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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成都地区蜀绣生产与销售市场的调研,发现蜀绣生产企业对当前大众文化消费的特征认识不足,产品

既缺乏准确的市场定位,又缺少创新性与实用性的研究与转变。针对蜀绣当前市场现状,从生产与销售两方面探究了蜀

绣的创新性,以期对蜀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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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绣又称“川绣”,是以四川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刺

绣品的总称[1],它孕育于民间,寄托了历代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同时以其技艺之精巧、形式之严谨、情感

之细腻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确表达,深蕴着丰富的

思想和强大的生命力。值此文化转型之际,不遗余力

地继承蜀绣的传统技艺,努力挖掘蜀绣的时代价值,实
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每位国人的重要

使命。从2006年蜀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起,经过一番励精图治之后,蜀绣行业发展有了较

大的改观,不但绣工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重,且随着销

售模式的改变,蜀绣的销售量和销售额也有了显著递

增。然而,相较于刺绣行业的龙头老大苏绣,在产业结

构、市场规模、市场分布等关键领域,都难以与之抗衡,
客观地说蜀绣发展仍然困境重重。

1 当前蜀绣发展的症结

通过对成都地区蜀绣行业的调查,我们发现阻碍

蜀绣发展的症结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其一,蜀绣的产

品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产品缺乏创新性和时代性,
从而导致销售不畅;其二,蜀绣绣工整体素质不高,创
新意识淡薄,对大众审美缺乏研究与把控,生产不出畅

销的产品;其三,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直接导致蜀绣销

售市场过于狭窄,利润前景堪忧,且在销售方式上也亟

需融入到当下的网销浪潮中;其四,蜀绣的宣传形式单

一,宣传收效甚微,难以营造出广泛的文化认同感。其

实,以上这4个方面又可以归结为生产与销售2个问

题,这是企业经营活动中最重要的2个环节,是一对辩

证统一体。对于蜀绣行业来说,由于蜀绣从业者缺乏

对大众消费心理的了解,便无法创造出备受青睐的产

品。蜀绣的产品定位与市场定位不准确,在市场上无

法迅速地出售,导致货品积压,商品价值无法兑现,就
会影响蜀绣创作的积极性,久而久之蜀绣的生产便会

受到影响,整个蜀绣行业便会衰弱。可见,蜀绣行业要

想走出发展的困境就必须在生产与销售这2个方面下

手,结合当前时代文化的特点,寻求创新的可能,这样

才能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中实现实质性突

破。

2 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

20世纪50、60年代,在工业化和科技化比较发达

的英美,大众文化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加速,经济体制

发生变革,物质财富极大增长,同时人民的经济支付能

力显著增强,中国也融入到了全球大众消费的浪潮中。
大众文化具有批量化生产、商品化、流行性的基本特

征。大众文化的兴旺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
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竞争,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

要想获得利润就必须进入市场转变为商品,机械化大

生产则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大众文化满足

的是大众的审美需求,它往往具有轻松、消遣、强调感

观刺激的流行性文化特征。最后,大众文化借助传播

媒介,将人类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蜀绣要想融

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就必须深入体会大众文化的消费

本质,并积极探索蜀绣的时代性与实用性,同时要充分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提高曝光率,营造全民互动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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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广泛地培养消费人群,为蜀绣市场的繁荣和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大众文化消费背景下的蜀绣创新性探究

