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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丰畲族刺绣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搜集与实地考察,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

分析刺绣产品的可持续设计原则及方法,以期促进永丰畲族刺绣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永丰畲族刺绣

脱离生存困境的必由之路,可持续设计是促进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独特性原则的纹样设计、人本性原则的造型设计、持

续性原则的材质设计、地域性原则的人文设计可使永丰畲族刺绣在现代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扬,保有可持续生命力,对促

进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相关地域文创产品设计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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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丰畲族刺绣,如

今如同其他民间非遗工艺一样,面临着亟待保护、传承

不足的困境,想要脱离困境,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以可持续设计促进长远高质量发展。

目前暂且没有发现关于永丰畲族刺绣可持续设计

的研究,而其他产品的可持续设计研究则相对丰富,可

作为参考。如邵露莹[1]从文创产品的视觉设计角度出

发,探讨非遗文创产品转化的设计方法;刘敏[2]基于对

中国现有的工业产品的设计方法进行分析,归纳出适

合中国国情的6条设计方法。根据文献资料搜集与实

地考察,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分析永丰畲族刺绣的可

持续设计原则与方法,为永丰畲族刺绣传承与发展探

寻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为地域文化创意产品的具体

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1 永丰畲族刺绣产品的可持续设计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随着工业文明发展的一种新理

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

的未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定义:

指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

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可持续设计”(DesignFor

Sustainability,DFS)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

设计实践和设计创新变革来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社会

的发展问题,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思考。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设计需要解决的是非遗产

品如何进行适应性改造,在环保生态的基础上,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并与现代生活接轨,使其文化精髓在现代

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扬。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永

丰畲族刺绣可持续设计原则进行探讨。

1.1 独特性:保留技艺特征及文化内涵

永丰畲族刺绣是用于自身装饰的实用刺绣,有着

畲族刺绣所具备的共性,虽未自成一派,但也极具特

色。总体而言,其刺绣针法与其他畲族刺绣并无太大

差别,艺术特征则较为显著,图案自然、配色绚丽夺目、

具有农民画风格、题材贴近生活。文化内涵则主要体

现在背后蕴含的民俗内涵及审美意识,这与当地畲民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因没有本民族的语言,图

案便成为了他们记录生活的最佳方式,他们的图案源

于自然,诞生于生活,表达的是他们对生活纯真、直白

的美好愿景。

永丰畲族刺绣的技艺特征及文化内涵的精髓所

在,也是区别于其他刺绣品类的根本所在。在进行产

品开发设计时,应在保留以上独特技艺特征及文化内

涵的同时,通过对市场需求及刺绣产品的造型、色彩、

材质等的充分考虑,增加刺绣产品的独特性、美观性及

对文化内涵的传承性,给消费者带来审美与功能享受

的同时,使他们更能体会到文化的熏陶,进而实现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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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刺绣的可持续发展。

1.2 人本性:顺应消费者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时代消费趋势呈现出大众化、
个性化、多元化和精神化等特征,人们更加关注自我精

神需求。因此,产品的可持续设计中“以人为本”创作

原则的体现尤为重要。
“以人为本”的创作原则必须把产品的用户体验放

于最重要的位置。唐纳德·诺曼[4]在《设计心理学3:
情感化设计》中把体验分成了3种类型:本能层、行为

层和反思层3层次的体验。本能层,表现在消费者的

最直接视觉感官体验。永丰畲族刺绣产品需运用现代

设计手法,结合当下时尚审美趋势,通过造型、材质、色
彩、纹饰等的组合设计,塑造产品最佳的外观效果,以
此调动用户良好的视觉体验。行为层,表现在消费者

使用产品后的行为体验,需结合人体工程学,从人的角

度出发,充分考虑人、物、环境之间的关系,提高产品的

实用性、便捷性、可重复利用性、安全性、舒适性等。反

思层,表现在消费者通过产品所感知到的更深层次的

情感体验,如文化认同。产品在可持续设计时,尊重永

丰畲族刺绣自身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及技艺特征,使其

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认同。除以上3个层面的用户体

验之外,永丰畲族刺绣产品真正顺应消费者需求,还应

该充分考虑销售价格的合理性及价格与造型、材质、工
艺等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

1.3 持续性:突出产品生态设计

生态设计是使永丰畲族刺绣产品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手段之一,在设计产品时,除了考虑市场及消费者需

