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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羌族刺绣传习策略研究
何亚茹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羌族刺绣是极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手工艺品，羌绣的纹样设计和色彩也展示出了羌族地区浓厚的历史发展底蕴和特色的民
族艺术风格。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像刺绣这样的手工艺制品也随着工业化的变革面临着新的发展危机，关于特色刺绣纹
样的保护和技术的传承更显得迫在眉睫。本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了羌族刺绣的特征和目前面临的问题，并且就数字信息技术在羌族
刺绣传习过程中的应用策略进行了探究，希望能够为更好地实现我国非遗文化的发扬和传承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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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锦绣中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养蚕
缫丝的国家，更是在纺织、刺绣等领域发展了数千
年。而刺绣作为传统的手工工艺，主要是通过丝线
或棉线在绸布上将相应的色彩或纹饰展现出来。羌
族刺绣就是中华传统民族非遗的重要构成部分，其
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也以精湛的技艺在全国闻名 [1]。
羌绣和其他刺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羌绣主要以挑
花艺术为主，它以观察自然、改造自然为前提，采
用多种传统编制技艺刺绣而成，早在明清时期，刺
绣就已经在羌族地区盛行。羌族的女性大多数将刺
绣应用在服装饰品、家用的纺织品以及礼品的包装
上，在刺绣中不仅仅承载了羌族文化的精髓，同时
也为人们带来了别样的美感，可以说，羌族刺绣就
是羌族服饰上的点睛之笔，传承着羌族人民朴实的
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更是一针一线的工匠结
晶。羌族刺绣仿佛一部极具韵味的百科全书，在每
一针每一线下都透露出了羌族极具民族色彩的神
秘。羌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因此
羌族刺绣的传承方式主要以“口耳相传”为主，女
孩们从小就要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练习羌绣，这种
传统的承袭方式历经许久从未改变。在信息技术如
此发达的当今时代，这项手工技术的传承却面临着
极大的挑战。那么如何能够发挥现代数据信息技术

的优势，利用信息赋能实现对于羌族刺绣的保护工
作，更成为了推动我国文化发展战略落地的关键。

一、羌族刺绣的特征

羌族刺绣分为素绣和彩绣，大多数是以强烈
和鲜明的色彩对比为视觉特征，刺绣的用色极为
大胆，将对比鲜明的红色、绿色、黄色以及黑色
等用线条交织在一起，在强调色彩之间对比的同
时也展现了和谐统一。羌族是一个古老且神秘的
民族，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记
载“禹兴于西羌”，而位于闽江上游的羌族，其
发展的历史已过千年，犹如江水一般滔滔蔓延，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留下了独具特色的
民族精神文化。羌族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还崇尚
着神秘的民族图腾，这种民族图腾与一般的民间
信仰有所差异，饱含着羌族人民对于民族起源的
追溯和对于祖先的缅怀，而图腾也是将每一位羌
族人的血脉进行连接的标志。从构图上来看，羌
族刺绣的图案相对较为单一，画面的层次并不丰
富，但展现出了一种朴实的装饰效果 [2]。每一件
羌族的刺绣作品虽然没有复杂的空间布局，但多
元的色彩却总是让人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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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信息技术对羌族刺绣保护的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提升非遗刺绣工艺技术的传学
效率

目前，在羌族地区很多古老的刺绣已经被列
为非遗产品，而过去在保护技术不发达的背景下，
很多刺绣的纹样已经很难看清，同时，颜色由于
氧化问题也无法保持鲜明。通过数字化的修复技
术，则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实物修复过程中人工失
误引发的风险和成本问题，也能够让羌族刺绣这
样的非遗技术，以更加立体和生动的方式再现在
世人眼前。数字化的修复技术可以通过光影和场
景之间的相互叠加，将声音、色彩、图画有效地
融合起来，为羌族刺绣的传习者提供数字化的展
示空间和场景，让刺绣的学习者达到身临其境的
感受，并获得视觉上的冲击。相比于传统的物理
传习和修复技术来说，数字化的修复模式和展示
空间，不仅能够避免非遗刺绣在修复过程中存在
的风险问题，同时，还能够让非遗文化的传递更
加的逼真，更能够打破羌族刺绣在传习过程中的
时间与空间局限性，让非遗文化的传习再无障碍
[3]。除此之外，利用现代兴起的媒介平台，如抖
音直播平台、在线阅览、羌绣基因数据库等方式，
还可以将羌族的非遗文化价值传递给更加广泛的
受众群体，推动羌族刺绣工艺技术的不断传承与
弘扬，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羌
族刺绣带来的震撼。