蜀绣要想实现根本的复兴就必须了解当前的文化

类型并把握当前的时代脉搏,探索大众消费时代蜀绣

的时代内涵和价值,以适应主流消费人群的审美心理

和消费习惯。通过对蜀绣发展困境的剖析和对大众文

化特征的分析,将从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2个方面来

探讨蜀绣的创新性发展。

3.1 生产环节的创新性

3.1.1 产品定位的转变

产品定位对于销售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产品定位

是企业对选择怎样的产品特征及产品组合以满足特定

市场需求的决策[2]。当前蜀绣的产品定位存在严重偏

颇,从单一的产品类型与传统的题材内容来说,它的定

位明显集中于60岁以上的老年消费群体,而当今时

代,大众文化消费以70年代之后出生的群体为主,因
此产品定位的偏差必然使得蜀绣在市场销售中落于惨

败境地。蜀绣的产品定位应分为2种档次,即高档产

品与中低档产品。高档产品服务于中老年人,坚持手

工刺绣,追求卓越品质。中低档产品则注重实用性与

时尚性的结合,采用机械、批量生产(或部分机械生产)
的方式。有感于各大旅游风景区质量差、品种单一雷

同的蜀绣小产品,我们强调的是中低档产品虽然批量

生产、价格低廉,但并不代表就可以粗制滥造,精致秀

美、时尚新奇的东西才更能获得大众的青睐。

3.1.2 产品内容的当代性

蜀绣是以线代墨、运针为笔、绣画合一的民间美术

创作形式[3],除去使用的材料不同,其作品在意蕴、题
材上与国画无异。在大众文化消费时代,梅兰竹菊、翎
毛鱼虫的题材美则美矣,但却太过传统而缺乏创新意

识,与当前的时代审美相差甚远,不具有普遍吸引力。
蜀绣的作品内容应该从当代的生活去寻找题材,如宠

物、人物、明星肖像、风景等。蜀绣的内容应立足当下,
赞美当代人的生活与情感,才能获得更多的共鸣。

3.1.3 蜀绣技法的创新性

蜀绣以软缎和丝线为基本材料,针法包括12类

130多种,是四大名绣中绣法最为灵活的一种刺绣。
对于蜀绣的传统技法,当代人应尽力掌握并学以致用,
但是光靠“吃老本”是实现不了蜀绣的发展与复兴的,

关键还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力图创新,而创新的立足点

就是当代人的审美喜好。20世纪30年代“西学东渐”
风气盛行,苏绣艺人杨守玉将传统的刺绣技法与西方

油画的立体美感相结合而形成了“乱针绣”针法,通过

长短不一的针线去表现油画的立体感与色彩层次感,
成为刺绣技法创新的经典实例。全球一体化的当下,
我国的文化是多元而复杂的,地域、民族、国家等的局

限被打破,甚至在不同行业领域中都可以实现跨界和

交叉。而蜀绣技法的创新应在交流、借鉴与融合中实

现,不仅可以借鉴苏绣、湘绣、粤绣及其他少数民族刺

绣,亦可以借鉴日本刺绣、欧洲立体绣,形成新颖的、时
尚的蜀绣技法。

3.1.4 产品类型及实用性的创新性

传统蜀绣产品的类型主要有服饰家居用品、川戏用

品、官服用品、红白喜事用品、高档装饰画绣等,这些刺

绣品种以实用品居多,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用性是

过去蜀绣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现在的蜀绣品种集中

于装饰画绣这一类,实用产品并不广泛,因此要想实现

蜀绣的创新性转化与发展就应该对其应用性进行研究

与探索。首先,加强蜀绣在服饰、鞋帽、床上用品等实用

领域的应用。得益于现在古装影视作品的繁荣,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喜欢古风气质的衣饰,蜀绣从业者应充分抓

住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实现传统蜀绣向现代时尚的应用

转化。其次,应积极探索蜀绣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家
具设计中的应用,通过商品包装和家居环境装饰将蜀绣

的精美与巧思融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中。

3.1.5 人机互补的生产方式

农耕时代的刺绣生产靠的是手工制作,从画稿到

刺绣无不是双手造就,手工制作赋予了传统刺绣独特

的韵味,现在又成为高品质、个性化的代名词。然而,
工业化时代的手工制作耗时费力、成本高,在批量化生

产的廉价工业品面前极其缺乏竞争力,而机械化批量

生产的产品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将手工制作与

机械生产做到有效结合,是传统手工业既坚持文化内

涵又追求产业价值的重要策略。

3.1.6 新时期蜀绣人才培养机制的设想

蜀绣人才的培养是蜀绣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绣

工的培养靠的是师傅带徒弟,既具稳定性也具封闭性,
新时期绣工的培养在传统方式之外又出现了“兴趣班”
的形式,特点是开放的、大众化的,但培养的是业余选

手,这对于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很不利。因此,倡导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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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培训机制,即在四川省依托教学单位,建立“学前

