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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大数据背景下湘绣设计的现状进行研究，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的优势进行湘绣设计
的革新，最终带动行业的发展。方法 以湘绣设计的构思、视觉传达、应用设计为基本点，采用实地走
访调查、文献研究、数据研究、比较分析法对湘绣设计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大数据基础理论
的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结合国家政策，探讨大数据背景下湘绣设计的革新。结论 大数据背景下，湘
绣设计的革新与发展需要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多层次的数据信息收集与交流平台，通过对数据信息
的整合与分析，为湘绣设计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依据和指导，以建立新的产业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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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Embroidery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SHENG Yi-wen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how to use the advantages of big data for improving Hunan embroidery design by studying its 
statu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th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t proposes using field investigation, 
document research, data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status of Hunan embroidery design based on its con-
ception, visual transmission and application design. Thereafter, combined with national policies, it discusses the improvement of 
Hunan embroidery by analyzing documents and cases of big data theo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we need to establish 
a multi-level platform collecting and communicating data information, with our government,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volved. Integrating and analyzing data information will provide basis and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
nan embroidery design. A new industry ecosystem thereby will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Hunan embroidery; Hunan embroidery design; big data 

湘绣，作为中国的四大名绣之一，被列为国家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中国工艺美术史

上留下了辉煌的足迹。至今，在高端工艺品市场也

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据长沙市海关数据显示，在

湖南大宗出口商品的名单上，湘绣已榜上无名，湘

绣产业在市场经济中陷入了困境。在大数据的背景

下，通过对湘绣设计的现状进行调查，描述和预测

湘绣设计与大数据发展的融合趋势，以湘绣设计创

新为主导，带动行业发展。 

1  大数据时代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于“大数据”给出的定义

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

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

合。拥有这些巨大的数据集合本身，并没有多大的

价值，其价值在于对这些数据的专业化处理。宽带

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在《大数据时代》的序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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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

正在开启[1]。” 

2015 年 9 月，在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在未来 5～10 年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

新模式等，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驱动新格局，

培育高端智能与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数据=
机遇，在海量数据分析中得出的结果，是目前最为科

学的预测依据[2]。利用 大数据所提供的平台和依据，可

以建立起以湘绣设计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生态链，为湘

绣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市场。 

2  湘绣设计的现状研究 

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规划、设想、问题解

决的方法，通过视觉设计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

程。它的核心内容包括 3 个方面：第一，计划构思

的形成；第二，视觉传达方式，即把计划、构思、

设想、解决问题的方式利用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

第三，计划通过具体传达之后的具体应用[3]。这里针

对以上 3 个方面来对湘绣设计进行现状研究。 

2.1  湘绣设计构思研究 

湘绣，是湖湘人民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设计构思上主要来源于对传统文化、传统手工技

艺的传承和发展。湘绣是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其源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楚汉刺绣。

在历史的发展中，与湖湘人民的衣、食、住、行紧

密结合，同时，也与各个不同时代的宗教、风俗、

礼仪以及文学艺术相融合。在设计构思上，既保有

楚汉刺绣艺术的神奇与浪漫，同时又与当地劳动人

民的生活创意紧密相连，具有物质使用价值的同时，

兼具精神功用[4]。荷池鸭戏燕归来（局部）见图 1[5]。 

 

图 1  荷池鸭戏燕归来（局部） 
Fig.1 The duck play in the lotus pool and swallow return(part)  

通过对多家中小型湘绣企业进行走访调查后发

现，中小企业基本没有专职的设计师。商品在主题

构思上，主要为历史沿袭下来的传统图案，其余则

是在网络上进行图样选择，或者是人像照片的图案

定制。在湘绣礼品市场，卖得最好的仍然是传统的

山水与花鸟图案，占到商品售卖的 80%以上。湖南省

湘绣研究所官网上选出的最具影响力的 22 幅作品主

题比例分配见图 2。 

 
图 2 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主题比例分配 

Fig.2 Relative allo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art of significance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挑选

出来的最具影响力的 22 幅作品中，冷色部分代表具

有现代风格的主题设计作品，占作品总数的 46%；而

暖色部分则是沿袭传统风格的主题设计作品，占作

品总数的 54%。具有 影响力的作品与售卖作品的主题

对比见表 1。 

表 1 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与售卖作品的主题对比 

Tab.1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ks contrasted the 
sales about the theme 

图案设计类型 
传统图

案设计 
现代图案设计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开发的

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54% 46% 

湘绣企业售卖的作品 80% 20%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湘绣研究所开发的具有影

响力的作品在设计的主题上，符合时代特征和现代

文化需求的设计作品已经占到了 46%，而中小型湘

绣企业在图案设计的主题构思上则完全达不到这一

水平。根据实地走访调查，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作为

湘绣产业中唯一的国企，在设计上从美术院校引入

了专业的湘绣设计师，每年都参加各种博览会和艺

术展，鼓励作品创新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湖南省

湘绣研究所开发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见图 3（图片摘

自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官网），可以看出，在整个湘绣

行业的图案设计构思中，中小型企业主要是对传统

图案进行沿袭，缺少创新。同时，作为传统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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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以湘绣研究所为首的部

分企业，也开始考虑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背景，现

代人的喜好和消费需求，进行设计作品的创新和开

发，并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然而，这些创新设计

并没有在行业内得到普及并形成态势。 

 

图 3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开发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Fig.3 Relative allo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art of significance 

2.2  湘绣设计的视觉传达方式研究 

湘绣设计在传统文化中，是依靠手工绘图的方

式来完成的，也有“以画为本”的传统。在现代湘

绣设计中，设计的表现手法和实现方式更多，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能用视觉传达的方式表现出

