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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刺绣，古称针绣，是用绣针在纺织品上画彩线、绣针和绣

痕形成图案的过程。澄城刺绣是陕西省渭南澄城县传统刺绣技艺

之一，其基本特征是针工细腻，花形简洁大方，颜色搭配和

谐，并富有深刻的内涵。学习刺绣的女孩大部分心灵手巧，俗

话说:“三年磨出一个绣花娘。”因此她们针工娴熟，技艺精

湛，绣出的花草如刀刻一样齐整。澄城刺绣非常讲究内涵，而

在花形方面简洁大方，没有大红大绿的渲染，而是淡雅适度，

清秀劲拔，显得活灵活现。

1  澄城刺绣现状分析

1985 年澄城刺绣在北京展示，引起轰动，受到专家学者的

青睐，2004年澄城县被陕西省文化厅授予陕西省民间艺术刺绣之

乡。澄城刺绣2007 年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澄城民间刺绣历史悠久，刺绣技巧熟练。它伴随着妇女的

缝纫而产生，穿针引线，巧粗密致，绣出美丽的图案。史学

家邹衡著《商周考古》一书中就有对茹家庄早周墓出土的丝织

品的描述：“大都是平纹织品，要使人注目的是一块斜纹提花

织物刺绣的印迹发现一处，有很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

绣法则采用今天辫子股绣的针法，针脚也相当均匀齐整，说明

技巧很熟练，由此可见在三四千年以前的商周时期已有很大的发

展与成就。”

澄城刺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主要有三大价值：一是审

美价值，澄城刺绣，无论是针工花样，还是色彩搭配，千针万线，

一丝不苟，绣出的图案象刀刻一样齐整，线与线之间几乎看不到

缝隙，似乎是平贴上去的，加之深刻的文化内函。二是历史研究

价值。澄城民间刺绣，反映了澄城古代的聪明才智，和她们勤劳、

淳朴、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三是民学研究价值。澄城刺绣保留了

渭北地区的传统手工刺绣艺术。从它的构思、图案、用途看，是

研究渭北一带民众的信仰观、人生观、审美观的最好材料，体现

了他们的感情气质、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

2  澄城刺绣存在的问题

虽然澄城刺绣有着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迅速，机绣制品越来越多，手工制品成本高，利润低，非

遗所依存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和破坏；人口快速流动，

信息获取渠道极大丰富，一些非遗受众持续减少；生活成本高，传

承人的年龄也逐渐增长，传承缺乏场地，学徒收入低，精通其技

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传承人面临着“没人、没钱、没销路”的

问题，这导致澄城刺绣产业面临危机。澄城刺绣目前存在刺绣的

手工货源紧缺、刺绣的产品创新不足、刺绣工人年龄结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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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济成本问题、政府支持力度不足五大问题。

2.1刺绣的手工货源紧缺

现代人都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人们习惯于依赖机器，澄城

刺绣作品中手工刺绣产品越来越少，手工刺绣产品的现实意义逐

渐弱化，大部分都是机器编织，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2.2刺绣的产品创新不足

由于受当地民俗文化影响，澄城刺绣山水鸟虫鱼图案多。随

着现代化技术和艺术的发展，澄城刺绣需要与时俱进，融合现代

元素，但是澄城刺绣的现代和艺术元素少，缺乏现代审美，产品

创新不足，影响当地刺绣产业发展。

2.3刺绣工人年龄结构不合理

据调查，澄城刺绣工藤年龄结构不合理，大约80%的刺绣工

人年龄在45至65之间，很少有年轻人加入刺绣行业，绣娘年龄

都偏大，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澄城刺绣需要引进更多

年轻的血液，促进澄城刺绣的有效传承。

2.4经济成本问题

机器刺绣生产迅速，产品生产周期短，而传统刺绣需要投入

大量人力，如人力资源成本、时间成本、产品成本、服务成本比

较高。早些的手工刺绣作坊纷纷倒闭，为了生存，转向机器生产。

这些因素已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影响刺绣工人收入的重

要因素之一。

2.5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澄城民间刺绣由于分布在全县广大的民间，给管理工作带来