-小学-中学-大学”一以贯穿的学校培训机制,由专

门的蜀绣技师任教,培训的目标是力主文化的宣传,让
我们的孩子从幼时便接触这种传统的民间技艺,经过

不同阶段的学习,加深人们对蜀绣艺术的理解、认同甚

至是喜爱,将他们培养成蜀绣市场的生力军。当然在

这样一个较大的基数群中一定会有不少人进入最终的

专业创作领域,这些人将是蜀绣的未来。

3.2 销售环节的创新性

3.2.1 探寻高效的宣传形式

当前的蜀绣宣传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方式传

统单一、针对性不强。在大众传播的背景下,我们认为

蜀绣的宣传需要广泛借助于大众传播的多种媒介来推

广,力争高曝光率和强反响力。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
政府相关部门、科研单位、蜀绣企业、蜀绣工作者都应

以极大的责任心和激情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除了举

办高规格的研讨会、艺术节之外,还可以集合相关部

门、金牌制作团队,以全新的理念、前所未有的规模,打
造一套犹如《中国诗词大会》、《舌尖上的中国》等深具

影响力的蜀绣文化节目。为培养90后、00后的年轻一

代,聘请流行文化明星作为蜀绣的宣传大使,同时也可

以与国际知名运动服饰品牌合作,积极探索蜀绣文化

与当代流行文化结合的可能性,推陈出新一些极具市

场号召力的产品,这将是蜀绣文化创新性转化的准确

方向。利用数字化高科技手段呈现蜀绣制作工艺的流

程,展现蜀绣之美,同时也赋予蜀绣文化一种时代美

感。借助大众传媒时代的数字化手段,将会迅速在民

众之间流传,影响力巨大。

3.2.2 创新销售渠道

蜀绣产品出售主要依靠店面直销,这不但会加重

蜀绣经营者的成本负担,同时固定的店面也难以形成

广泛的知名度,因此后来便有了个性定制的销售方式,
定制的主要方式是绣坊与顾客达成定制协议(订单)进
行生产[4],这种销售渠道比较适用于高档产品,而中低

档产品则可以积极尝试网售的销售模式。而在当前的

网销大潮下,传统蜀绣的装裱形式极不利于运输,因此

如何设计一套能适应快递这种运输形式的包装,或者

寻找新的装裱材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蜀绣的创新性应立足于时代需求,深入研究当前

的大众文化消费特征,才能生产出合乎当下民众消费

心理的产品。市场经济环境下蜀绣人应制作出亲民、
低廉、时尚、深具时代内涵的商品,才能在大众文化消

费的时代实现行业的振兴。同时,蜀绣的创新性也需

全方位地考虑和布置,在大众传播时代,蜀绣应利用数

字化手段、虚拟技术、全息投影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去呈

现蜀绣的制作工艺,再广泛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将蜀绣

艺术之美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蜀绣发展的机遇,同时

也是对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新挑战。最后,培养青少年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亲近感,必将为蜀绣未来的繁荣

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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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ExplorationofShuEmbroidery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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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yinvestigatingtheproductionandsalesmarketofShuembroideryinChengduarea,itwasfoundthattheShuembroi-
deryproductionenterprisedidn'thavesufficientunderstandingforthecharacteristicsofcurrentmassculturalconsumption,theprod-
uctswerenotonlylackedofaccuratemarketpositioning,butalsolackedofinnovativeandpracticalresearchandtransformation.Ac-
cordingtothecurrentmarketsituationofShuembroidery,theinnovationofShuembroideryindustrywasexploredfromtheproduc-
tionandsalestoprovidetheoreticalguidanceandsupport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Shu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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