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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秦绣传承现状及挑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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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承秦绣面临着种种挑战，如低龄化、技艺传承不易等。同

时，利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秦绣品牌推广和创新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本文分析了陕西秦绣的传承现状及在

互联网环境下的挑战和推广，并结合互联网技术，使之适应时代的需求与发展。介绍了秦绣的历史渊源、特点和现状，探

讨了多种传承策略，包括制定更严格保护政策、建立数字化展示平台、培育才华横溢的年轻一代传承人等，以保证传统手

工艺能够在现代生活中得以延续；而在推广方面，可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策略，通过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数字化技术

手段，提升秦绣的品牌知名度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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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秦绣是陕西传统的刺绣工艺之一，以其细腻、精美、严

谨的特点而闻名。秦绣源于秦文化，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

有了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秦绣逐渐向外扩展，成为了

一种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品。然而，秦绣因为技艺传承的难

度和绣工数量的减少，面临着许多挑战。因此，本文将对

陕西秦绣的传承现状及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之道。

1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1.1　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传统手工艺品在现代社会中

逐渐被淘汰，而秦绣作为传统手工艺品的代表之一也不能

幸免。受到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的影响，农民日渐趋向城市

化，导致农村手工艺的传承受到挑战。同时，现代工艺品

生产方式不断涌现，同样也对传统手工艺品产生了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秦绣传承面临问题也凸显出来。为了探索

秦绣的现状和解决传承难题，本文将对秦绣的历史及现

状、传承秦绣的挑战、互联网环境下的秦绣品牌推广及创

新等方面进行分析。

1.2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共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秦绣的历史及

现状，深入挖掘其文化价值，以期更好地推广秦绣文化；

二是探究秦绣传承面临的挑战，从保护政策到年轻一代传

承人的培养，寻找解决方案，为秦绣传承提供有益参考。

秦绣作为陕西传统手工艺品，代表了秦文化的精髓和传统

的艺术品。认真研究秦绣的历史及现状，可以更好地理解

陕西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同时，也能够探究秦绣传承

面临的问题，提供保护和传承秦绣技艺的方案，为传统

文化保护和传承做出积极的贡献。此外，对互联网环境下

的秦绣品牌推广和创新的研究，有助于传承和发扬秦绣文

化，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和喜爱秦绣。

2　秦绣的历史及现状

2.1　秦绣的历史渊源

秦绣是中国传统工艺的一种，称之为“穿堂风景”和“

艺术珍品”，因源自陕西秦岭地区而得名。秦绣历史可以

追溯到唐代，当时的织物刺绣便具备了一定的水平。但真

正的秦绣创始人是陕西黄陵县杨家沟村的两位姐妹杨氏，

自清朝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起，黄陵出现了以杨家

沟村为代表的秦绣艺术家族，将陕西秦绣推向了全国乃至

国际之巅。在明清时期，秦绣得到了更加丰富的发展，成

为一个有独特魅力的品种。1930年代以后，秦绣的风靡程

度更是达到了巅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秦绣的生产

和销售量出现了下滑，这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尽

管一些制造商在尝试着复兴秦绣，但由于众多的挑战，秦

绣传承和发展面临不少阻碍。

2.2　秦绣的特点及技艺传承现状

秦绣是细腻精美的工艺品，采用大量的散点针法、勾

线法和苏绣钩法繁华绚丽的桃花枝、芙蓉、百花骢龙、鹰

头鹅首等独特的千手千眼绣法，体现出了秦绣繁复而又优

美的文化内涵。它的特点是做工精美，针法灵活，刺绣线

细腻，层次丰富，形象逼真，图案传神，具有强烈的时代

特色，闪烁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秦绣具有良好的市场

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并且也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之一。由于种种原因，秦绣的传承也遭遇着不小的挑

战。传承秦绣的人越来越少，缺乏新鲜血液的加入，导致

秦绣行业一度陷入停滞状态。许多传统工艺技能一直是基

于口传心授，而人口老龄化、人才流失等因素也影响了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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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的传承。目前，秦绣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经高达60岁以

上，年轻人才几乎没有接受过这项技术的传承。虽然有少

数研究者在努力地对秦绣进行研究，但缺乏有效的技艺传

承机制，缺少当代人的参与与推广，传承难度相当大，所

以急需寻找新的传承模式。

3　传承秦绣的挑战

3.1　低龄化

一直以来，传承秦绣技艺的人都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在

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掌握了一定的绣艺技能和手艺，但是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少的年

