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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夏布绣的产品特征,结合夏布绣织造技艺与产业发展的现状对非遗夏布绣的文创发展路径进行了探

讨,以期对夏布绣的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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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布绣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

值,它将传统古朴韵味的夏布和精致细腻的刺绣工艺

完美结合,碰撞出独具一格的艺术火花。研究非遗夏

布绣的传承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拉长价值生产链,大
力开发夏布绣衍生产品,实现市场、创意和品牌建设的

有机结合,把传统文化创新化,让其焕发新的生机和活

力,是夏布绣文化与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 夏布绣概述

1.1 夏布绣工艺特点

夏布绣,俗称麻布刺绣,起源于北宋年间,以苎麻

夏布为原材料,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它是用绣针穿

引彩色绣线,在苎麻夏布面料上按照事先绘制好的纹

样,进行往复穿刺形成线迹,加以疏密排列形成精美图

案的一种手工刺绣技艺[1]。夏布绣工艺将粗犷、古朴

的苎麻夏布面料与精巧、细腻的刺绣工艺融为一体,区
别于丝绸面料绣品,呈现出古朴高雅、粗犷细腻、画面

质感强烈的艺术效果。
现代消费者不再单纯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返璞

归真、回归自然的精神需求日益强烈,夏布绣的审美意

境很好地迎合了这一消费需求,使夏布绣浓重的历史

感和悠久的文化内涵得以体现。夏布绣因从苎麻原料

的种植、夏布织造到绣花工艺均是手工制作,精致高

雅,但费时费工、产量较少,显得颇为珍贵[2]。夏布绣

以夏布为面料,结实耐用不易霉变腐烂,绣面平整不易

折皱,充分利用了夏布挺括、抗霉、不褪色等优良特性,

使得绣品粗犷细腻,具有很高的艺术、经济和文化价

值。

1.2 夏布绣现状分析

首先,因夏布绣属纯手工制作,工艺程序繁琐,生
产技术难度比较大,并且学习技艺的周期比较长,工人

大多以中老年为主,造成了夏布绣织造技艺人才的短

缺,存在青黄不接、面临技艺失传的境地。
其次,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现代消费者审

美情趣的改变,加之机械产量化程度的不断运用,使得

夏布绣这一传统工艺的功利价值受到挑战,民间传统

技艺不再为大众所喜爱,传承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2 夏布绣的服饰传承意义

2.1 有助于保护和发展夏布绣文化

保护和发展夏布绣传统技艺文化,就是保护传统

工艺的多样性,满足人们生活的多样性需求[3]。夏布

绣作为传统刺绣工艺的支系之一,其在服饰设计中的

应用可以使传统的夏布绣工艺成为“运动着”的非遗文

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更好地保护和宣传夏布绣文化,
从而更好地发展夏布绣产业。

2.2 有助于改变单一产业链

夏布绣的服饰传承更加注重现代消费者的审美需

求。迎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对夏布绣不断创新,并不是

墨守成规或者生搬硬套。只有这样,才能使夏布绣技

艺在这复杂多变的时尚界有立足之地,甚至成为引领

时尚界潮流的一枝独秀。同时,可以改变夏布绣单一

家纺产业链,使其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追求夏布绣

产品的时尚化、年轻化,将带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夏布绣

文化运用到产品设计中,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2.3 有助于塑造民俗文化品牌

夏布绣运用到服饰设计中惟妙惟肖,起到了画龙

点睛的作用。夏布绣以一种图案花纹的形式呈现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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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上,提升了夏布绣的审美和艺术价值[4]。利用现代

科学技术和设计手段,挖掘夏布绣文化的工艺技术和

文化内涵,将传统夏布绣文化与时尚元素结合起来,为
夏布绣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内涵性支撑,丰富产业内容,
提升产品附加值,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与

发展,为夏布绣的长期发展开辟一条新的发展方向。

3 夏布绣的文创发展路径

3.1 优化发展环境

市、县各级政府应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和政策优

惠,安排一定的发展扶持资金用于企业的建设和发展。
另外,加大苎麻种植用地的支持力度,扩大苎麻种植面

积,从而确保夏布绣优质原材料的供应,发展夏布绣文

化创意产业。

3.2 强化人才支撑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引才育才,引进急需紧缺

的高层次人才,营造有利于融合发展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的良好环境。同时,应加强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开展

夏布绣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成立夏布绣艺术研究所,有
针对性地组织各类培训实训班,培养大批量夏布绣文

化及技艺人才[5]。此外,还要保护和鼓励身怀绝技的

老艺人,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年轻一代的夏布绣织

造技艺人才和管理人才,为夏布绣的传承和发展提供

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3.3 提升品牌影响力

加强夏布绣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化宣传工作,强化

导向意识,积极塑造夏布绣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形象。
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改变政府、社会对夏布绣文化创

意产业的一些不准确的认知;注重传播,充分利用各种

媒体渠道发出声音[6]。借助展会、麻博会、非遗+旅游

等平台让技艺不断传承,及时向社会和公众宣传夏布

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近况,使夏布绣文创产业的新

标签更加深入人心。

3.4 完善服务平台支撑体系

以建设新型夏布绣文创产业为重点,推进信息技

术与夏布织造技艺的融合发展,提升夏布绣产业的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7]。加强两化融合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围绕夏布绣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产业化应用

示范,搭建一批对夏布绣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引

领带动作用的高层次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消费者消费理念和审美

观念的改变,传统夏布绣的织造技艺和艺术审美价值

越来越受到爱好者和消费者的青睐。融合现代科学技

术,进行夏布绣服饰传承与夏布绣衍生产品创新设计,
不仅能解决目前夏布绣处于瓶颈的局面,还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非遗夏布绣产品的附加值,扩大夏布绣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伴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力度的不断加大,夏布绣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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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roductcharacteristicsofgrassclothembroiderywereanalyzed.Combiningtheweavingtechniquesandindustrial
developmentsituationofgrassclothembroidery,theculturalcreativedevelopmentpathofgrassclothembroiderywasdiscussed,to

providetheoreticalandpractical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grasscloth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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