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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世代相传的蜀绣凝聚了悠久的历史价值、丰富的文化价值与极高的艺术价值。基于“美育”

的视角结合 AIGC 技术进行创新设计有助于蜀绣的传承与发展。以人工智能的设计融合蜀绣的文化特色

来开发文创产品及周边，使美育融入现代年轻人的时尚生活，成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这既为传统文

化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也在传承创新中保护了非遗蜀绣的原真性。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法与图像

分析研究梳理蜀绣的历史与现状，并对蜀绣的传承进行实地调研，掌握目前蜀绣的纹样技艺、创新传播

等情况并进行系统梳理。使用 AIGC 进行创新设计，并将创新设计应用于文创产品研发，最后进行数字

化推广。结果 通过 AIGC 为蜀绣带来了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再灵活运用以线带面、绣画结合的方式，

使人工智能美学助力非遗传承。结论 AIGC 融合蜀绣的创新设计提升了文创产品的科技精神与内涵，赋

予了蜀绣传承与发展重要的时代革新意义，数字化推广也使蜀绣的传播方式与受众群体得到了有效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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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and Digital Promotion of Shu Embroidery AIGC  

under the Threshold of Aesthetic Education 

LI Jia, ZHANG Ji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Sichuan embroidery, which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embodies a long his-

torical value, rich cultural value, and extremely high artistic valu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ombined with AIGC technology, innovative design can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ichuan em-

broidery. By integrating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hu embroidery with the desig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are developed, integra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into the fashionable life of 

modern young people and becoming an accessible aesthetic of life. This not only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protects the authentic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u embroidery in in-

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mage analysi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Shu em-

broidery were sorted out, and field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inheritance of Shu embroidery. The current pattern 

techniques and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of Shu embroidery were mastered and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AIGC was used 

for innovative design, and innovative design was appli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

ucts, and finally digital promotion was carried out. As a result, AIGC brought innovation in both form and content to Shu 

embroidery. By flexibly utilizing a combination of thread, surface, and embroide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esthetics as-

sisted in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AIGC integrating Shu embroidery has 

enhanced the technological spirit and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ndow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

opment of Shu embroidery with important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Digital promotion has also effectively expanded the 

dissemination methods and audience groups of Shu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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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以其深

厚的美学底蕴和深刻的思想滋养了中华民族，成为中

华民族的信仰与精神追求。而蜀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载体之一，具有品类繁多、内涵意蕴深厚等特

点，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的非遗资源之

一，更作为川蜀地区的标志性非遗文化资源之一而存

在。但如今蜀绣面临审美观滞后、资源整合利用率低、

传承人普遍高龄化等困境，萃取典型的川蜀文化因

子，结合当代审美观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提升蜀绣经济效益以吸引年轻群体进

入蜀绣行业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兼具审

美 和 立 美 的 美 育 教 育 和 以 迭 代 设 计 、 自 主 学 习 的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蜀

