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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传承的理念与策略

——兼论“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

The Concept and Strategy of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ua Yao Ethnic Traditional 

Handicraft——Also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Hua Yao Ethnic Traditional Handicraft Digital Resource 

Platform”

肖宇强　Xiao Yuqiang

摘要：少数民族手工艺具有构建民族身份认

同、维系民族社会关系、展现民族文化内涵与审美

特质的作用，对其进行创新性保护与创造性转化是

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对

花瑶古村落的田野考察、影像记录，分析该民族传

统手工艺的类别与呈现载体，将其归纳、整理，录

入数字化资源平台，建成以“项目简介”“影像花

瑶”“资源库”“元素提取”“成果展示”“文献

资料”“学习体验”“作品案例”等为主要内容的

功能性模块，旨在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丰富信息资

源的基础上，给予设计师等创新团队诸多灵感素

材。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能开启

花瑶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的新范

式，为民族手工艺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花瑶手工艺，民族非遗，数字化资源

平台，保护与传承，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Handicrafts of ethnic minor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ethnic 

identity, maintain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presenting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ve protection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Carrying out filed work and video recording of Hua Yao villag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ategories and carriers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f this ethnic group, which are 

properly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uploads them onto the digital resource platform, and 

builds functional modules including Project Introduction, Images of Hua Yao, Resource 

Library, Element Extraction,  Achievement Display, Literatur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Work Cases. Besides providing rich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it can 

also give designers and other innovative teams a lot of inspirations. Establishment of the 

digital resource platform can help develop a new paradigm of digital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Hua Yao ethnic handicraft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handicrafts.

Keywords: Hua Yao ethnic handicraft, ethn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resource platform,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镇、大托村、茅坳村等地，由于该族群的