轻人愿意将传统手工艺作为自己的事业。不仅如此，很多

年轻人甚至都不了解秦绣这一传统文化，导致其在年轻一

代中失去了地位。

低龄化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家长不再像以前一样把他们的

孩子们送到传统的绣艺培训班学习秦绣。这是因为传统的

绣艺培训班并不像其他类型的培训机构那样受到广泛的关

注和宣传，而且传统手工艺早已淡出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

活。但是，对于绣艺培训机构来说，目前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通过更加创新的方式来吸引年轻的学生。比如，现在有

中学在课外时间、周末组织学生参加秦绣课程，采用了一

些故事、歌曲和游戏，从而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同时，

也有一些企业和机构开始注重秦绣的创新和推广。一家名

为“秦绣国际”的公司，开始向年轻人推广秦绣，他们的

秦绣设计很精致，时尚感十足，因此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

欢迎。

3.2　技艺传承不易

传统手工艺在历史上是通过一代代的传承，积淀了几

百年的文化底蕴。但是现在，由于人员的流动和家庭结构

的改变，这一传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在现代社会中，孝

敬长辈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重要，很多年轻人也不再关注

家族传统和文化，致使我们在秦绣的传承方面遇到了很大

的困难。传承秦绣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专门的传

授技艺和知识。而且，这项技艺还需要长期的学习、实践

和锻炼，才能掌握独特的技能和技术，以传承秦绣的文化

历史。

3.3　其他挑战

除了低龄化和传承困难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财政和政策的支持问题、高技术的革新和市

场竞争的加剧等等。由于缺乏对秦绣的关注和支持，许多

工艺师失去了传统技能继承，所以政策和社会的支持极为

关键。而且，现在的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许多企业、品

牌、技能、制造商都在加紧秦绣制品的推广和竞争。

为了解决以上提到的种种挑战，秦绣需要各方面的帮

助。需要政府的支持，包括经费的拨付

4　互联网环境下的秦绣品牌推广及创新

4.1　互联网的机遇和挑战

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广提供了全新的机

遇，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互联网的优势在于其信息

传递的快捷性、广泛性和互动性，既可以让传统文化更快

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

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然而，互联网也带来了信息泛

滥和信息真假难辨的问题，加之年轻人更倾向于追求时尚

和新潮，就可能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形成一定的阻碍。

4.2　秦绣品牌推广策略

品牌推广是秦绣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品牌的宣

传和推广，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秦绣的技艺和文化

内涵，促进秦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互联网环境下，秦绣品

牌推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4.2.1 网站建设

建立秦绣的官方网站，介绍秦绣的历史、特点和技艺传

承现状，展示秦绣作品的图片和视频，建立秦绣的在线商

城，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秦绣作品。

4.2.2 社交媒体推广

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秦绣的相

关信息，与年轻人进行互动交流，并通过社交媒体开展线

上销售和推广活动。

4.2.3 媒体宣传

通过广电、网络媒体等多种渠道开展秦绣的宣传活动，

为秦绣品牌推广做好准备。

4.3　秦绣创新策略

传统的秦绣技艺虽然独具特色，但也需要不断地进行革

新和创新，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因此，在秦绣

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创新策略。

4.3.1 引进新材料和新工艺

秦绣可以尝试引进一些新的材料和工艺，如3D打印、激

光切割等技术，开发新型的秦绣产品，以更好地满足市场

需求。

4.3.2 开发文创产品

秦绣可以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出一系列文创产品，

如纪念品、手办等，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推动秦绣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4.3.3 创新设计和创作

秦绣可以向当代艺术借鉴，进行创新的设计和创作，形

成新的秦绣艺术风格，提高秦绣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5　陕西秦绣传承策略分析

5.1　加强保护政策

秦绣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政府应加强相关保

护政策，制定更为完善的秦绣保护法规，为了更好地保护

陕西秦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部门应出台更为严格

的保护政策。政府可以通过出台法律、规章和产业标准等

手段来保护秦绣。首先，政府应加强对传承人的培训和管

理，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对秦绣进行监督和审批。其次，

政府可以通过在博物馆和文化展览中心等地展示秦绣的文

化价值来提高公众对秦绣的关注度和认知度。另外，政府

也可以通过资金和资源的支持，鼓励传承人开发新产品和

设计，创新秦绣技艺传承的方式，从而进一步促进秦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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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发展。