绣传承人及其在创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因此，本文

将美育作为研究视角，将 AIGC 技术作为手段，拟将

二者结合以实现蜀绣作品的创新设计与数字化推广。 

1  AIGC 工作特点及基本原理 

1.1  AIGC 工作原理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

等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

数字推广内容。作为 AIGC 内容生产平台的核心引擎，

常见的生成模型有 GAN、VAE、Flow Models 等，扩

散模型则有 Diffusion Model 等。其中，生成模型通

过给出一组随机噪声，借助某种概率模型下的变换，

可随机输出大量具有一定语义信息的数据（如图像、

文本等）。如 BigGAN 可生成更高分辨率和更多样化

的图像；StyIeGAN 可生成具有更高层次细节和纹理

的图像；CycIeGAN 可实现图像风格转换，将一张图

片的风格转换为另一张图片的风格等。扩散模型则通

过逐渐给图片添加高斯噪声，直到最后获得纯噪声，

然后训练一个神经网做图像去噪，从纯噪声开始，直

到获得最终图像。例如，Diffusion Model 不仅可生成

高质量的图像，并控制生成图像的多样性，也可用于

图像修复和图像合成等任务。 

1.2  AIGC 设计流程 

AIGC 具有高度人工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和

多模块结合等特点，其中高度智能化是指其借助深度

学习、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先进技术，使得艺

术设计的生成过程能够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AIGC

作为一种迭代设计过程和方法，主要依托生成器程

序，程序依据算法或规则，将满足需求的参数设计进

行可视化输出，而设计者通过修改参数值来改变设计

方案。通过深入学习和分析大量图像、艺术品和设计

工作流程作品（如图 1 所示），AIGC 能够感知并学习

各种风格和创意元素，同时进行创新设计，并将其应

用于文创产品的研发，最后进行数字化推广。 

 
 

图 1  AIGC 设计工作流程 
Fig.1 AIGC design flow chart 

2  美育视阈下，AIGC 技术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蜀绣的实现路径 

“美育”一词由英国哲学家席勒（Schiller）在《审

美教育书简》一书中首次提出[1]。我国的杜卫、吴瑞

裘、苏和平等学者均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将“美育”

定位为“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2]。陈建翔[3]在

《现代美育观念的演进》一文中将“美育”划分为审

美和立美两个维度。周庆元等[2]40 则在《走向美育的

完整》中进一步论述“美育”中的审美和立美两个维

度，认为人们对“美”的活动既包含以人作为主体的

对美的“审美”感受，也包含除了艺术创作之外对主

体自身美的建立，即“美”的创造，也就是“立美”。

而本文中所指的“美育”视阈，包括“审美”和“立

美”两个维度的研究视角，旨在提升非遗传承人“审

美”和“立美”的能力，进而完成对 AIGC“审美”

和“立美”的训练，使 AIGC 在通过学习艺术和设计

原则后，以更高效、更个性的特征创造出具备“美”

的艺术作品，深化艺术作品的异质性和文化性，从而

实现 AIGC 对非遗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1  非遗传承人与 AIGC——实现蜀绣创造性转化

的人机共创 

蜀绣一针一线绣出先辈们智慧的结晶，绣针一上

一下穿插出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传统文化。相比需耗费

大量时间和人力的传统手工技艺，经过专题训练的

AIGC 通常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生成虚拟

人，以虚拟人对蜀绣的理解，辅助蜀绣传承人完成蜀

绣图案的设计排版。传承人可以通过 AIGC 生成各种

独特的图案和色彩组合，提高设计、出图效率，人机

结合将当下流行的潮流元素和蜀绣蕴含的丰富文化

内涵进行结合创新，将古色古香的蜀绣文化与现代审

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为蜀绣带来了形式与内容上的创

新。同时，利用 AI 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通过精确

的图案识别和路径规划，使机器可以自动完成刺绣工



第 45 卷  第 4 期 李加，等：美育视阈下的蜀绣 AIGC 创新设计与数字化推广研究 487 

 

