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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设计产业的发展

思路、方法与途径提供借取与案例支撑。方法 从建立湘西苗族传统蜡染创新设计发展机制、产品开发

策略和产业创新设计实践 3 个方面，为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的研究方法、开发思路及品牌建设等

方面提供参考依据。结论 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共融型”的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开发模式

及创新设计方法，既可以改变传统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理念、文化创新设计

产品开发和创新设计策略起到试点实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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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Miao's Traditional Batik Culture  

Applied in Innov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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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method of innovative design industry, in term of intan-

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ditional batik product of Miao Minority of Xiangxi.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methods, development ideas and brand building of traditional batik culture which applied in 

innovative products desig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industrial design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batik in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batik of Miao Minor-

ity. In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s of innovative product design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batik which contains a variety craf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t only coul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protection and heritage, but als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ducts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novation design and the strategies of innov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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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级政府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

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高度重视，以及当代社会生活广

泛倡导绿色有机产品的使用，使既具有艺术性与功能

性又具有环保性特质的苗族传统蜡染，更多地被非遗

文化创新设计企业所青睐，使苗族传统蜡染创新设计

产品的研究与开发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张趋势。湘西

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发展模式研究，以蜡染产

品开发为导向，在秉承本土习俗、传统文化和民族特

征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将无形的传统蜡染活态文化引

入有形的创新设计方式之中，使苗族传统蜡染产品大

众化、生活化、品牌化，为本土非遗文化创新设计产

品的精细化发展，及现代企业产品的延伸树立新的风

向标。 

1  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发展现状 

湘西苗族传统蜡染作为湖湘民族工艺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文化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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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传统蜡染不讲究华美雕饰，主要表现本土习

俗和人民的生活愿景，以淳朴典雅、纹样图案优美、

立意简略清晰和文化内涵丰富在湖湘民族工艺文化

中独树一帜。湘西苗族传统蜡染纹样与图案是蜡染艺

术之美的价值核心，在题材上多以几何纹样和自然纹

样为主，积淀了历史的、民族的、传统的、风俗的大

量题材与内容，表现着时代的风貌，其独特的艺术表

现形式已成为区别于其他艺术作品的标志。 

湘西苗族传统蜡染发展至今，已形成了自身独特

的艺术价值，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苗族

传统蜡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湘西苗族服饰日

渐汉化，蜡染纹样与图案也日趋世俗，传统蜡染逐渐

失去了其特有的文化底蕴。目前，湘西地区只有少量

蜡染生产，主要染制一些旅游产品[2]。其中大部分传

统蜡染旅游产品多出自个体小型加工作坊，生产者以

牟利为目的而趋向消费者的审美要求，甚至在印染过

程中缩减蓝靛用量，减少染制步骤，给湘西苗族传统

蜡染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在面对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今天，文化的多样

性、知识系统的多重性、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是世间最

重要的资源[3]。在研究湘西苗族传统蜡染创新设计发

展模式，及对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的开发及产

业化品牌化发展上采取分段试的演进。第一阶段为事

前准备。2015 年 4 月申报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

目《地方性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研究——以湘西染织

艺术为样本》以前，项目成员通过各大信息渠道，对

湘西苗族部落、文化产业、蜡染工艺和社区设计进行

了丰富的文献探讨与收集。第二阶段为进入湘西田

野，与湘西苗族蜡染文化持有者进行深入访谈，更近

更真实地认识和了解湘西苗族蜡染文化。自 2015 年

9 月立项后，项目成员针对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发

展现状，用参与式的观察法对湘西吉首市、凤凰县和

泸溪县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

化传承人王曜进行了深入访谈。调研与访谈结果表

明：湘西苗族地区将传统蜡染文化融入到创新设计产

品的开发与应用中，且已发展呈规模并具有一定市场

知名度的企业品牌，最典型的有湘西凤凰古镇回龙阁

60 号的蜡魂艺术馆，其以“前店后厂”的经验模式和

“传统+时尚”的创新设计理念，强调蜡染创新产品的

原创，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文化底

蕴。学生在蜡魂艺术馆体验蜡染制作和创新设计的蜡

染围巾及服装见图 1。 

再有湘西吉首市人民北路 42 号吉首山归民族文

化主题酒店，它是一家精心设计的民族特色文化酒

店，通过演绎和提炼的创新设计方法将独具特色的苗

族传统蜡染文化元素充分的展现在衣物、饰品和家居

3 个方面，给人以全新的文化生活体验，深受广大用

户的喜爱和追捧，见图 2。第三阶段为概括和梳理湘 

 
 