（二）让羌族刺绣工艺技术的传习途径进一
步地拓宽

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和网络平台，能够让羌族
刺绣的魅力更加逼真和立体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以抖音平台为例，截至 2023 年 6 月，根据抖音的
数据报告显示，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播放的国家
非遗项目相关视频的传播累积量已超过 1.4 亿。由
此可见，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了新时期非遗文化
传播的重要途径。短视频平台的用户众多，同时，
还具有较为开放和自由的特征，很多掌握羌族刺
绣技术的年轻一代，也可以通过在抖音平台上发
布自己录制的视频吸引众多的粉丝。在 2019 年，
抖音平台就通过非遗合伙人的活动项目，让一大
批年轻力量融入了我国非遗技术的传播工作中。
这种强有力的互动性特征，和便捷的视频传播方
式，也为羌族刺绣的传奇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生
机。很多观众隔着屏幕就可以通过评论、向好友
分享等方式，在线与羌族刺绣的传承人进行互动
[4]。这也让羌族刺绣在新时期的可塑性更强，同时，
也让羌族刺绣在世界平台上得以传承和弘扬。无
论人们身处何时何地，都可以拿出移动智能产品
通过播放视频观赏到羌族刺绣的精湛技艺，同时，
这样的传习拓展渠道，也吸引了一大批羌族刺绣
感兴趣的年轻人亲自到当地进行学习。

三、羌族刺绣在传习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市场需求量不高，知名度不足
目前，羌族刺绣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并不

高，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大家才开始关注这个
云朵上的民族，羌绣作为羌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更是一种羌绣文化传播的视觉媒介，但因其地理
交通、人口数量等原因，其发展的规模仅仅限于
族内，因此很多外地人对羌族刺绣并不了解。与
此同时，考虑到羌族刺绣的最初是作为服饰上的
装饰品而来，其主要作用是增加衣服的耐穿性，
因此，就功能性而言，在羌族的聚集区内，绝大
多数的羌民族对于羌族刺绣的非遗价值并不了
解，随着羌族地区不断的多民族融合聚居，羌族
刺绣这一技艺掌握在大多数老一辈、年龄集中在
50 岁以上的女性手中，而年轻一代对于羌族刺绣
的了解意愿并不深，对羌族刺绣的非遗价值理解
程度严重不足。虽然羌族刺绣已经被列为国家级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相比于其他民族刺绣来说，
羌族刺绣的知名度仍然较低。比如，苏绣就是我
国传承千年的刺绣文化，而苏绣至今仍然在江南
地区乃至全球闻名。再比如，蜀绣也是东晋时期
的特色刺绣工艺技术，人们一提到蜀绣，就与蜀
中瑰宝之间相互挂钩。而相比之下，羌族刺绣在
本土文化中的影响范围极为局限，这也导致羌族
刺绣的文化价值无法被有效地挖掘。

（二）本土化传承的流失
羌族多集中于岷江之上，其独特的民族色彩

和地域文化也为羌族刺绣的孕育提供了丰富的土
壤。事实上，羌族刺绣的特色色彩搭配与羌族图
腾息息相关，同时，刺绣的纹样还展现了羌族人
民在千年历史生活中的独特民族风俗以及审美情
趣，是羌族神秘力量的传承和对于民族祖先的眷
恋。但是，随着互联网络的兴起，大量的外来信
息也通过互联网络向羌族聚集地传递，这样的外
来文化冲击也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
也让人们的审美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也对羌族刺绣的传承生态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导
致羌族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了功利思想的侵入，
宁可选择背离族群外出打工，也不愿留下悉心传
递羌族刺绣文化 [5]。而这样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
还需要通过更大的努力，让羌族刺绣这份珍贵的
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三）羌族刺绣传承存在断层问题
目前，羌族刺绣在传承的过程中日渐式微，传

承人在年龄上的断层更成为了影响羌族刺绣持续传
习的关键。尤其是在城市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背
景下，羌族聚集地的人口也在大规模地向城市地区
流失，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羌族刺绣的文化传
递。众多羌族的新一代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而
在外出之后，受到城市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冲击，这
些传承人在价值观以及审美观上都发生了变化，这
也让羌族刺绣的传递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传统的羌
族刺绣在传承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女性群体，羌族
的女性通过将色彩绚丽的丝线绣在服饰或服饰用品
上，汇成了一副又一幅美丽的刺绣作品。但越来越
多的羌族妇女开始走出民族聚集地，加入了外出打
工的行列中，传承人的流失和断层问题，显然影响
着羌族刺绣的传奇。绝大多数羌族刺绣的传承人目
前年龄偏大，集中在 50 岁以上的妇女群体，而 45
岁以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仅占全国的 0.8%。很多高龄
的传承人甚至年龄达到了 65 岁以上，传承人年龄
断层和老龄化的问题极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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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赋能推动羌族刺绣传习发展的有效
路径