5.2　建立数字化展示平台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展示平台已成为一种

新的展示形式。建立数字化展示平台可以为秦绣保护和传

承提供新的途径。数字化展示平台可以为秦绣制作教程视

频和3D模型等，对秦绣的品牌宣传和推广起到非常积极的

作用。此外，通过数字化展示平台，可以创造更多的秦绣

品牌和产品，扩大传播范围，提高秦绣的影响力，进而带

动产业发展。同时，数字化展示平台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秦绣，加强公众对秦绣的认知和关注度，为秦绣的传承和

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5.3　培育才华横溢的年轻一代传承人

目前，陕西秦绣传承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传承人的年龄偏

大，且年轻一代缺乏对秦绣技艺的热爱和传承意识。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传

承人应该加强年轻一代传承人的培训和引导，如开设一些

针对年轻人的秦绣技艺培训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秦绣技

艺的美妙。其次，对于

6　秦绣的品牌推广策略分析

6.1　线上推广策略

在互联网时代，线上推广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推广手段，

秦绣在网络上推广需充分发挥平台的优势，提供不同的推

广方式。

6.1.1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推广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等传

播秦绣文化和品牌。首先，需要开设官方账号并持续推送

与秦绣相关的原创内容，包括秦绣的历史、技艺、作品介

绍、工艺、流派等，让更多的人了解秦绣；其次，在推送

中需要加入宣传秦绣品牌的元素，包括品牌理念，品牌

IQ、EQ分析等，提高秦绣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再次，利

用社交媒体平台与网友互动，解答网友疑问，促进品牌形

象塑造和品牌口碑的积累。

6.1.2 利用短视频、直播推广

利用抖音、快手、淘宝等平台的短视频、直播功能，展

示秦绣技艺、作品以及其制作过程，提高用户的认知度和

文化体验。同时，可以邀请各地名师，展示不同地区的秦

绣文化特色。

6.1.3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拓销售渠道

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秦绣产品销售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秦绣企业应该积极开拓电子商务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了

解秦绣，并购买秦绣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的大数据分

析，对秦绣产品的销售和用户需求进行数据分析，把握市

场动态，提高销售额。

6.2　线下推广策略

秦绣还需要广泛地开展线下推广，与传统文化市场以及

市民进行接触，助推秦绣品牌的推广和销售。商业推广活

动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市场推广、媒体推广和活动

推广等。

6.2.1 市场推广

市场营销包括广告宣传、促销活动、形象宣传、线下店

铺推广等，可通过对目标顾客的分析，找出他们的需求特

征，针对性地为其推出相应的方案。

6.2.2 媒体推广

秦绣的宣传也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包括电视、广

播、杂志、报纸等。通过宣传秦绣文化和品牌理念，增强

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

6.2.3 活动推广

秦绣可以结合市场营销活动和文化体验，如举办展览、

研讨会、文化节等，推广秦绣文化和品牌，并推出限量、

特别的新品或礼品定制活动等，吸引受众，提高品牌影响

力。秦绣品牌推广策略需要结合互联网时代和文化市场的

优势，稳健地推广秦绣文化和品牌，并不断创新。

7　结论

总而言之，秦绣是一种优美、精致、具有浓厚文化气

息的传统手工艺，但其传承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秦绣

传承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尝试与探

索，才能促进其发展壮大。由于历史的积淀和前人的努

力，秦绣在中国传统工艺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有决心、

有信心、有能力为推动秦绣的传承和保护做出贡献。秦绣

传承的低龄化状况令人担忧。这使得秦绣技艺传承缺乏延

续性，传承人的数量逐渐减少，影响到了秦绣的发展。其

次，秦绣技艺传承不易。由于秦绣的制作极为精细，需要

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因此传承的难度较大。最后，秦绣

品牌推广也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创新和拓展新的渠道。

建议增加对秦绣传承人的扶持与培训，鼓励更多年轻人加

入秦绣制作队伍，延长传承的时间线。其次，加强对秦绣

技艺传承的保护和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秦绣的历史和文化

内涵。最后，在数字化时代大力发展互联网营销，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品牌推广，提高秦绣的知名度。未来，

秦绣传承需要更加专业和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可

以在技艺传承中加入现代元素，使秦绣更加贴合现代的审

美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推广互联网协作方式，发展线上

的秦绣交易平台。通过这些努力，秦绣将得到更多的生命

力与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杨刚.陕西省秦绣工艺品在保护与传承中的价值[J].

国际艺术教育研究,2018(2):36-38.

[2]袁旭.秦绣手工制作技艺的传承与现代化发展[J].黑

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6,29(2):21-23.

[3]赵春霖,宋笑庆.关于秦绣传承与创新的探讨[J].经

济学家,2015(11):226-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