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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新通道·侗心乐坊”跨学科社会创新工作坊为背景，围绕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

合的创新方式展开研究，旨在帮助传统手工艺产品融入现代生活。方法 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协同设计

工作模型，进行产品的快速开发与测试。通过人类学方法，探查地方社会需求，以创客空间的方式，组

织不同背景参与人员与手工艺人共同创造，并提出文化、形式、交互、声音 4 个角度的协同设计平衡标

准。结论 证实传统手工艺与智能硬件相结合的可能，实现手工艺产品的可交互性与实用性，为传统手

工艺的传承与复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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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icraft Product Desig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ZUO Ya-ting, JI Ti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Channel·Dong's Music"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innovation workshop, an innovative 

approach combining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with modern technology is designed to help traditional handicraft products to 

integrate into modern lif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centered collaborative co-design work model, rapid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the local social demand is 

explored, and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participants and handicraftsmen are co-created in the way of creative space. In ad-

dition we have put forward the standard of co-design with culture, form, interaction and sound. The workshop is pro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and intelligent hardware can increase the interoper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handicraft product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revival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KEY WORDS: co-design; handicraft heritage; intelligent hardware; social innovation 

“智能化”已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一种现象与趋

势。各种智能设备为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

来了些许社会思考。一方面大多数的工业产品高度趋

向一致，而失去了人们所享受的差异性，例如有趣的

材质、纹理以及传统元素；另一方面手工艺产品由于

缺乏创新，对内既不能满足当地居民日渐增长的生活

需求，对于游客等外部市场又只能作为艺术收藏品销

售，功能极其有限。传统手工艺产品如何融入当下的

生活？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使用现代设计和技

术介入的方式，引导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并以实例验

证手工艺与智能硬件相结合的可能性，实现手工艺产

品的可交互性与实用性。 

1  智能硬件触动传统手工艺复兴 

工艺美术学家瑞萨提认为，手工艺的独特之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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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功能结合，表现人类价值的能力”[1]。手工艺产品

应与当代社会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建立密切关联[2]。

2011 年以色列霍隆设计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围绕传统

工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展览，设计师们尝试将新的

设计方法、新的技术与传统工艺、地域文化相结合，

探索文化、技术、市场共同发展的新模式[3]。从这些

尝试中，可以看出设计和技术的融入在传统手工艺复

兴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1.1  “新通道·侗心乐坊”跨学科社会创新工作营简介 

2009 年起，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先后在边远

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名为“新通道”开放性的

社会创新实践活动。项目聚焦边远地区独特自然生态

环境与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式促进当地居民的

文化自主意识和产业创新。 

本次“新通道·侗心乐坊”工作营，由英国伦敦大

学玛丽女皇学院计算机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Nick Bry-

an-Kinns 和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助理教授王巍

及数名博士、硕士生共同开展于湖南省通道县横岭

村。通道县是侗族聚居的地区，具有丰富的侗文化和

古老的手工艺，也是有名的歌舞之乡，见图 1。工作

营通过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工作模型[4]，开展传统文

化研究与协同设计，致力于侗族传统音乐与手工艺的

传承与创新。 

1.2   基于 Ardunio 平台的智能硬件开发 

Arduino 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单芯片微电脑，见

图 2，提供了人性化的程序控制语言、视觉化的编程

环境。在 IDE 中编写程序，并上传至 Arduino 电路板

中，程序便能执行操作，实现设定的功能[5]。同时，

主板的标准化接口可有效连接电动机、LED 灯以及不

同种类的传感器与控制器，为开发提供更多选择，满

足设计师的需求。本次工作营智能硬件开发部分均基

于 Ardunio 平台进行。 

 

图 1  侗族传统文化与手工艺 
Fig.1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ndicraft of the Dong nationality 

 

图 2  Arduino 开发板、配件及传感器 
Fig.2 Arduino board, accessories and sensors

2  基于传统社区的协同设计方法与过程 

在为期两周的跨学科工作营中，由于时间短、参

与人员背景跨度大、设计角度较多，为保证在有限的

时间内输出预期的工作成果，采用了快速可迭代的协

同设计工作模型，见图 3，实现工作营的高效性、可

控性与完成性。通过多次快速循环与迭代设计过程，

使最初的灵感成为实际可操作的产品。 

2.1  社区需求分析与目标人群定位 

杨氏基金会将社会创新定义为“可以满足人们迫

切需求，并可以改善人们生活的新想法”，欠发达地

区的社会创新更应该基于社会需求开展具有前瞻性的

创新活动[6]。在本阶段可利用直接观察、参与式观察以

及结构与非结构性访谈等人类学相关调查方法，确保参

与者准确地获取当地隐藏的社区需求和目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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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快速可迭代的协同设计工作模型 
Fig.3 Fast iterable co-design work model 