服饰造型及风格极为特别，且女性挑花技

艺精湛，故被外界称为“花瑶”。若从生

活习俗与居住环境来看，花瑶当属“过山

瑶”的一支（花瑶民众以前也自称为“过

山瑶”［4］）。花瑶传统手工艺即是用于制

作花瑶民众特需生活用品的重要技艺形式，

其主要以花瑶服饰为承载对象（图1），包

括染色、织带、盘帽、挑花等类别。如花瑶

女性头戴的大圆盘帽就是利用当地盛产的

乌萢、栀子等植物果实汁液浸染丝线，使

之染成红、黄色后，编织成带，再盘旋固定

在相应的竹篾架上缝制而成的（图2）。过

去，花瑶服装也是以纯手工的形式制作的，

特别是服饰中的筒裙，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

“点阵图”，实际上，这正是花瑶最具特色

的挑花，挑花以“×”“/”形针迹为单位，

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形成各式各样的

图案。筒裙的材质一般为黑色棉麻面料，而

挑花用的线为白色棉线，这黑白的对比强烈

而有力，体现出民间工艺淳朴的风格［5］。

在挑花筒裙的两侧还分布有对称的长条形

彩色布片，瑶语称为“祻布”（在裙子穿好

之后，“祻布”便成为筒裙前端的装饰），

“祻布”上设有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均以彩

色毛线刺绣出不同的几何图案（称为“过

花”），绚丽缤纷（图3）。

在田野考察中，笔者了解到，花瑶并无

本民族文字，语言、服饰和手工艺即成为他

（她）们表达情感与社会交流的手段。具体

来说，花瑶女孩在六七岁时就要跟随女性长

辈学习服饰制作和挑花技艺，此技艺贯穿着

花瑶女性的一生。在当地，不会挑花的女孩

是嫁不出去的；挑花刺绣图案不精致、不美

观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没有相当数量的挑花

筒裙作为嫁衣也是不体面的。此外，织带、

挑花等工艺、图案还出现在花瑶儿童的背带

上，这是由家中女性长辈亲手缝制、刺绣，

赠予出生婴儿或满月孩童的礼物，它们以吉

祥图示或喜庆字眼为主题，诠释出长辈对于

孩童的祝福与期盼（图4）。是故，挑花筒

裙及挑花工艺具有重要的民俗功能和社会意

义。正如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Robert 

F. Murphy）所言：“功能是指一种习俗的

社会效用……任何一种习俗或一簇习俗的

功能并非必然就是人们感知的该习俗的目

的，而是更深入的分析所揭示的它对社会系

统——该习俗是其一部分——的贡献”［6］。

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五和七月初八至初十，

花瑶古村寨都要举办盛大的“讨念拜”“讨

僚皈”仪式活动（图5）。在这些活动中，人

们均要盛装出席，当地挑花能手还要参加挑

花大赛，一展自我风采。可以说，花瑶服饰

特别是挑花等传统手工技艺是保障花瑶社会

有序运行的重要载体，其能增强该民族共同

体的内聚性。

在挑花图案中，还蕴含有花瑶民族的

民间信仰与文化内涵。据史料记载，花瑶族

群是在元末明初，为了躲避战乱，从江西

吉安迁徙至湖南邵阳隆回县境内的（《邵

阳市志》有载：“今隆回小沙江一带自古为

梅山峒地……元代因受统治者的歧视和征

讨，（花瑶族群）被迫离开世居的江西吉

安……明太祖年间……相继定居在今隆回

县西北”［7］）。在逃难途中，花瑶老弱妇孺

躲避在路边的黄瓜、白瓜棚下，幸免于难。

安定后的花瑶民众便将瓜果、藤叶等抽象

成图案挑绣在筒裙上（图6），以不忘那段

历史。此外，逃至深山密林定居之后，花瑶

民众经常遭到野兽蛇虫的侵袭，为了祈福辟

邪，她们便将这些动物形象挑绣在筒裙上。

特别是“蛇”在花瑶民族文化中具有独特的

象征意义——瑶民们发现蛇生性灵活，能上

树、下地、入水、耐饿，具有较强的繁殖与

生存能力，便将蛇视为灵物。于是，在挑花

筒裙上就出现了诸多“双蛇吐信”“双蛇缠

树”“双蛇相交”的图案制式（图7）。借

用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

Bruhl）的“集体表象”，似乎可以解释挑花

图案中的主题与内容，即：“（在某些族群

中）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任何客体……都

构成图腾的一部分……它们暗示着从这个东

西里发出了某种确定的影响，或者这个东西

受到了这种影响的作用。这个影响时而是力

量，时而是神秘的威力……并构成他的表象

的一个主要部分”［8］，这些表象亦支配着该

族群的各种风俗与生活习惯。

花瑶挑花工艺及图案也是极富审美和艺

术感染力的。上文提到，挑花以“×”“/”

针迹为“点”单位，通过连点成线，牵线成

面，能塑造出千变万化的图案。这些图案并

非写实的，而是一种几何风格，简练传神，

诠释出手工艺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构图

能力。沈从文先生就曾称赞花瑶挑花是“世

界第一流的挑花”，国画家陈白一先生亦评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以乡村为存在背

景，它汲取了乡土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形成

了质朴的美学风格。作为当地人制作其特需

生活用品的一种技艺形式，民族传统手工艺

亦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

发展与变迁，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

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特别是机

械化生产方式对于传统手工艺作业产生了

一定冲击——机械化商品慢慢取代了纯手工

制作的物品，以至于如今手工技艺传承难、

发展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对此，原文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国传

统工艺振兴计划》，计划中提出：“振兴传

统工艺，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涵养文化生态，丰富文化资源，增强

文化自信；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手工劳动的创

造力，发现手工劳动的创造性价值；有助于

促进就业，实现精准扶贫，提高城乡居民收

入，增强传统街区和村落活力”［1］。2022

年6月28日印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

量传承发展的通知》中也提出：“加强对各

级传统工艺代表性项目的调查和整理，注重

相关工具、材料、作品等实物资料的征集和

保存，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利用现代展示和

信息传播技术促进社会共享……部署研发传

统工艺挖掘、记录、保存的新方法、新技术

及专用系统与装备。加强传统工艺当代价值

的研究”［2］。民族传统手工艺中不仅蕴含有

丰富的技艺、文化因子，还潜藏着诸多的审

美、经济价值。保护、传承好这些手工技艺

不但是实现其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还能

为我国其他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提

供参考。时下，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信息资

源的挖掘、整理、存储、传输、共享等已深

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和人们生活方式的

变革［3］。如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手工艺

的保护、传承之中，进而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与创新利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下文将以瑶