了一些困难，在财力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近几年来共投入资

金15000元，主要用于：收藏民间刺绣品、进行民间艺术普查、办

起了民间艺术展厅、多次参加全国、全省和地区组织的展览。一

方面重视不够，资金和人力投入有限；另一方面在采掘、引导、培

训等方面做得不够。

3  澄城刺绣助力陕西精准扶贫的措施

在享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表现意义的同时，

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购买、欣赏、收藏和使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产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发掘和再生，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科学遗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表达能力，

与现代企业文明的距离感，与新生代学生审美的距离感，以及市

场发展的需求，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面临着后继乏人、

无人关心的尴尬。一些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品，往往由于传承人稀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力度较弱，

且“藏在闺房里，无人知晓”，更不用说我们创造了世界经济

和环境效益以及社会工作效益的双丰收。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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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甚至面临着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和尴尬。

3.1运用3D动画技术解决澄城刺绣的传承难题

传统刺绣技艺的传授离不开口传心授，传统师徒式的教学方

式本身就是不正规的，因为这种方式过度保密使得这项技艺的传

承也受到一定的制约，澄城民间更有“三年磨出一个绣花娘”

的俗语，可见刺绣这项技艺的学习难度之高，学习时间之长。

传统的刺绣教学方式对技艺参差不齐的初学绣娘来说是一个极大

的挑战，是不利于刺绣这项技艺的传播。将3D 动画技术所具有

的精确性、真实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和传统工艺结合起来，利

用三维动画技术可以直观的展示刺绣的细节，简化刺绣技艺的学

习步骤，缩短绣娘的练成时间，这种形式也将吸引更多人来传

承这项濒临失传的技艺。

3.2将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刺绣相结合

电子商务可以利用先进便捷的技术，构建农业管理信息系统

应用服务平台，实现网上手工业交易。电子商务以其低成本、

高效率、无地域界限等优势，为手工艺品流通注入了新的生机

和活力，有利于提高刺绣手工艺品的竞争力和中国地方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在促进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促进贫困

地区群众和家庭就业的独特优势，对帮助当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意义重大。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出台一系列文件，大力推进非遗和文化扶

贫。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扶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根本。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为核心的企业，以非物

质文化遗产产品为载体，通过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开

发平台，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进行教学设计、制作，管

理和营销，让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家能够用自己的技艺实

现社会就业和增收。就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进行包装、设计和推广，使沉浸在民间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以新的功能和现代网络渠道展现给人们。

3.3 培育现代刺绣文化，让传统手工艺绽放新的艺术之花

澄城刺绣作为实用与审美并存的民间艺术, 在发扬陕西本土

文化, 中国民俗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新媒体环境下, 澄

城刺绣作为非遗在宣传与传播方面, 需要顺应时代发展, 立足本

土文化, 采用多媒体的传播手段, 打开新时代青年的发展市场,

提高澄城刺绣在人们心中的认识, 尤其是让更多的青年人可以了

解到民族风俗的趣味以及民间刺绣的精致与美丽。项目组成员将

澄城刺绣这项传统技艺和现代流行文化相融合打造出多类现代使

用产品。

3.4 提高刺绣传承人福利，提高手艺人传承积极性

关注和支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们是非遗产继承的载

体和根源，钥匙的钥匙，他们身上的技能，他们肩上的责任，

他们手中的品质，他们心中的未来。尊重学生，支持和发展学

生，帮助他们提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倾斜

资金，引导政策，精神关怀，加强培养，荣誉激励，让传承

人热情、活力、前瞻。

3.5加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资

当地政府应该加强对文化产业的投资，积极培育健康的文化

市场，让更多群众了解，并对这项非遗产生兴趣，提高消费者

对于刺绣制品的购买欲望，拓宽澄城刺绣的市场范围，让澄城

刺绣的产品活跃在文化市场上。

3.6打造适合现代消费市场的刺绣产品

传统刺绣产品创新不足，努力帮助当地培育品牌。通过培

育品牌，引入质量控制标准，促进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现

代设计和管理走进传统工艺，形成有民族特色、能走进国内外

市场的系列产品。

4  结论

总而言之，澄城刺绣要发挥其影响力，充分塑造其品牌，

发挥澄城刺绣的电子商务的扶贫优势，促进澄城刺绣的高质量发

展，为陕西脱贫致富提供产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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