作，提高生产效率和一致性，实现自动化的刺绣过程。 

2.2  文化形式与 AIGC——实现蜀绣创新性发展的

人机共创 

蜀绣是艺术性与技术性统一的民间传统工艺美

术产物。十二大类、百多种娴熟高超的针法与蜀绣艺

人独特的设计理念相结合，诠释出蜀绣独有的艺术魅

力和文化价值。而在蜀绣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AIGC

主要以辅助工具的身份在人机共创的过程中起到作

用。以 Midjourney 为例，其在蜀绣纹样形式和表现

方式的设计上主要作为辅助工具，为传承人生成和提

供蜀绣本土题材纹样的启发性创意、效果图制作等，

传承人则通过自身专业知识、创意思维和审美判断来

确保人机协作的顺畅、互补和意义产生。 

而由于 AIGC 的设计算法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这

种基于海量数据的随机性不断涌现，为传承人带来新

鲜度与创新感，也可能与预期的设计目标不完全一

致，会对传承人的创造力、文化理解产生影响，也会

干扰文化多样性和个性化的表达。因此传承人需根据

具体设计需求和目标，选择适当的算法并调整算法的

参数来校正 AI，以避免同质化形式或失真现象的出现。 

2.3  文化资源与 AIGC——实现蜀绣资源的数字化

存储 

蜀绣技艺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口口相传和师徒传

承，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文字记载。虽然存在对蜀绣感

兴趣的年轻人，但由于学习蜀绣技艺的时间成本高，

需要掌握包括绣针的运用、色彩的搭配、图案的设计

在内的多种技能和技巧，而从事蜀绣行业的短期经济

回报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生活压力，使得很多青

年人才难以静下心来长时间学习和磨炼，诸如此类原

因使其并没有选择从事蜀绣行业，因此行业中鲜有新

鲜血液注入，想要留住年轻人很难，能坚持并从事蜀

绣和教育传承的更是寥寥无几。 

而基于 AIGC 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其创作

和创造艺术作品的前提是深入学习和分析大量蜀绣

图像和元素，以及蜀绣相关的设计作品。这一过程正

是针对蜀绣这项非遗资源的收集与整理。通过 AIGC

可以建立蜀绣图案和作品的数字化存储系统，实现对

蜀绣资源的智能化管理和检索。这不仅可以打破蜀绣

技艺因缺乏后继传承人和系统性的整理与文字记载

材料而面临失传危险的窘境，而且能通过对优秀蜀绣

作品针法技艺的数字化采集、归档，为蜀绣作品的艺

术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4]。 

3  四川蜀绣作品的技艺传承与作品创新困

境分析 

蜀绣传承历经千年，既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而蜀

绣技艺作为我国传统手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

究则多集中在历史文化、手工技艺和产业政策等理论

层面，忽略了蜀绣与现代设计结合方面的实践研究[5]，

蜀绣作品因此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失去发展原动力。如

今的蜀绣作品存在针法技艺刻板、作品纹样传统、传

承人结构失衡、传播形式单调等困境，已处于日益濒

危的状态。 

3.1  蜀绣针法技艺刻板，缺乏创新 

虽然蜀绣的针法技艺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和价值，但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发展，现代消费者对

“美”的追求、对工艺的要求都产生了新的变化。而

蜀绣作为一种传统技艺，其技艺水平和创新程度直接

决定了蜀绣作品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如果蜀绣

作品不能适应现代审美观念，不能在设计和制作上做

出相应的改变和创新，则很难获得市场的认可和青

睐。目前，由于传统观念和新技法普及的限制，大部

分的蜀绣作品依旧以传统的单面绣、双面绣和三异绣

作为绣制作品的主要针法。这类作品虽然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原汁原味地呈现出蜀绣作品的魅力，但因缺乏

现代审美观念的嵌入，导致蜀绣作品自身生命力和吸

引力在潜移默化中流失，从而失去以新审美观念为主

导的消费者的偏好。 

3.2  蜀绣作品纹样传统，缺乏活力 

蜀绣作品中的纹样图案多为山、水、花、鸟、博

古和瓦文等元素类，或为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等传说

故事类，以及芙蓉鲤鱼、熊猫等地方特色类。蜀绣传

统的纹样图案既是川蜀先民们生产生活实践的象征，

也是川蜀先民们文化记忆的表现。这些传统的蜀绣纹

样图案虽具有独特魅力，但难以与具有现代审美观念

的社会大众产生情感共鸣。而目前的蜀绣作品大多以

前述中元素类、故事类和地方特色类纹样图案为主，

这使蜀绣作品在面对追求异质性、个性化的现代审美

观念时，缺乏调动和吸引他人欣赏的活力。 

3.3  蜀绣传承人结构失衡，传播形式单调 

蜀绣与苏绣、湘绣相比，传承力度还远不够。传

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对非遗项目的

传承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非遗的问题之一就

是缺乏后继的年轻传承人，而蜀绣也面临这一问题。

据公开资料可查：蜀绣国家级传承人 3 名；省市级传

承人 17 名；中国刺绣艺术大师 1 人；四川省工艺美

术大师 10 人；成都市工艺美术大师 4 人；重庆市工

艺美术大师 9 人。其中，以四川成都蜀绣传承人群体

为例，其传承人年龄主要集中在老龄段，其中国家级

和省级传承人的年龄更是偏高，由于人才培养周期长

导致缺乏后继人才等问题，造成蜀绣在传承与发展中

出现年龄结构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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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蜀绣作品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独属蜀绣的风格特色[6]，但由于蜀绣作品的传播形式