族的一个分支——花瑶为例，介绍其手工艺

基本情况及数字化保护、传承方略。

一、花瑶传统手工艺的类别、呈现载体与多

元价值

花瑶聚居于湖南邵阳隆回县西北部的

山区，其人口主要分布在虎形山乡、小沙江 1. 花瑶女性服饰形貌（作者摄）

2. 花瑶大圆盘帽制式（作者摄）

3. 筒裙上的挑花图案和祻布上的过花装饰（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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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挑花为“具有国际水平的艺术”［9］。此

挑花图案风格与西方马赛克图案构成亦具

有相似之处，即需要一定距离、空间才能分

辨其表达的对象和内容。是故，这类图案、

风格能为当代艺术设计与创作提供灵感。

如在某市一商场的外墙装饰中，就有类似挑

花“×”元素的创新运用——该元素呈零散

分布，却又疏密有致；白天呈现为立体凹凸

状，晚上即发出光亮，给人繁星璀璨的感觉

（图8），十分巧妙。

可以说，花瑶传统手工艺虽是一种无形

的技艺类别，但其巧妙地融入帽子、服装、

背带等有形物件之中，促成了这些生活物

品的缤纷多彩，并汇集成一种视觉语言，

成为花瑶民族的象征性文化符号。特别是

花瑶挑花作为一种“言说、描画和书写的

综合体”［10］，具有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维

系民族社会关系、展现民族文化性格与审美

特质的作用。当下，“乡村振兴”正在中国

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乡村振兴离不开乡

村文化的振兴，传统手工艺是重要载体，其

不仅包含有民众的造物智慧、审美意识、技

术能力、伦理观念，还具有农业、工业和信

息经济内涵叠加的产业功能［11］。保护与传

承花瑶传统手工技艺，对其展开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利用，有助于实现当地文化的可持续