 

图 1  学生在蜡魂艺术馆体验蜡染制作和创新设计的蜡染

围巾及服装 
Fig.1 The students are experimenting with batiks and creative 

designs for batik scarves and costumes at the wax museum 

 
 

 

图 2  山归民族文化主题酒店服务员的蜡染服装及室内装饰 
Fig.2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of the Shangui national cul-
tural theme hotel are decorating with batiks and uphol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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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融入到创新设计产品的开发与

应用的现状，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与解决策略，探讨和

规划传统蜡染创新设计的开发机制、发展目标、发展

思路和发展方法。第四阶段为传统蜡染创新设计实践

与应用。 

2  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发展策略 

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发展策略，不能

背离本土传统文化与生活习俗而独立存在，其必须在

传统蜡染生产性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

产品的开发与研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湘西苗族文

化与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地域再生与自然、社会和

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1  建立传统蜡染创新设计开发机制 

1）完善苗族传统蜡染文化持有者的参与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者在开展保护和创新苗族传统

蜡染文化活动时，应极力确保再生、存续和传承传统

蜡染文化本土风俗、群体及个人持有者最大限度的参

与，以促进传统蜡染文化持有者手工技艺与创新设计

理念的不断更新，并积极的与设计者建立起一种协同

设计的研发与管理机制。项目成员在凤凰蜡魂艺术馆

实地考察与深入访谈王曜时了解到：苗族传统蜡染文

化和技艺的持有者王曜与服装设计师袁蓉协同设计，

在苗族传统蜡染文化与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服装

的设计理念与审美需求，共同创作出了一批批具有现

代时尚的传统蜡染创新改良服饰，并得到了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见图 3。 

         

图 3  消费者在蜡魂艺术馆试穿蜡染服装及王曜向消费者

介绍创新设计服饰 
Fig.3 Consumers are trying on batiks in the wax museum and 

Wang Yao was introducing innovative design clothing to 
consumers 

2）建全苗族传统蜡染与创新设计项目的对接机

制。川雅之在《设计未来考古学》中提到：进入 21

世纪之际，地域文化的价值不再是保存，而必须构建

出具有现代思潮及精神层面的积极意义，如此个人与

地域文化的发酵作用才得以产生，进而达到新的发展

与应用[4]。积极促进与建全湘西苗族传统蜡染保护与

传承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本土生态文化与传统蜡染文

化创新设计产品经济效益的互融共生发展。创新设计

项目主要以湘西地方性苗族传统蜡染文化的旅游纪

念品为依托，如蜡染吊灯、男女蜡染服装和蜡染围巾

等，间接推动地方性的生态文化与经济的繁荣发展，

见图 4。 

         

图 4  创新设计的传统蜡染吊灯、男士汗衫、围巾 
Fig.4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batik lights, men's T-shirts, and scarves

3）创建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品牌企业的创新设计

生产机制。这里的“设计” 不再是指以商业目的为导

向、自上而下的设计师精英主导的传统设计，而是指

以社会的真实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地包括本土文化



第 38 卷  第 12 期 林军：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发展模式研究 51 

持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可能参与其中的创新设计[5]。

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品牌企业的创新设计生产机制从当

代的审美视角出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传统蜡染

文化的生产模式与价值转化，使传统蜡染文化融合现

代科技与大众生活的创新设计发展，从而建立传统蜡

染文化品牌的良性发展态势。项目成员在湘西各地考

察、走访与调研中发现：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在家

装风格与酒店装饰等方面的运用愈来愈广泛，传统蜡

染文化品牌的发展也日趋成熟，同时也带动了湘西苗

族传统蜡染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保护与传承，见图 5。  

    

图 5  蜡染家装风格、装饰画、墙体家装应用 
Fig.5 The application of batik family outfit style, adornment picture, wall house outfit  

2.2  湘西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开发策略 

创新设计是在传承与革新的双向前提下展开的，

并应以融合、包并的手段正确处理好它在整个艺术市

场中的价值，并合理的将它运用在社会生活中，使其

发挥最大的实用性价值[6]，因此，通过现代化的创新

设计，传承发展蜡染文化元素，将现代审美需求融入

到现代设计中以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品位，对于当下传

统蜡染的创新设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2.1  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发展目标 