以传统的展演、日常用品、口碑传播为主，这些传统

的传播形式缺乏流量效应，使蜀绣作品的辐射效应受

到限制，传统的传播形式导致蜀绣的影响力没能在多

平台、跨媒介、跨领域实现最大化。 

4  美育视阈下，蜀绣作品的 AIGC 创新设计

与数字化推广研究 

4.1  活态化的人际共创针法技艺 

非遗需要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蜀绣

传承人不仅要传承好原有的非遗文化，还要在此基础

上利用 AIGC 技术进行蜀绣针法技艺的创新。蜀绣虽

属于传统行业，但传统的蜀绣针法已经无法满足其创

新发展的需求。因此，传承人可以通过利用 AIGC 技

术输入传统的蜀绣纹样题材，并与当代抽象元素相结

合，以 AIGC 创造性和创新性生成“美”的纹样图案，

依据自身审美观念和体系来决定相应蜀绣作品应使

用的针法技艺。 

以在传统针法基础上创新的“乱针绣”为例（如

图 2 所示），其通过对蜀绣中较具代表性的纹样题材

进行解构和重组，并在此基础上利用 AIGC 进行纹样

图案的再创造，在突破传统纹样风格限制的前提下[7]，

使用追求质地、形态章法的乱针，达到形乱而神守的

效果，充分表现新式纹样图案的神韵，绣出绣品精彩的

质感和神采，以开创中国刺绣的新风范。 
 

 
 

图 2  蜀绣创意“乱针绣” 
Fig.2 Shu embroidery creativity "disordered needlework" 

 
此外，蜀绣针法在传承早期色彩运用特点的基础

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增添了新的

活力。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当下流行的“莫兰迪色”

逐渐在蜀绣作品中增多。这些色彩的使用，搭配上精

湛的针法技艺，使蜀绣得以呈现出现代审美的时尚

感。除了中国刺绣，与中国刺绣风格相异的法绣也以

富丽堂皇的特色被称为国宝级的手工艺术而闻名于

世。法绣常将刺绣与亮片、珍珠、宝石、羽毛、丝带

等材料相结合以进行再设计创作（如图 3 所示）。这

些材料的融入为法绣增添了立体层次感。通过将蜀绣

和法绣两种绣艺结合在一起，可以充分体现出蜀绣细

腻逼真和法绣图案立体感强的优势，为其赋予更多时

尚潮流的内涵。 
 

 
 

图 3  法式刺绣手工艺术品 
Fig.3 French embroidery works of art 

  

4.2  个性化的人机共创纹样图案 

如前所述，要提高蜀绣作品自身的生命力和吸引

力，就要将三类传统纹样图案输入 AIGC，让 AIGC

在持续大量的自主学习中实现其“立美”能力的形塑

和训练，并反过来为传承人提供自身“立美”能力训

练的原始素材，做到人机之间的交互促进，由此实现

将蜀绣图案纹样和都市化生活中的动植物建筑、风景

等元素进行融合创新设计，利用造型抽象的点、线、

面等平面元素表现极简生活的理念，为蜀绣纹样赋予

新的内涵和生命力，使蜀绣设计品位得到提升，在打

破传统繁琐绣艺的同时，通过 AIGC 的二次创新设计

赋予蜀绣作品新的生命与意义[8]，增强蜀绣设计作品

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成都博物馆中的蜀绣作品，就运用了大量能够反

映川蜀文化和蜀地特色的图案，如大熊猫、川蜀人物

故事等，既反映了蜀地的本土文化又是具有时尚潮流

感的设计造型。而在成都国际非遗节的蜀绣传承与创

新展示交流活动上，精美雅致的蜀绣衍生品也吸引了

大众的目光（如图 4 所示）。这既是蜀绣发展交流的

绝佳机会，也是销售产品并提升蜀绣知名度的重要

渠道。 
 

 
 