发展与推动乡村振兴。

二、花瑶传统手工艺的存续现状

自2018年开始，笔者多次到访隆回虎

形山、小沙江、大托村等花瑶古村落进行

田野考察。数年前，在一些村落的房前屋后

还有零星的妇人在挑花刺绣，而如今，挑花

刺绣的花瑶女性越来越少。在小沙江崇木

凼景区，笔者发现有一些纪念品商店在出售

（借）机绣的挑花筒裙（服饰）——游客们

纷纷购买或租借该裙子（服饰）穿戴在身，

然后拿起相机、手机拍照。不得不说，这些

挑花筒裙上的机绣图案，在一定视距内，是

完全分辨不出其与纯手工挑花图案区别的。

同时，笔者还在小沙江镇的集市摊位上发现

一些打印出来并过塑的摄影图片，摄影图片

的内容全都是挑花的纹样与图案（图9）。

笔者上前询问后得知，这些图片是该摊主利

用数年时间，去往各家各户或经过不同渠道

拍摄数百件挑花筒裙，后将裙上的图案整

理成单位纹样打印出来，作为模板供消费者

购买，以维持生计的方式。事实上，此前，

花瑶女性挑花全凭脑海中的印象和一双巧

手，直接将设想好的图案挑绣在筒裙上。如

今，有了这些图样作为参考，她们也无须再

构思、设想，而是可以在市面上挑选、购买

喜欢或合适的图案进行复制、模仿。由此可

见，花瑶挑花工艺及其图案创新的动力在减

弱，这势必会影响该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传承

与发展。另外，笔者在小沙江镇的某服装店

中看到一些织带和服装面辅料，这些织带、

面辅料均是由机器化批量生产出来的，即原

本需要花瑶民众自己染色、编织、盘帽的丝

线、织带等均可在此店购置；缝在筒裙两旁

的“祻布”也成了商品，无需自己制作。店

主还向笔者透露，如今当地许多年轻人都不

会挑花刺绣，只有老一辈的妇人还在坚持，

所以，挑花的人群越来越少。但在一些仪式

活动和传统节日，规定人们必须穿戴本民族

服装，此规定又使得该民族服饰不能废弃。

于是，机械化批量生产出来的服装也便有了

市场（手工作业的耗时较长，赶不上机械化

生产的效率和速度），其呈现效果与手工制

作的服饰并无二致，甚至更为标准和精致，

遂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与接受。

综上可见，花瑶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

间”已被极大压缩，那些机械化工业产品逐

渐渗入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之中，如不加

以科学地保护与传承，再过数年，或许这些

手工艺及其制品就难觅踪迹，花瑶民族的标

志和特色也将不复存在，对花瑶传统手工艺

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 

三、对花瑶传统手工艺实施数字化保护与传

承的必要性及思路

虽说花瑶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延续并

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但当地有关部门也在

积极为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努力。如

隆回县文化局、县非遗保护中心在崇木凼村

建立了“花瑶挑花传习所”，聘请花瑶挑花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奉雪妹老师

牵头，以“传”“帮”“带”的形式，指导

当地年轻女性学习和传承此项手工技艺。此

外，奉雪妹老师还受邀在湖南省内一些高校

讲授“花瑶挑花技艺传承与创新”的课程。

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学校的师生们对于花瑶

挑花、织带、盘帽等手工技艺的学习充满热

情，尤其是她（他）们能根据挑花的基本针

法，创造出一些新颖的图案，并运用于不同

的载体（如服饰、包袋、文创产品）之中。

但奉老师也向笔者反映，由于授课需要携带

服饰实物、相关教学资料和绣片，且她本人

已年逾六十，从一地赶到另一地授课非常辛

苦，对于电子设备、PPT等操作也不够熟

练，以至于授课形式较为单一。这让笔者产

生了对花瑶传统手工艺实施数字化保护、创

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念头。一方面，该平台

可以汇集大部分花瑶手工艺承载物品的图文

资料及手工艺制作流程的影像资料；另一方

面，将其作为教学资源库，又是学生们可以

随时随地学习、参考的活教材。

（一）开展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与传

承的必要性

早在2006年，花瑶挑花就被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然

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当地民众生活

方式、思维理念的转变，这项传统手工艺的

传承与延续似乎遇到了一些问题，正如上文

中提到的那样。好在如今数字化技术蓬勃发

展、应用领域越来越广，这为传统手工艺的

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条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提出：

“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

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

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用……

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

的教育计划”［12］。因此，科学、合理地利

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手工艺进行保护与传

承是值得推广的举措。正如花瑶挑花这样

的手工技艺，其传承、延续一直都靠“言传

身教”，但相关图文教材、资料的缺失，使

得许多技法传授所花费的时间增多，教学形

式也受限。若有相应的图文教学资料提供给

学习者，她（他）们便能在“言传身教”的

学习之后反复观摩、加以巩固，势必会收到

良好的效果。是故，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收集、整理、记录非遗手工艺

中的诸多内容，同时，又能实现这些资源更

为安全和长久地保存，让其展示效果更具

体验性和互动性［13］。如数字化资源平台中

的影像、图文资料，打破了时空局限，可以

让学习者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

随时随地参与学习，这亦减轻了传承人授课

的负担。此外，当下许多设计师在搜寻灵感

素材时都较为盲目——网络上的素材资源鱼

龙混杂、真假难辨。若开发相应的手工艺数

字化资源平台，或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即

设计师无须前往遥远的民族地区，可先通过

数字化资源平台了解某民族（如花瑶）传统

手工艺的特点、类别及文化内涵；依据资源

平台里的图片、视频等预先学习该手工艺造

物的方法，透过移动终端的显示屏进行互动

体验，待真的需要采用并对其开展创新设计

时，再前往当地进行深入田野调查。当设计

师完成相关手工艺的创意转化之后，还可将

这些创新设计作品置入资源平台进行展示和

推广宣传，势必能扩大该手工艺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二）实施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与传

