时本团队希望毛麻绣工艺可以应用

到更广的范围内，与现代故事、现代形象甚至卡通形象相结

合，以“文创”的形式进入到大众眼中。

最后，洛川毛麻绣中的纹样种类丰富多样，涉及范围

很广，有象征吉祥寓意的动植物纹样以及几何装饰纹样。同

时，毛麻绣中的几何纹样不仅仅是一种装饰的图案，纹样中

还包含着百姓对生命的向往、对生活平安如意的渴望。

本实践团队希望通过“毛麻绣 + 系列产品”的手法，

形成一种新的文创风格，使得洛川毛麻绣赋予新的活力。传

统与现代如何共鸣、共融、共进，市场是导向，再创意是路径。

6 结语

洛川毛麻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人们经历长期生活生产时间积累创造形成，是连接华夏文

明的精神纽带。随着全球经济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中

国传统文化却越来越被人们忽视。

洛川的毛麻绣是陕西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

实践团队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洛川毛麻绣

的艺术魅力，使洛川毛麻绣的发展能够与现代文化艺术的需

求相结合。因此，本实践团队希望洛川毛麻绣能够被更多的

人所了解，提高洛川毛麻绣的知名度，从而使洛川毛麻绣的

技艺得到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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