通过对当地日常生活的观察以及对当地普通居

民、手工艺人、游客、商铺店主的访谈，将通道当地

手工艺品的消费人群分为 3 类：当地居民、收藏家以

及游客。其中，传统手工艺品依然对当地社区的日常

生活需求具有较大的物质意义，保留着传统的功能与

造型，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收藏者所购买的手工

艺品在精度和艺术性方面要求较高，通常由当地极少

数的工艺大师完成，数量有限。当地侗文化旅游业被

大力发展，但相应的旅游产品开发却几乎为零，因此

将游客作为主要目标用户，根据游客的需求设计智能

音乐产品的形态、功能与交互方式。例如便携，具有

鲜明地域文化特征，功能多样等。 

2.2  手工艺的情景式认知 

手工艺人所拥有的文化与手工艺知识大多融于

他们的头脑与肢体语言中，难以通过口头描述[7]。设

计师对手工艺的理解也需要基于情景式整体认知，以

及亲身实践与操作才能获得。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就

是进行更深一步的文化沉浸式学习，通过近距离接触

手工艺人，以边做边学的方式，让外来设计师了解传

统手工艺品的各个制作流程及背后文化知识。 

在本阶段共选择了竹编、侗锦、吉祥花、刺绣等

典型侗族传统手工艺进行体验学习。以吉祥花挂件为

例，在学习制作之前，设计师的想法大多拘泥于纯粹

模仿吉祥花的原始外形，局部图案与色彩。通过与手工

艺人的交流，设计师获得大量吉祥花的历史文化信息，

例如形状形成和色彩选择的原因。学习制作之后，设计

师的创作更为流畅，敢于大胆尝试非传统颜色，更容易

跟据形状结构开发更为合适的功能，见图 4。 

 
a 传统吉祥花              b 学习制作过程                    c 前期设计                     d 后期设计 

图 4   传统吉祥花挂件改良设计 
Fig.4 The improved design of traditional pendant, lucky flower 

2.3  产品多角度开发 

在当下的社区手工艺开发中，掌握设计主动权的往

往是经过系统设计训练的现代设计师，地方手工艺人往

往沦落为制作者，处于边缘化的位置[8]美国著名设计师

维克多·帕帕奈克认为欠发达地区在振兴传统文化时，

应积极运用当地丰富的资源，鼓励当地人积极参与到地

区的发展中，而不是单纯地选择观念灌输或高技术解决

方案[9]。在本次工作营中，以建立创客空间的方式，使

设计师与手工艺人全程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开发中，形成

一个平等的、相互学习并共享知识的集体，见图 5。 

1）参与人员。工业设计师、交互设计师和当地手

工艺人互相学习共享自身知识，同时又各司其职，分别

负责造型设计和色彩控制、交互形式和电子原件开发、

传统文化知识输入和手工艺制作等不同的任务。 

2）材料。当地物资和科技设备应准备于工作营

开始之前，尤其是 3D 打印机、Arduino 开发板与传
感器等，侗锦、竹篾等当地物料则可于探查、学习阶
段进行补充。照片、录音等文化元素可通过集体组织
参与当地活动获得。 

3）开发角度。为实现手工艺音乐产品的可交互

性与使用性，选择了文化（背景故事）、形式（产品 

 
图 5  创客空间人员与模式 

Fig.5 Personnel and mode of creativ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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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交互（使用方式）、声音（音乐或生活场景声）
4 个角度进行创意的筛选优化。 

4）输出。通过模型制作及内部硬件开发，将想
法成为实际可使用、可交互的产品。 

2.4  新型可交互音乐播放装置 

针对不同的目标用户与使用场景，本次设计研究

共开发了 3 种基于侗文化的新型可交互音乐播放装

置，见表 1，走寨灯音乐盒、吉祥花音乐盒、多耶音

乐盒，见图 6。 

2.5  公众与设计师的良性互动 

新型的设计是面向公民的自下而上的，活跃的公

众与设计专家的良性互动 [10]。尤其在协同设计过程

中，社区居民的建议对产品深层次文化隐喻的体现具

有重要作用。通过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设计过程

中，成为社区创新的驱动者，提高当地文化认同感。 

本次设计研究共进行了 3 次原型测试，测试人群

为当地居民、游客、商铺店主；测试地点为通道县平

坦乡横岭村和通道皇都侗民族文化村；测试方法为基

于使用情境下的观察与访谈。测试者们非常欣赏传统

手工艺与现代硬件交互相结合的设计方式，同时也对

传统手工艺日渐衰落的困境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产品

原型成功在当地的社区激发了热烈的讨论，更多的社

区居民希望参与到设计工作中，并相信它会给传统手

工艺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调查反馈表明，设计同样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