求,还应重视因产品设计、生产、使用带来的资源与环

境问题。从设计端来说,首先应考虑产品生产的材料

及加工工艺,原材料选用天然的绣布底料、绣线、染料

等,降低因产品废弃后原料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
同时减少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消耗及过度包装问题。其

次还应考虑产品的再利用性,再利用性不仅体现在原

料选择回收,更多体现在产品的功能。将部分损坏或

不符合当下审美及市场需求的产品二次改造,延长产

品的使用周期,提高产品的可重复利用性。最后要考

虑产品的再恢复性,刺绣产品因局部破损而影响美观

度及实用性,可对产品提供售后修复服务。如可通过

局部染色、局部刺绣、镶嵌、拼接、叠加等多种工艺与刺

绣产品有机组合,进行局部修复,便可恢复产品的审美

功能及实用功能,减少资源浪费。

1.4 地域性:重视地方性特色品牌打造

永丰畲族刺绣产品的可持续设计兼顾着文化传承

的需求,而地域文化是每个地方经过历史长河的积淀,
是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特色资源,具有可持续的属性。
因此,永丰畲族刺绣产品应注重地方特色品牌的打造,
借力地方文化载体功能,将非遗文创与地方特色融合,
突破单一的商品转化局限。产品在生产设计时,首先

立足永丰地区的地理资源,以特色非遗产品为开发契

机,因地制宜,打造各类地标性产品。如恩江古城址、
西阳宫、金溪文化古村等旅游景点资源,永丰毛边纸、
永丰茶油等特产资源,可开展品牌联名、景点联名进行

产品的开发设计。其次立足永丰县人文特色,深入挖

掘当地的人文资源。如欧阳修典故、中央苏区第一次

反“围剿”的决胜之战、三月三畲族风情节等,鼓励和引

导当地举办各类文化、风俗活动,并与活动主办方合

作,开展产品设计,助力品牌形象的树立。除产品开发

之外,还可通过网络平台、电台重点引流、推广进行宣

传。最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售卖,从产

品的开发到销售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

2 永丰畲族刺绣产品的可持续设计方法

可持续设计根据设计目标划分在工业设计中实施

的方法包括:以材料为出发点的设计方法、以节能环保

为目的的设计方法和面向结构改良的设计方法。刘

敏[2]对3种设计方法分别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其中进

行产品的多功能设计、减少过度包装、减少不必要装

饰、旧物改造、可折叠设计等设计方法可运用于永丰畲

族刺绣产品设计中。因此,基于前文提到的可持续设

计原则及市场需求,结合以上设计方法提出适合永丰

畲族刺绣产品的具体设计方法。

2.1 基于独特性原则的纹样设计

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应在尊重永丰畲族刺绣的技

艺特征及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消费群体审

美特征进行设计,既传承了古老的艺术,也能以其独特

性吸引新时代消费群体的关注。首先,在广泛搜集永

丰畲族刺绣元素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图案、色彩、工艺、
构图的精髓进行提炼。其次,根据提炼的元素,进一步

将当下审美趋势、热点话题、设计手法融入其中,多元

并存、时尚元素的融入使传统刺绣纹样活起来,以新时

代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承。最后,注意在整

体设计的过程中对永丰畲族刺绣的技艺特征及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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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把握与体现。如图1所示,首先在收集的永丰畲

族刺绣绣品口围、万民伞页子上进行元素的提取,如花

卉、蝴蝶、几何纹样,主要色彩紫、蓝、绿、玫红等,主要

针法齐针、抢针、单套针、打籽针等。尔后与现代民族

风格元素图案进行结合,将现代民族风格进行弱化;再
采用现代设计中的分解、打破、重组的设计方式,让刺

绣元素得以融入,使整体图案呈现出和谐、规律及现代

感。在色彩上,则将提取出的主要色彩与现代民族色

彩融合,同时增加部分色彩的对比度与饱和度,体现永

丰畲族刺绣色彩绚丽的艺术特征。在工艺上,采用以

永丰畲族刺绣技法为主、其他技法为辅的方法,如珠片

绣、垫绣、抽纱等,多种刺绣技法组合的工艺,增加图案

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也可在不破坏整体质感效果的基

础上,采用手工刺绣为主,机绣、数码印花技术、手绘、
手工印染为辅等多种工艺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加艺

