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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视域下湘西土家织锦的活态传承与推广 
周良  黄鹏 

（湖南信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蕴含着独特且丰富的文

化财富和精神财富，能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民俗风情及人文特色。

湘西土家织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具有色彩搭配多样，造型古朴大气，纹样丰富饱满等艺术

特征，在湖湘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趋于信息化时代的背

景下，湘西土家织锦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已经面临传承技艺人才

凋零，织锦文化内涵流失，商业形式文化冲击等问题。湘西土家织

锦亟需顺应新的发展形势，运用新媒体技术，思考如何抵御工业产

品的冲击、改进织锦工艺传承模式，放大湘西土家织锦文化价值。

随着新媒体艺术跨界融合的不断发展，土家织锦可以借助其技术手

段进行资源优化和再创造，对传承、传播和生产方式进行创新，推

动湘西土家织锦在当代社会的传播、创新与发展。 

一、湘西土家织锦的发展现状 

土家织锦作为湘西地区的重要名片，一直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

的扶持，这种集实用、艺术与科学为一体的民族瑰宝，其文化价值

不可小觑。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不断冲击着土家族聚居地区的生产

生活方式，土家织锦逐渐被商业文化侵蚀，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以

湘西土家织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业的传承与推广模式在当下凸显

劣势，困难重重。 

（一）文化传承滞后。 

湘西土家织锦一直贯穿土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日常生产生

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文化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原

本相对稳定、封闭的土家乡土社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土家人的生

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织锦的使用频率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

机器化生产的工业产品。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前提下，土家织锦

一味的迎合大众审美，片面的追求时尚，弱化了织锦技艺与民族文

化的联系，难免会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对土家织锦的误读。工业织锦

图案也越来越脱离地域特色，造型趋于单一，配色花哨，质量堪忧，

忽略了发展脉络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导致土家织锦文化传承体系

出现亚健康发展。 

（二）产品同质化严重。 

同质化现象是现在市面上所有传统文化衍生品的一个“通病”，

这不仅折射出传统手工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急于求成，也是传统文

化特性在不断流失。土家织锦原料讲究，工艺精湛，从视觉上、触

感上都传达着土家人的民族情感。市面上大量机械化生产的织锦产

品较为生硬，技术层面趋于相同，抛弃了特有的艺术特征和表现形

式，不仅没有给土家织锦带来更大的商业利润，反而大大削弱了产

品的独特性，陷入了“千篇一律”的僵局。 

（三）传承模式老旧。 

湘西土家织锦的制作工艺复杂，对传承人有较高的手工技法要

求和对土家族文化需要有较深的了解。这种技艺属于家族文化传承，

是一代又一代土家族妇女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承载着土家族古朴

厚重的审美情趣和民族文化。然而手工、传统作坊式的土家织锦人

工成本高，生产周期慢、品种单一，不能满足现代化的生活标准需

求，导致市场接受面较窄，大量土家织锦被滞销。如今市面上大量

的工业织锦代替了手工织锦，迫使织锦专业人才外出打工，改做他

行，从事织锦织造的人越来越少。当地政府为挽救织锦文化的没落，

大力培养传习人，但这种“师徒”“教坊”的教学模式显然还不能满

足社会需求，容易造成技艺传承的受众面小，效率不高。 

二、湘西土家织锦发展机遇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

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

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湘西土家织锦

不仅蕴含着土家族历史文化传统，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现。

湘西地区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国家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带动了

地域环境、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目前，土家织锦

受到不少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兴趣爱好者主动接触并了解土家织锦，

被织锦文化深深吸引。国外友人甚至对土家织锦文化赞叹不已，不

惜成本购买收藏。在新媒体视域下，人们信息获取途径更加快捷高

效，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接受事物更加开放和包容，追求价

值逐渐从物质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织锦传承人不断探

索结合新媒体技术进行跨界融合，在织锦技艺中推陈出新，试图将

传统图案进行创新，融入现代时尚元素，使土家织锦在新时代焕发

新的活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湘西土家织锦活态传承与推广策略 

（一）新媒体拓宽湘西土家织锦传承模式 

目前，传统文化产业由于信息闭塞，生产模式、传承模式都不

再适应现代市场需求，信息化浪潮下土家织锦产业要想发展和创新，

需要作出改变来顺应时代发展。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土家织锦文化

产业，可以实现织锦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有效的解决传承

与保护中遇到的问题。先进的技术能够把传承人的技艺转化为数字

资源储存，利用数字化工具采集土家织锦纹样，通过拍照、录频、

智能识别等方式进行数字化提炼和处理，进而可以让土家织锦得到

更安全、更全面的保护；借助全景拍摄相机记录土家织锦从设计到

加工的制作流程，运用 VR 视频制作平台对采集到的数字化数据进

行加工处理，剔除无效的工艺步骤，保留 为关键的织锦技艺流程，

即为后来者提供了针对性的指导，降低了人工试错成本；通过使用

智能移动终端 APP 可以检索获得 新信息资料和素材，传承人可以

借助平台进行同步教学，织锦文化兴趣爱好者可以不受时间、空间

的局限，主动参与到织锦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中，企业产品广告信息

也可以借用平台进行推广，涵盖查阅、社交、购物等诸多功能。数

字信息获取、多元化数据库建设、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挖掘、可

视化设计等新媒体技术手段，为土家织锦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拓宽了

更大更广的条件和空间。 

（二）新媒体助力湘西土家织锦活态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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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的特有遗产，本身是由人所创造的，是人类