使用的部分民谣并不属于侗族而是属于与之非常相像

的苗族，这些对于并不属于当地文化体系的设计师来说

十分难以分辨。而原因在于忽视了让当地居民更多地参

与到音乐的选择中。文化与形式方面，当地居民为提供

了更多的文化表达的形式，例如参考当地的传统建筑形

态、竹编造型、剪纸工艺等其他手工艺；游客表达了对

于更丰富、更复杂图案的喜爱，希望产品更具便携性。

交互形式方面，测试者们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交互形

式，控制灯光的强弱和音量的大小，以达到适应不同的

使用情景的目的，例如公共建筑，儿童房或走路携带。 

根据这些建议进一步优化设计，使文化应用与功

能开发更加合理，以走寨灯音乐盒为例，见图 7。 

表 1  新型可交互音乐播放装置设计要素 
Tab.1 Design elements of new interactive music player 

产品 
走寨灯 

音乐盒 
吉祥花音乐盒 多耶音乐盒

目标

用户 
青年游客 儿童 儿童 

用途 家居产品 玩具 玩具 

文化 

行歌坐夜： 

传统侗族男

女交往模式 

吉祥花挂件：悬

于建筑内，寓意

出入平安，吉祥

如意 

多耶：通道

最为流行的

侗歌侗舞形

式 

形式 

以走寨灯为

原型，应用 

竹编工艺，装

饰侗锦织带 

吉祥花编织工艺 

侗锦传统多

耶舞图案编

织与刺绣工

艺 

交互 

敲击：暂停、

播放；挥手：

切换歌曲 

旋转部件：切 

换歌曲、故事；

翻转盒子不同 

面：切换歌曲 

翻转盒子不

同面：切换

歌曲；盒子

拼合：共同

演奏 

声音 

侗族歌曲； 

传统乐器 

演奏 

侗族歌曲； 

口述民间故事 

侗族歌曲；

传统乐器演

奏 

硬件 

振动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

器；Ardunio

开发板；高亮
LED 

电位器；三轴 

位置传感器；

Ardunio开发板 

三轴位置传

感器；磁力

传感器；

Ardunio开

发板；高亮
LED 

     
a 走寨灯音乐盒                          b 吉祥花音乐盒                         c 多耶音乐盒 

图 6  基于侗文化的新型可交互音乐播放装置 
Fig.6 New interactable music players based on Do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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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反馈的产品改进 
Fig.7 Product improvements based on feedback 

3  文化元素应用与硬件交互开发的平衡 

跨学科产品协同设计与测试过程中，不同背景的

参与人员对文化传承与功能需求有着不同的理解与

看法，甚至会提出不同或相悖的想法，因此，通过建

立一个标准，对侧重不同的设计提案进行取舍，以达

到文化元素应用与硬件交互开发的平衡就非常重要。 

在本次设计实践中，基于文化、形式、交互、声

音 4 个开发角度，提出了协同设计平衡原则，见图 8， 

 

图 8  协同设计平衡原则 
Fig.8 Co-design balance principle 

该原则包含 4 个部分。（1）以典型文化为背景。以社

区为中心的协同设计的首要任务为聚焦当地文化，因

此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可选择当地社区的一些传统

节日、习俗或生活习惯作为设计情境。（2）形式和声

音来源于文化。在产品造型设计以及音乐选择过程

中，不应出现因设计师个人喜好而违背或曲解当地文

化的情况。尤其在图案的应用上，手工艺人一般通过

图形背后的文化意义组织图案元素应用，而设计师通

常并不在乎图形的意义，更倾向于遵循系统的设计手

法，简化甚至打破传统的图案[11]，易造成一些误解。

（3）交互方式追随形式。一些传统器物，如走寨灯，

通常具有特定的使用情境，如对歌。如果使用了此类

形式，在交互形式的选择上也应贴近原有使用动作形

态，如挥手切歌，实现文化整体情境式引入。（4）交

互和声音满足用户需求。传统手工艺产品开发的另一

个重要的目标是融入现代生活，即产品功能满足目标

用户的需求，而不是成为纯粹的文化艺术品，因此在

交互的开发与音乐的选择上，更应考虑消费者的使用

情境与需求。 

4  结语 

在本文的研究中，设计了 3 种基于侗文化的新型

可交互音乐播放装置，成功地实现了传统手工艺与现

代技术的融合，为手工艺的传承与复兴提供了新的方

向。以社区为中心的快速可迭代工作模型，可以极大

地提高创作效率。通过建立创客空间的方式组织不同

背景参与人员的协同设计，调动每个人的设计主动

性；从文化、形式、交互、声音 4 个不同的角度开发

产品，提出协同设计平衡原则，此判断产品设计的合

理性；基于当地的测试反馈进一步优化了产品的文化

传承性与功能实用性。手工艺人与当地居民可以自由

参与到产品开发过程中，了解新的知识与技术，积极

思考传统工艺的创新，实现文化和经济共同发展与地

方社区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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