术效果的多样性,还可提高生产效率。

元素提取

原
始
绣
品

再度创作

图1 纹样设计

2.2 基于人本性原则的造型设计

人本性设计原则应贯穿于永丰畲族刺绣产品设计

的方方面面,而造型设计是最能直观体现的其中一项,
基于前文提到的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3个方面展

开具体的设计方法研究。
本能层应融入造型设计的趣味性,激发消费者的

感官体验。可以通过夸张、变形、拼凑等非理性的方式

进行创意设计,让消费者产生愉悦的心情,激发购买使

用欲望,有助于加深消费者对产品及品牌的印象。如

永丰畲族刺绣产品可根据不同主题开发产品,在产品

中加入刺绣元素的同时,对元素进行抽象变形,还可制

作主题相关小模型、玩偶等。行为层面应融入互动性

的造型设计,消费者接触到具体产品后,产生交互式体

验,产品的实用性、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则变成消费

者更在意的方面。在产品造型设计时,可融入可折叠

设计。如图2所示,永丰畲族刺绣的盖毯,在其中间可

以缝上拉链,折叠后拉上拉链可变成抱枕,不仅节约收

纳空间,提高便捷性,更增加产品的功能,提高实用性。
反思层面可融入叙事性设计,设置特定使用场景,以讲

故事方式创造出引起诗意反应的产品,使消费者获得

活动过程的娱乐和内在更深层情感的体验,从而产生

文化认同。首先提炼出合适的具象符号,如关于畲族

起源的“盘瓠传说”或是畲民们的生活记忆;然后丰富

场景和语境,服务主题,如系列产品的开发可根据畲民

日常生活真正所需的产品进行改良开发,使每一件产

品都在讲述他们民族生活的故事;最后确定清晰、准确

的叙事线索,像创造故事一般,为产品设计历时性的路

径。以一天为时间线,设计从早起至晚寝期间畲民一

天生活所需的日常用品,消费者以主人翁的角色进行

带入体验,不仅能感受到产品本身之美,更能体会产品

背后的故事与文化。

毯子 折叠后的抱枕

图2 可折叠设计

2.3 基于持续性原则的材质设计

可持续材质设计应考虑取材、生产加工、消费、废
弃处理4个阶段。因此,永丰畲族刺绣产品材质的设

计可从3类材料着手:天然材料、应用新型环保材料、
回收废旧材料。

天然材料的优点是可降解性,不会对环境造成污

染,并且还可以进行循环利用。刺绣部分可选用永丰

畲族刺绣传统使用的棉、麻布、真丝线、棉线等天然材

料,而产品所需的其他面辅料,除了棉、麻、丝之外,还
可选用毛、皮、竹、贝等天然材料。随着科技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新型材料出现,又因绿色、可持续理念的深

入,新型环保材料变成了时下主流趋势。永丰畲族刺

绣产品的开发也应多挖掘与新型环保材料碰撞的可能

性,拓展产品的多样性。例如有机棉、竹纤维、大豆蛋

白纤维、有机羊毛、原木天丝等,它们都有低碳节能、环
保可循环利用的特性,与永丰畲族刺绣的可持续设计

不谋而合。最后,对废旧材料的再设计,一直以来是永

丰畲族刺绣的工艺特征之一。龙冈畲族人经常将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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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衣、制物所剩的面料积攒下来,经过绣娘们独特

的审美及精湛的技艺,根据图样裁剪并拼接而成绣底。
如今,大量的废旧衣物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利用废旧面