承的思路

前文已述及，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建设是

推动传统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方

式。而一种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建，

首先必须了解该手工艺的具体情况，如类

别、特点、呈现载体等，这需要深入当地进

行田野调查，对手工艺的用料选择、制作流

程、依附载体进行详细拍摄、记录。其次，

要采访当地手工艺人、普通民众、文化学者

等，了解该地历史发展、民俗风情，特别是

获悉此手工艺对于当地民众生活的意义。

手工艺传承人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具的

“匠心”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这是手工艺

价值内涵的直接体现［14］。如花瑶挑花图案

就分为自然物象、动物植物、人物故事等类

别，其中的寓意只有当地人最清楚，了解这

些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是极为重要的。

如挑花筒裙中有一种出现频率较多的图案，

当地人称为“杯干约”（图10），汉语叫作

“花绿岩”，这是模仿生长在岩石上的一种

生物菌体图案。据说，每到收成好时，这种

花绿岩图案就会格外显露［15］。因此，花瑶

女性常将此图案挑绣在筒裙上，以期盼年年

都有好收成。再次，需依据田野考察时获取

的图文、音视频等素材，创建元数据信息。

元数据是反映数据的数据，是对信息资源的

结构化描述，其能实现信息资源的组织、建

立、发布、共享、检索、浏览、管理等，帮

助用户有效定位、评价、比较、获取和使用

相关数据信息［16］。这就是说，要按照一定

的标准，以元数据的属性（标识符、名称、

尺寸、时间等）对相关素材进行整理、归类

4. 花瑶儿童背带样式（作者摄）

5. 花瑶“讨僚皈”仪式活动现场（作者摄）

6. 花瑶挑花筒裙上的植物纹样（作者摄）

7. 花瑶挑花筒裙上的蛇形象（作者摄）

8. 某商场外墙装饰中的“×”元素（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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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瑶传统手工艺可以归为挑花、过花、

织带、染色等类别，其又有文献、图片、

视频、音频等存储方式），创建其对应的

基础数据信息。最后，创建适宜的数字化

资源平台。这一步可通过购买相关域名和

开发网站来实施，也可与高校、文化（非

遗）馆、企业进行合作，将平台挂靠在其

官网，还可以申请、开发相应的公众号、

小程序等。一般来说，许多网站域名供应

商都可提供不同风格、用途的网页模板，

使用者只需选择适合的模板即可，若觉得

对方提供的模板不合适，也可寻求专业的

网页设计机构来进行设计。网页模板制作

好之后，即可设置不同的单元板块及其功

能，后对每个单元板块命名，将准备好的

元数据资料录入进去。当上述工作完成之

后，还需进行数字化资源平台的日常维

护，包括运行状态检查、数据定期备份、

网站安全性能提升和板块功能优化等［17］。

四、“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

创建实例

依据上述思路与开发流程，在多次前

往花瑶古村落进行田野考察及信息资源采

集的基础上，笔者创建了“花瑶传统手工艺

数字化资源平台”（图11）。具体来说，该

资源平台共设八个单元板块，分别为“项

目简介”“影像花瑶”“资源库”“元素提

取”“成果展示”“文献资料”“学习体

验”“作品案例”。“项目简介”主要介绍

本项目的基本情况、研究目的、意义、负责

人及成员信息；“影像花瑶”板块下设花瑶

山水、民俗风情、手工艺文化、服饰之美、

民居建筑、挑花传习所几个部分；“资源

库”汇集了花瑶传统手工艺中的大部分资源

素材，包括服装素材、挑花素材、过花素

材、盘帽素材、织带素材等；“元素提取”

板块则包含有笔者根据花瑶手工艺类别、载

体进行不同元素提取的代表性图片，有挑花

元素、服装元素、过花元素、饰品元素、织

带元素、家居元素和建筑元素等，这些元素

均能为设计师创新利用；“成果展示”板块

主要展示学生以花瑶挑花及其他手工艺为灵

感来源创新设计的作品，有服装、饰品、

包袋、家居装饰等；“文献资料”板块展

现的是有关花瑶民族历史、手工艺保护与

传承方面的文献资料，包括政策文件、研

究论文与学术著作三个部分，可为研究人员

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帮助；“学习体验”