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 重要的标本，需要有人参

与才能显现出它的生命力。要想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延续，必须注

重传统文化的活态特性。新媒体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存在

形式和传播方式，给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输入了新的血液。 

落实土家织锦文化的推广，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及时获取受众群

体的动态和市场行情。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移动数字平台，增

加关键词引导、产品宣传，推送土家织锦相关推文、网站、短视频

等进行展示、交易和传播，让土家织锦的艺术魅力更加直观，真切

的展现在受众面前；建立数字土家织锦展示平台，围绕传统节庆定

期推送相关文化资讯和创新互动活动，如拍摄制作纪录片讲诉土家

织锦的历史、土家织锦的艺术特征、织锦优秀作品以及土家织锦工

艺流程，有效增强受众者黏性，让用户了解土家织锦背后蕴含的民

族文化，使土家织锦的艺术价值可以在更多领域得以展现；建立线

下+线上的土家织锦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开发与土家织锦文

化相关的小游戏，既可以是土家织锦的保护与传承基地，也是集宣

传、体验与研究为一体的生态展示与交流平台，有利于各类文化的

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展示与推广。 

（三）新媒体打造湘西土家织锦品牌 

在网络平台设计和网络市场经营的趋势下，产品设计无论从形

式、内容还是衍生品上都逐渐趋向于“以人为本”。土家织锦产品传

统类目主要以服装配饰、生活用品为主，商品的功能形态过于局限。

如今，受众对土家织锦的认识大多来自于移动客户端对文化的感知

和体验，土家织锦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实体产品，而是被赋予了更多

的附加价值。科学合理打造土家织锦品牌，应该创新文化品牌观念。

通过借助新媒体资源进行品牌创新设计，从品牌定位、品牌形象、

产品形式、推广模式等方面打造土家织锦品牌；挖掘土家织锦文化

内涵，构建品牌故事，通过网络媒介进行情感诉求广告宣传，建立

品牌与受众者的联系，提升品牌文化认同感；完善土家织锦品牌 IP

建设，塑造品牌个性，创作品出一系列既能反映湘西土家织锦特色

又能满足受众审美的数字艺术作品；有效运用新媒体资源，培育一

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网红”品牌，对土家织锦创作环境进行直播

互动，实现流量变现，这不仅催生当代人乐意消费创意国潮国货商

品，还能让积极带动传承人更有责任和使命将土家织锦文化继续传

承下去，让承载着民族记忆的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湘西土家

织锦在传承过程中的发明和发展造就了它的活态性。应始终坚持以

文化传承人为文化主体，尊重土家织锦文化历史的整体性和传统性，

努力带动湘西土家织锦文化原生态成长。通过新媒体的跨界融合，

探索土家织锦传承与推广的新模式，实现产业升级，为其建立更大

更广的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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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互过程 

首先，进入旅游景区场景展示部分。包括各个旅游景区景点中

的交互性操作。其次，第一人称漫游控制器。体验者可以戴上虚拟

现实 HTC Vive 头盔，拿着手柄，进入虚拟现实旅游景区场景游玩漫

游。再次，旅游景区景点三维物体与交互显示。体验者可通过近距

离查看体验景点，当参观者使用 HTC Vive 手柄拿起后即可查看景点

详细信息。 后，漫游景区场景全过程体验。参观者可体验中式古

建筑商业区、竹林、竹林桥、透水河等全景。 

（三）抓取功能实现 

实现抓取景区中的一块石头等简单交互流程：玩家传送到陶瓷

的附近，将手柄贴近陶瓷，按下手柄侧键，手柄上的脚本会判断手

柄所接触的物体 tag 标签是否为石头，当标签为石头时，将所接触

的石头对手柄进行一个绑定，这样石头会跟随手柄进行移动和旋转，

从而实现抓取功能，如果不为 tag 标签不为石头，那不进行交互操

作。通过以上过程从而实现抓取物品，在松开按键时，物品失去与

手柄的链接关系，并因为物理引擎模拟真实世界的重力下坠效果，

给予体验者真实的感受。 

（四）功能实现及发布 

在虚拟环境中实现漫游的功能，改变漫游过程中的静态性，增

强交互性。完成以上制作，可在系统中进行发布测试。 

五、总结 

本研究通过设计虚拟现实旅游场景等内容，对各个制景环节的

场景建模、模型优化、渲染以及交互设计与实现，实现了虚拟现实

旅游景区漫游系统。虚拟现实技术与现实景色文化相结合，让体验

者享受现代先进虚拟现实技术的同时，身临其境体会旅游文化。让

更多的人了解旅游文化。 

本项目将虚拟现实技术与石娅旅游景区景点相结合为主题，通

过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及其三维仿真平台来实现景点的实时漫

游。实现具有沉浸感和交互性的虚拟现实系统。虚拟现实旅游景点

技术可以模拟整个旅游景点全景全貌。介绍了基于 OSG 的虚拟旅游

景区景点漫游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运用 unity、c++等软件技术方法，

做出了关于观景山景点的场景漫游，系统具有真实的力学性质和碰

撞检测功能。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可有效避免教学实训室中高昂设备的花费

以及固定场所实验（实训）空间的限制，能够更好的让学生和体验

者足不出户了解到旅游景点漫游的魅力，体验景点漫游，从而营造

出良好的教学氛围，让学生身临其境体会旅游景点，创设出接近真

实的情境，辅助取得更好的实践效果，让学生在接近真实的教学环

境中感悟知识、提升能力。使体验者身临其境的体验旅游全景，并

实现对旅游文化的了解、欣赏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