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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 ）是设计界

的创新名词，在文化创意产业不断发展进程中，依托产品、

旅游纪念品，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因素，浓缩文化精髓深意，

是非遗品牌传承与创新的一大核心思路。区别于其他民族文

化，具有明显的标志性，突出潜在的市场价值，成为本民族

的文化象征符号。

羌绣图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图”和“案”，

是羌族妇女在社会实践和发展中融合本民族文化，提升装饰

实用性和艺术性的智慧结晶，常用于服饰的装饰物。刺绣图

案内容广泛，文化特性强烈，各具特色，不仅包括花草瓜果、

野兽昆虫，还包括山水日月、云纹字符等，突出本民族的宗

教信仰，无论是色彩还是工艺都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尊敬之意，

体现出美好生活的祈愿。

羌绣图案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价值、经济价值、

工艺价值、现代文化价值这 4个方面 [1]。其中，民族文化价

值主要指突出了羌人民族认同感，凝结着民族文化情感内涵，

是区域性精神记忆的牢固纽带，同时也是原始民族文化要素

的重要体现，彰显出原始色彩，反映出纯真朴实的民族特质，

彰显出该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经济价值就是指在市场经济

不断发展和健全的时代背景下，羌绣图案艺术品在商品市场

中的受众更为广泛，在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背景下，同样的

元素构图形被创新开发并应用于时尚单品、现代工艺、高端

制品中，市场经济价值逐渐提升；工艺价值就是指羌族刺绣

制品层次感丰富，挑花刺绣技艺风格多样，极具工艺价值内涵，

纹案构造得当，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构成整体美；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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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价值就是指将羌绣图案的装饰性和传统性用现代设计语言

表现出来，赋予其美学内涵，实现文化价值的延伸。

将羌绣图案艺术与文创产业相结合，可以突出羌绣图案

艺术承载力 [2]，尤其在羌绣灾后重建的两年后，设计创作研

发团队更加注重文化产品的创新开发和传承，如今已经在各

个地区开设了品牌专卖店，并将图案艺术元素（牡丹＋菊花

＋金瓜＋杜鹃花＋石榴花＋草本＋蝴蝶＋羊＋鱼＋龙凤＋日

月＋钱币＋狗牙＋云纹等）融入沙发靠垫、日常家居生活用品、

汽车装饰、鞋子挎包的设计中，从这一层面来讲实现了设计

创作升级，使传统羌绣走向产业高端，以一种新旧相容的思路，

折射出羌族文化意蕴。另外，将羌绣图案艺术与文创产业相

结合，也是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在当前羌绣文化发展进程中，

刺绣图案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文化创意产品与羌

绣图案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关系，二者共生互利，表象特征

明显，如何运用好刺绣图案已然成为众多设计者、参与者的

研究重点。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羌绣图案创意产品的传播力

不够，仅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周边地区流行，虽然

塑造了自己的品牌，却难以从产业化的角度实现集中研发和销

售链条，在人员培养方面，传承人不够，能够掌握挑花刺绣技

法的绣娘少。因此笔者认为要想拓宽文创产品产业链，提升羌

绣图案艺术的非遗传承力度和效果，就必须重视文化创新，不

能过于推崇潮流与时尚元素，也不能摒弃历史文化特色。

要想实现羌绣图案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不能摒

弃历史文化特色，应该延续特有的刺绣图案文化传统，将带

有民族精神的记忆符号融入到文创产品设计之中，突出隐含

的文化内涵。就羌绣图案艺术而言，应该尽量保留传统技艺，

不能生搬硬套传统图案元素，也不能追求“异态化”的创新，

可以运用新材料，但是有很多本体的刺绣纹样是现代化、机

械化设备难以生产出来的，当前流水线的作业形式，生产出

来的刺绣产品千篇一律，难以保证产品质量，与人工刺绣手

法相比，缺少了独特的文化韵味，机械化的“复制粘贴”难以

保留一些其本质的东西。因此，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阶段和工

艺生产方面，应该寻找寻契合要点，把握民族特性，注重情感

表达，展示出区域特色，打上民族烙印，挖掘图案下的核心价

值，归纳提炼图案要素，运用几何设计对其进行创新演绎。例

如，设计师将羌绣图案运用到耳机设计中，不失时尚感的同时，

提炼民族韵味，再比如植村秀品牌限量版化妆品设计中，将羌

族刺绣图案运用到外观设计中，作为琥珀臻萃产品的限量版标

志，促进了传统图案文化传播，将羌绣图案艺术与科技产品、

护肤产品相结合，是文化创意的一大体现。

羌绣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创新动力主要来源于产业链打

造，突出品牌价值的溢价功能 [3]。因此笔者建议，要想实现

羌绣图案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发展，必

须拓宽发展路径，从单一性的政府支持中脱离出来，在文创

上不断推陈出新，坚持用市场化的方式，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比如可以将羌绣图案艺术的传播与弘扬与旅游产业相结合，

通过文旅融合，创新设计带有羌绣图案的玩偶、手机壳、模具、

迷你钥匙扣、书画、多彩围巾、帆布包等，赋予文创产品更

多的表现形式，在提升游客精神品位的同时，兼顾文创产品“周

边化”，从消费主义视角，立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做好“供给侧”

构建。同时也可以与当地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等单位进

行创新合作，跟随市场消费者潮流而动，将羌绣图案艺术的

继承和传播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利用“VR”技术和

“AR”技术，实现羌绣文创产品的活态演绎和活态展示，提

升广告宣传效应，制造寓教于乐游戏小程序，利用“两微一端”。

拓宽传播路径。

要想实现羌绣图案艺术的传承与传播，人才是关键，因

此笔者建议应该充分发挥人才矩阵的带动作用，吸引人才、

培养人才，实现人尽其用，最终才能留住人才，建设宣传人

才“新方阵”。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培养体系，围绕新媒

体模式，健全设计人才“供应链”，系统性开办专项培训班，

将文案策划流程要点、现代媒体传播规律、构图剪辑注意事项、

文案策划流程、平台搭建要领、产业需求包装等进行专攻精练，

进军高端需求产业，培养有力的宣传人才队伍，吸引优秀设计

人员参与其中，不断推陈出新，将校企合作与匠人精神呢结合，

引导绣娘、技师全面掌握构图、纹理、针法、技艺，创新流程

化人才培养路径或者举办专项培训，通过职业技能补充，尽量

调整传承人年龄梯次结构，提升羌绣产业的整体效益。

综上所述，羌绣图案艺术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和工艺价值。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带有民族精神的记忆符号融入到文创产

品设计之中，从设计方面、路径方面、人才方面做好文化传播，

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培养体系，重视传承人的培养，延伸

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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