来的，就能用湘绣绣出来。 
湘绣设计的视觉传达在现代社会除了图案设计

外，还包括对湘绣品牌与湘绣产品的展示、推广的

视觉传达设计。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对企业进行品

牌包装、展示设计和视觉推广设计的寥寥无几，更

不用说数字化、网络化的传达推广。基于从长沙市

工商管理局 2016 年 2 月得到的数据，在长沙地区登

记的湘绣经营企业 138 家，在百度上搜索到的湘绣

专卖店铺 14 家；在淘宝上能搜索到的湘绣专卖品牌

9 家，占湘绣企业的 6%左右。相对于这个数量，运

用手机等其他媒介进行展示、售卖、品牌宣传的湘

绣企业就更少了。 
从以上这些数据调查可以看出，整个湘绣行业

的视觉传达方式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相应的媒

介结合起来，更不用说与数字信息化全面融合，以

至于整个湘绣产业都缺少数字化的视觉传达设计和

品牌推广设计。 

2.3  湘绣设计的应用研究 

湘绣的应用设计，即湘绣的产品设计也可分为

传统设计和现代设计两个部分。传统设计包括历史

沿袭下来的挂件、摆件、屏风、扇子、荷包、手帕、

服饰；现代设计则包括与现代生活相关的具有现代

风格的挂件、首饰、手机壳、沙发靠背、纪念册等

产品的设计。对湘绣研究所网站上售卖的 429 件刺

绣产品进行分类和数量统计，湘绣产品应用领域比

例分配见图 4，可以看出，即使在湘绣的龙头企业，

在产品应用领域的设计上，99%的产品应用设计沿袭

了传统，只有 1%的产品与现代生活进行了拓展性的

融合设计。湘绣传承至今，是因为它在历史发展的

进程中和湖湘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现代湘绣的应

用设计也需要切实地从时代背景出发，跟现代生活

接轨，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拓展湘绣设计的应

用领域。 

 
图 4 湘绣产品应用领域比例分配 

Fig.4 The proportion of application of embroidery products dis-
tribution map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背景下，湘绣设计在构思

上 80%沿用传统图案设计、视觉传达，应用领域中

90%以上沿袭传统，除了湘绣研究所和几家大型企业

外，中小企业几乎没有“湘绣设计”的概念。以设

计的创新思维来带动湘绣企业的发展，创建有自身

特色的湘绣品牌，开拓新的市场，解决同质化商品

过多的问题，是目前湘绣产业急需进行的改变。 

3  大数据与湘绣设计的融合及发展 

大数据意味着人人都 是数据的使用者 和提供

者，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来为湘绣设计服务，开拓湘

绣市场，首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和多角度的

湘绣信息收集、交流、推广平台，然后合理地利用

这些数字信息对湘绣设计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预

测，以形成一个良性的设计生态圈，带动行业的发

展与进步。 

3.1  建立政府级湘绣数据信息交流平台 

建立政府层面上的湘绣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平台，

推广湘绣文化，集合湘绣资源，为湘绣企业的品牌建

设和文化推广提供充足的养分与能量。大数据时代使

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机界面技术、新媒体

技术得以广泛应用，成为数据—信息—智慧链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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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表现形式[6]。湘绣作为湖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除了实体的博物馆外，应该建立数字化、网络化

等同时与多种媒体接轨的湘绣文化交互式交流平台。

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人与产品之间的交互，都会产生

情感，建立关系连接[7]，应加强湘绣设计与各种媒介的

融合，全方位提升受众与湘绣之间的连接，拓宽整个

湘绣行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2  建立企业级湘绣数据信息收集平台 

不同的湘绣企业，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差异化

设计路线，形成特有的品牌文化和企业形象。在大

数据的背景下，建立行业信息收集交流平台，对竞

争者、客户、相关事物进行信息收集和管理分析，

为各个不同的湘绣企业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和销售

策略，为湘绣设计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丰富而精准的

数据支持。 

建立企业客户数据信息收集平台。对消费者进

行研究和分层，针对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销售

策略设计，完善服务设计，以推动企业转型[8]。建立

和完善各个湘绣企业的 SKU 数据化管理，对所有的

湘绣商品进行细化分类，包括区域、渠道、代理商、

零售额等，对比各个时间段的销售记录，分析出品

类增长的销售预测，从而设计不同的湘绣营销策略，

开发不同的湘绣产品。湘绣设计走入信息社会，必

然不能再只是孤芳自赏的艺术展示，而必须是一种

与人相关的，参与到消费者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

及生活理念中的设计[9]。 

3.3  培养具有数据意识的湘绣设计师 

除了画家外，湘绣设计师的素养决定了湘绣作

品的品格，也同时决定了制作时间、价格和应用领

域。设计师除了对于自身艺术性的培养外，还需要

对其外延进行拓展。对数据信息的掌握和使用可以

让他们更加了解市场，更为有效地学习设计知识，

积累经验，完善设计[10]。在大数据背景下，设计师可

以通过对互联网数据的分析和整合，得到想要的设

计信息和设计资源，缩短设计时间，改善设计方式。 

4  结语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在商业、经济和其他领

域的决策将越来越依赖数据分析，而不是基于经验

和直觉[11]。以大数据为背景的湘绣设计，是一种在新

形式、新机遇下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的设计。它依

赖于政府数据平台、企业设计数据平台、个人数据

平台的建立，形成一个多层次与多角度，充分利用

各种数据信息进行预测和分析，以精准设计定位，

完善设计过程，参与设计反馈，不断根据市场和消

费者的需求调整设计思路的湘绣设计生态圈，以此

带动湘绣产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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