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应在保护与传承的基础

上，融合当代社会大众生活和创新设计产业体系的发

展策略，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在创造社会经济效益的

生产活动中得到创新与发展。再根据设计知识与符号

体系提炼出适当的文化符号后，设计师应重新洞察了

解其价值，从中体会文化的内在精神与意涵，充分与

当地居民交流，提高和培养其创新能力，共同开发适

宜于本土生活的必需品、流通商品甚至有高附加值的

国际化产品[7]。换言之，围绕非遗“共融”的核心思路，

结合本土市场经济建设，从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

品的使用功能、设计样式和文化体现等方面为凭证，

提出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的开发、营销和经济

定位等措施，最终完成本土经济的发展与保护和传承

传统蜡染文化的融合共生，是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

创新设计的发展目标。 

2.2.2  传统蜡染文化产业创新设计发展思路 

1）以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业产品的研发为

契机，推动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业产品的开发与

发展。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是一种本土全

球化的发展战略，要依托湘西苗族本土文化体系、地

域风貌和风俗习性等进行留存与革新。这是对全球化

所带来的均质设计文化的一种反思，它要求设计师立

足本土文化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精

神和地方特色又能够在全球市场脱颖而出的设计[7]，

使互联网成为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业全球化发

展的重要途径。 

2）加强传统蜡染文化资源的内部互动，推进传

统蜡染文化与创新设计产业“共融”，实现传统蜡染创

新设计产业共融发展。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以协作

参与、特质提炼和元素形变等方式融入到当代文化创

新设计产品的研发过程中[8]，不仅可以再造出具有高

额价值的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而且还能通过

当代社会经济市场的运作与管理，构建起由各级政

府、文化创新设计企业、学者和民间文化持有者组成

的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业联合体，用市场化的方

式不断开拓传统蜡染生产性保护的力度和深度[9]。 

3）鼓励传统蜡染企业和从业者合理运用知识产

权制度，注册传统蜡染创新设计产品商标，培育有民

族特色的传统工艺知名品牌。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

创新设计产品的开发与传播要建立在传统蜡染文化

品牌的建立之上，以开辟广阔的融通的市场销售新模

式，并鼓励传统蜡染文化从业者在创新成果或产业品

牌上署名或使用手作标识，支持基于手工劳动和富有

文化内涵的现代蜡染手工艺的发展，使传统蜡染文化

得到良性传承与保护。 

2.2.3  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发展方法 

从设计角度来说，“传统工艺+现代设计”的创新

设计模式，有可能使已经淡出人们记忆的手工艺在现



52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6 月 

代生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7]。苗族传统蜡染创新设计

产品既要满足社会大众的实用性与功能性需求，又要

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由此决定了传统蜡染

文化创新设计方法，在遵循留存与革新相结合的设计

理念下应恪守的 3 个基本原则。 

1）传统蜡染文化的本土性原则。通过采用多层

次、多方位的研发手段，在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

新设计的过程中挖掘的技艺潜能与工艺精神，使传统

蜡染文化与创新设计产业互融共生为一个协同发展

的系统，为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赋予崭新的功

用性，如在概念、审美与使用等方面，更深层次地提

高产品的艺术价值，以促进创新蜡染产品的生活化和

大众化，创新设计传统蜡染卡包见图 6。   

 
 

 
 

 

图 6  创新设计传统蜡染卡包 
Fig.6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batik card bag 

2）传统蜡染再造的个性原则。一方面，激发传

统蜡染手工艺者的创造活力、因材施艺的灵感和精心

手作潜能，保护和挖掘创造性手工的个性与价值，扩

大就业创业，促进精准扶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另

一方面，依据当代的审美需求，将传统蜡染文化元素

与其他非遗文化元素元素，通过嫁接、缝 、拼接和

刺绣等多样化的创新设计手法，在再造的过程中使传

统蜡染产品发生概念与属性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呈现

出与众不同的视觉艺术效果，蜡染嫁接与缝 的传统

蜡染创新服装及皮包见图 7。  

 

 