料拼接成绣底或是其他组合再设计,是可持续设计的

有效方法之一。废旧材料再造不仅增加了产品的个性

化设计,更是对永丰畲族刺绣工艺特征的延续。

2.4 基于地域性原则的人文设计

基于地域性原则的人文设计是地方人文精神与可

持续设计理念的融合,应充分考虑民族历史文化的延

续和对未来大胆探索创新的有机联系。永丰畲族刺绣

产品的人文设计,可从地域文化的延续、多元文化的共

存、时尚元素的融入3个方面展开。
永丰畲族刺绣是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品的

设计开发本就是对地域文化的坚守,加之对地域其他

文化的精神挖掘,又起到了聚拢的作用。如前文提到

的,可挖掘本土的地理资源等进行产品设计,永丰县恩

江古城址凝聚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底蕴,根据遗址特色

开发设计系列永丰畲族刺绣产品,提取特色建筑、文物

造型,进行图案化创作,以刺绣形式表现,最终将其文

化内涵以刺绣产品形式呈现,如图3所示。其次,在坚

守与聚拢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做到多元

文化的共存。如产品开发可融入二次元文化,基于传

统、民族、地域文化进行刺绣的针法、图案、色彩、材质

设计,基于二次元文化进行产品的造型设计,2种文化

间的撞击使产品更具人文特征。最后,还可融入时尚

元素,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时尚潮流文化迅速得到年轻

消费群的青睐,将时尚元素融入永丰畲族刺绣产品设

计当中,有助产品视觉冲击感的加强。如根据流行趋

势确定产品设计的主题、风格、色彩、图案、造型等,还
可融入近些年流行的数字化时尚、高科技时尚,利用虚

拟现实模拟产品,联合智能眼镜、可穿戴设备等科技产

品进行开发设计。

恩江古城址建筑元素 刺绣工艺表现
产品运用

元素提取，图案化处理

图3 地域性人文设计

3 结束语

永丰畲族刺绣的现状困境是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

产所面临的困境缩影,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生

活方式之间如何接轨的问题,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坚持可持续设计原则与方法,在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摆脱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的困境,使
其得以有效传承。

分析永丰畲族刺绣产品开发的可持续设计原则并

总结设计方法,为永丰畲族刺绣产品及其他非遗类刺

绣产品设计提供借鉴。但设计方法是否完全切实可

行,还需要大量的实践设计进行验证。
可持续设计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

的,同时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诸多

方面。在永丰畲族刺绣产品设计的原则与方法方面进

行了一定的探讨,但还存在很多不足,今后将更加全

面、深入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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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llegeofFineArts,JiangxiScienceandTechnologyNormalUniversity,Nanchang330038,China;

3.SchoolofFashionDesignandEngineering,ZhejiangSci-Tech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TakingYongfengSheethnicembroidery,an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JiangxiProvince,astheresearchobject,

throughliteraturecollectionandon-siteinvestigation,basedontheconceptof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sustainabledesignprinci-

plesandmethodsofitsproductswereanalyzedinordertopromoteits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Itwassuggestedthatsustainable

developmentistheonlywayforYongfengSheethnicembroiderytosurvive,whilesustainabledesignisaninherentrequirementto

promoteitsdevelopment.Thepatterndesignbasedontheprincipleofuniqueness,theshapedesignbasedontheprincipleofhuman

nature,thematerialdesignbasedontheprincipleofcontinuity,andthehumanisticdesignbasedontheprincipleofregionalismcould

enabletheYongfengSheethnicembroiderytobeinheritedanddevelopedinmodernlife,maintainingsustainablevitality.Therewasa

certainpracticalsignificanceinpromoting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relevant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ndalsoacertain

referencevalueforthedesignofculturalandcreativeproductsinrelevantfield.

Keyword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YongfengSheethnicembroidery;sustainabledesign;principl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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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ApplicationofChineseTraditionalCrane
PatternsinOriginalGarmentBrands

ZUOShan,LIRong
(SchoolofFashion,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Craneplaysanimportantroleinancient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Nomatterinancientormoderntimes,classical

workswithcraneasanelementarefamousathomeandabroad.Inrecentyears,cranepatternswithdistinctivenationalcharacteristics

havebecomeanimportantculturalresourceinoriginalChinesefashiondesign.Basedontheresearchandanalysisofrelevantliterature

andmaterialsathomeandabroad,theapplicationformsoftraditionalcranepatterninfashiondesignwereintroducedandsumma-

rized,whilethefeasiblesuggestionsfortheproblemsinthecurrentdesignwereputforward.

Keywords:fashiondesign;cranepattern;original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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