图 4  创意木盘十字绣 
Fig.4 Creative wood pan cross stitch 

  

4.3  多样化的传承发展形式 

要解决蜀绣的传承困境，实现蜀绣传承的“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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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继承传统传承方式的基础上，可将蜀绣中

关于绣针的运用、色彩的搭配、图案的设计等多种技

能和技巧数字化，并以多样化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

展。例如，可以通过线上展览展示蜀绣作品和工艺过

程，以在制作过程中实现消费者或文化受众的“审美”

体验。利用网易云课堂等在线教育平台，开设蜀绣技

艺培训课程，让大众可以在线学习这一传统技艺，对

感兴趣的年轻群体进行蜀绣“立美”能力的直接建构。

同时，基于目前全省可以刺绣的技术人员不到 800

人，而妇女又是蜀绣从业者的主体这一现状，成都市

妇联将通过积极开展蜀绣创业者绣技竞赛等方式，大

力夯实蜀绣的民间基础[9]。也可以直播形式，联合文

旅文博和艺术机构，邀请蜀绣传承人进行现场讲解和

演示，将蜀绣作为地方特色文化进行推广和展示，吸

引更多的游客和观众了解和喜爱蜀绣，培养社会大众

对蜀绣的“审美”感知认同[10]。 

4.4  联动化的跨界传播渠道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推广已经成为非遗

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11]。通过数字化推广，可以将

蜀绣作品的设计理念和针法技艺以更加直观、生动和

多样化的方式呈现给更多文化受众。通过 AIGC 与时

尚、家具等其他领域进行跨界合作，例如将蜀绣元素

与时尚设计结合，创造出兼具现代感和实用性的服装

配饰；或将蜀绣应用于家居装饰中，以跨界合作推动

其市场拓展。此外，还能利用 AIGC，制作蜀绣宣传

资料和广告进行数字营销，通过精准定位目标用户和

个性化推荐，提高宣传效果和转化率[12]。上述这些传

播媒介和渠道在摒弃传统的、单向传播形式的基础

上，借助数字化推广形式，打造蜀绣作品传播和发展

的联动化跨界传播渠道，实现蜀绣作品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传播。 

5  结语 

蜀绣作为中国代表性非遗之一，目前因自身针法

技艺刻板缺乏创新、作品纹样传统缺乏活力、传承人

结构失衡、传播形式单调等问题面临着没落和失传的

状况。虽然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针对蜀绣展开相关研

究，但大多集中在与蜀绣有关的理论层面研究，对蜀

绣作品现代化设计及创新性技法方面的实践研究却

是少数。本文先介绍 AIGC 的工作特点、原理、设计

流程，并将“美育”的概念界定为“审美”和“立美”

两个维度，为“美育”视阈下利用 AIGC 针对蜀绣作

品进行创新设计和数字化推广作理论铺垫。随后，通

过归纳 AIGC 与非遗传承人、文化形式、文化资源之

间的有机联系，总结出通过“美育”视阈下的“审美”

和“立美”，能够通过提升非遗传承人“审美”和“立

美”的能力，有效地完成对 AIGC“审美”和“立美”

的训练。这不仅拓展了蜀绣作品设计的创作空间和可

能性，还能实现蜀绣的创新发展。 

而针对蜀绣作品中存在的困境，本文立足“美育”

视阈，将蜀绣作品的 AIGC 创新设计和数字化推广的

实现路径总结为活态化的人机共创针法技艺、个性化

的人机共创纹样图案、多样化的传承发展形式、联动

化的跨界传播渠道四条路径。蜀绣的 AIGC 创新设计

与数字化推广相互促进，其 AIGC 创新设计可以为数

字化推广提供更具吸引力、更加丰富、更多样化的推

广内容。而蜀绣的数字化推广则可以为蜀绣 AIGC 创

新设计的作品提供广泛而多样的传播渠道。通过传承

人“审美”和“立美”能力的提升，使蜀绣 AIGC 创

新设计的作品也具备“美”的特性，进一步满足现代

大众的“审美”需求，提升现代大众的“立美”能力，

拉近蜀绣与大众的距离，从而使蜀绣作品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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