图 7  蜡染嫁接与缝 的传统蜡染创新服装及皮包 
Fig.7 Traditional batik innovation clothing and leather bags of 

batik grafts and stitches  

3）传统蜡染多色印染的绿色发展原则。在增强

保护湘西苗族生态意识，反对滥用不可再生的化学化

工印染材料，合理利用天然可再生印染材料的基础

上，拓展湘西苗族传统蜡染常见的蓝白两色的艺术表

达效果，满足当代社会大众对个性审美的追求和精神

文化的需求，使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更凸显其

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性与艺术性。王曜创新设计的传

统多色蜡染桌罩、围巾、皮包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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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王曜创新设计的传统多色蜡染桌罩、围巾、皮包 
Fig.8 The traditional multicoloured batik table covers, scarves 

and leather bags were designed by Wang Yao 

3  湘西苗族传统蜡染创新设计实践与应用 

通过全方面的整合传统蜡染文化资源，提出合

理性的发展模式理念，并在创新设计中注入本土文

化元素，将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的研究付诸于创

新设计实践，以研发具有“民族+时尚”特色的传统蜡

染产品，并为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业的发展引

路定位。从品牌设计与推广的视角看，以研发的传

统蜡染创新设计产品构建品牌，打造社会经济市场

中独具民族特色与时尚元素相结合的传统蜡染文化

手工工艺产品。从创新设计产品的研发策略看，把

多种非遗文化与苗族传统蜡染文化进行渗透融合，

从而体现“共融型”创新设计产品特质的传统蜡染文

化内涵与现代审美的无缝对接。湘西苗族传统蜡染

文化创新设计在实践与应用中，要紧紧围绕以下 3

个方面。 

（1）凸显湘西苗族本土文化内涵，传统蜡染创

新设计产品物态的艺术语境转化以及面向当代社会

大众的实用主义创新设计媒介 [10]，以提升传统蜡染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价值。（2）从传统蜡染文化产品

创新设计的视角看，在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

研发与社会经济市场价值实现对接的基础上，通过

将蜡染技艺、编织工艺和刺绣手艺等多种非遗文化

相结合的综合应用，在传统蜡染创新产品设计中体

现湘西苗族的文化意蕴。（3）从产品创新设计领域

看，在市场经济寻求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的

差异化，从时尚服饰、流行箱包和手工围巾等方面，

研发一系列与多种非遗文化工艺相结合的不同材质

的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例如中国民族工艺

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传承王曜设计的传

统蜡染围巾，传统蜡染时尚皮包，均是采用“传统工

艺+现代设计” 模式的创新设计方法，当代时尚元素

中隐射出传统文化的内涵，传统文化手工技艺中凸

显当代时尚之风。 

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的实践与

应用，探讨了传统蜡染文化创新设计产品的发展模式

和社会经济市场中时尚流行产品的创新设计方法，这

不仅为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辟了

新的途经，而且也为湘西苗族经济市场中的传统文化

创新设计产业的发展与培育开发出了具体的建议与

模式，为湘西本土非遗文化创新设计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实践与应用的论证。 

4  结语 

传承与创新是湘西苗族传统蜡染文化的永恒话

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传承的前提是留存与

创新，创新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湘西苗族传

统蜡染作为湖湘民族工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

新设计实践与应用在创造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体

现了湖湘民族工艺文化与民族风情的多样性，是现代

旅游创新设计产品经营的典型例证之一。然而，湘西

苗族传统蜡染产品中的绝大部分产品多出自个体小

型加工作坊，生产者以牟取利益为目的，背离传统蜡

染手工制作而代之以机器的批量生产，给湘西苗族传

统蜡染带来了严重的隐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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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传统蜡染文化产品的质量监管，如何解决传统蜡

染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摩擦，

是在对传统蜡染文化进行创新设计发展模式研究时

需要谨慎面对和再三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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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5B090）”项目介绍 

项目概述：旅游纪念品作为旅游业发展中的附加值产业，近些年中在旅游业的地位愈

发被肯定，旅游纪念品作为一个地方或是某个城市的文化符号，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该

地区对自身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的见解，更有助于展示该旅游城市或地区的形象。以湘西

区域为中心的旅游业，可以将辐射范围扩大至整个湖南，因此，湘西染织艺术将开发旅游

纪念品作为发展路径之一，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来湖南旅游的人认识湘西染织，认识湖

南。该项目研究旨在通过对地方文化、湖南湘西地方文化、湘西染织旅游纪念品等方面理

论知识的研究，明确地方文化和湘西染织艺术旅游纪念品的相关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根

本关系，并依据实地调查、网络调查和资料调查获取信息情况，分析湘西染织艺术的装饰

规律，为湘西染织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策略、原则与方法提供理论依据，以及提供一条适合

湘西染织旅游纪念品的创新设计之路。      

研究内容： 

1. 湘西染织艺术地方性民族特色的概述； 

2. 湘西染织旅游纪念品的发展状况与开发可行性； 

3. 湘西染织旅游纪念品的地方性设计定位与原则； 

4. 湘西染织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要素与方法； 

5. 湘西染织艺术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