在羌族刺绣的传习以及保护工作中，现代数
据信息技术所展现出的应用价值是不可小觑的。
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探寻羌族刺绣的根源和精湛
的工艺，需要更高科技的方式实现对于刺绣手法、
现有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不断地融合，羌族刺绣技
艺也可以通过新一代的互联网平台实现广泛的传
递，也能够更好地与现代年轻群体的生活相融合，
以新一代年轻人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得以传承。

（一）做好对于绣品的数据化采集工作
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关于绣纹绣样和绣品的数据采集工作就
变得更加便捷。可以通过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逆向地针对绣品目标对象，其中的一些表面纹理
或精细化的空间结构进行采集。三维激光扫描技
术是一种非接触性的纹样采集方式，尤其是考虑
到在很多非遗的绣品上，绣品表面的纹理是极为
细腻的，这种细腻的纹理，通过图画或肉眼观察，
很难描述。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则可以以更加高
精确度和高密度的扫描方式，确保绣纹绣样获取
的精确性和可视性。这种技术在扫描过程中极为
精确，基本上可以对羌族刺绣的图案整体或具有
特色的刺绣局部进行多维度的测量和扫描，从点、
线与面三个维度获得丰富的绣纹绣样数据信息。
在获取羌族刺绣绣品的数据信息之后，还可以将
这些数据图样快速地存储到数据空间中，并通过
数据挖掘找到羌族刺绣的一些特征性信息，从而
总结出更全方位的非遗文化信息资源，也能够让
更多的羌族刺绣沿袭者了解到羌族刺绣背后的精
髓，推动羌族刺绣文化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二）三维立体建模的可视化传承
通过对于羌族刺绣的图案和纹样等相关的数

据进行扫描整理之后，就可以以逆向建模的方式，
更加立体和直观地针对羌族刺绣的非遗图画进行
在线与还原。考虑到羌族刺绣的结构，样式和色
彩鲜明，属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物质载
体，其表面的纹理和样式丰富多变，具有浓厚的
地域性特征，同时也展现出了当地特色的民族图
腾，这种极具鲜明和风格饱满的样式，单纯地通
过图片的传达，很难让传习者感受到羌族刺绣的
魅力。而通过将这些单元的绣纹绣样与空间结构
融合在一起，就能够以更加立体的方式呈现给羌
族刺绣的传习人，从而达到一种感官上的刺激。

（三）虚拟现实技术为羌族刺绣提供的交互
与展示平台

AI 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持续发展，为羌
族刺绣的传承带来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是目
前我国直播行业中最新的发展趋势。虚拟现实技
术与直播平台之间的相互融合，可以以更加多维
度和立体的方式增强观众的视觉体验。目前，抖
音短视频平台为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传
递，已经可以通过在线直播与虚拟现实技术之间
的相互融合，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羌族刺绣体验。
甚至，还可以通过在羌族刺绣的线下展览中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为人们搭建身临其境的刺绣场景。
比如在刺绣样品展示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虚拟现
实技术为人们营造羌族的山水和图腾空间，让人
们感受到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除此之外，虚拟
现实技术还能够为非遗的传习提供更加多维度的
教育手段，传习人可以通过虚拟应用程序了解羌
族刺绣的具体技术工艺，而不是单纯地依靠书本
中给出的技法进行学习。

（四）开发羌族刺绣的应用 APP
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移动手机中的软

件应用已经成为了消费者网络购物中重要的构成部
分。首先，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直
接将消费者、艺术设计师之间相互连通。用户可以
在羌族刺绣的应用程序中，查看各类型精美和绚丽
的羌族刺绣作品，同时，还可以通过在作品背后附
加简介文字信息，让消费者更多地了解羌族刺绣的
文化故事。其次，在羌族刺绣的软件程序中，也可
以对羌族刺绣的具体绣纹绣样进行分类提取，很多
用户可以通过对这些绣纹绣样按照自己喜好的方式
进行重新组合，自主创新生成自己喜欢的样式和产
品，然后与设计者之间在应用软件上取得联系，从
而得到一款独一无二的羌族刺绣产品。再次，应用
程序还能够为羌族刺绣产品提供更多的购买渠道。
用户可以在应用程序中找到各类型表面，附着羌族
刺绣的服饰、家用装饰物、生活用品等等。这些产
品都是由线下的绣娘一针一线绣成的，在保留羌族
刺绣工艺技术特色民族风格的同时，还与现代消费
者的消费需求之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后，羌族
刺绣的应用软件还可以通过定期举办线下分享活动
和工作坊等方式，邀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基本
的羌族刺绣技巧和方法，从而实现羌族刺绣的进一
步传承与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家持续推动我国非遗文化传
承与弘扬的发展背景下，关于羌族刺绣的传习工
作更是提上了日程。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作用
下，羌族刺绣工艺技术的传承可通过虚拟现实技
术的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于数据的保护、
线上直播平台的信息传递、羌族刺绣软件程序的
应用等多措并举的方式，更好地让传统非遗文化
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助推羌族刺绣
工艺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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