板块主要记录了学生和手工艺爱好者学习

挑花、过花、织带等手工艺时的场景与过程

（影像），特别是其中置入了笔者绘制的挑

花技法（针法）示意图（图12）。通过该示

意图，学习者能够迅速理解和掌握挑花的基

本方法与流程；“作品案例”板块展现的是

笔者在花瑶当地采风考察到资料收集、元素

提取、创意构思直至整个作品完成的一系列

设计流程（图像资料），其能为相关人士进

行该传统手工艺的创新演绎与创意设计提供

参考。

五、“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

创建意义

花瑶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创

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其一，由于

是数字化平台，故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

与资源共享，这不仅对于当地传统手工艺

的数字化保护、传承大有裨益，对于该手

工艺的创造性转化也具有推动作用。特别

是随着5G时代的到来，物联网、信息服

务、智慧应用等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全息

投影展示、VR体验虚拟环境、AI智能导览

等技术都趋于成熟［18］。故可将此资源平台

导入当地文化馆、博物馆、非遗馆的数字化

展示与管理系统。来访游客在参观馆藏手工

艺实物的同时，可以关注、链接此数字化资

源平台信息，查看一些手工艺制作的影像资

料，并借助场馆中的全息投影、VR设备，

身临其境感受其制作环境，加深对于当地民

众特需生活用品来源的理解。同时，该数字

化资源平台还可对接景区游客服务。在虎形

山崇木凼村建有一个大花瑶旅游景区，但景

区并无数字化导览系统，以至于游客难以根

据景区门口所贴的唯一一张纸质导览图进行

观光游览。若将此数字化资源平台导入当地

景区、景点导览系统，游客便可通过扫描二

维码、下载APP小程序或关注公众号，了

解整个景区的布局、花瑶手工艺体验区的基

本情况，并根据平台中的AI智能导览、地图

定位，找到体验区，体验花瑶传统手工艺的

制作乐趣，并将自己亲手完成的手工艺品带

回留作纪念。此手工造物活动充盈着难以复

制的独特魅力，显现出与游客自身生活环境

迥然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个性，其造就的“孤

品”特质，恰好投合当今消费者追求的独一

无二的个性需求［19］，势必能极大推动当地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其二，数字化

资源平台能承担起花瑶手工艺相关文创产

品展示与推广的作用。事实上，早在2014

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

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

意见》的文件，文件中提出：“拓展物质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促进文化遗

产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

可持续发展。加强科技与文化的结合，促进

创意和设计产品服务的生产、交易和成果转

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产品，实现

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20］。基

于此，设计师、创客们可依据该平台“资源

库”和“元素提取库”中的物件图像、制作

技艺，结合当今流行趋势开展创新设计（如

设计出时尚服装、饰品、包袋、生活与学习

用品等），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并将这些创

意产品导入资源平台进行展示。若有企业

看中这些产品，可以通过平台与相关设计师

取得联系，依照设计师的构想，组织当地手

工艺人、传承人进行产品生产。这势必能实

现传统手工艺的创造性转化，对接其“生活

化”的活态传承［21］，进而推动当地乡村经

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结语

手工艺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

表，其具有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维系民族社

会关系、展现民族文化性格与审美特质的

作用。花瑶传统手工艺中蕴含有该族群的历

史记忆、民族信仰、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是当地民众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当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们生

活方式的改变，传统手工艺逐渐淡出了我们

的视野，但作为一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类别，其又具有极高的经济、文化、艺术价

值。特别是将传统手工艺对接乡村振兴是实

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实施保护与传承是

当务之急。通过采集花瑶传统手工艺的图文

影像素材、制作流程资料，将其录入数字化

资源平台，设置不同的单元板块，开发相应

的数字化展示、传播与教育功能，能形成花

瑶手工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新范式，为新

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

新提供智库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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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下花瑶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

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CMZ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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