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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视域下非遗与文旅的融合创新 
陈皎月  王菁文 

（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本文立足“国潮”之名，依托扬州源远流长的绒花产业，深度挖掘“绒花”这种极具扬州特色与文化情怀的元素，使其

重获新生，同时也从大众传播学、城市营销战略等多角度多层面展开研究，提炼凝结扬州文化和传统基因，并与当下潮流融合、更

具时尚感的绒花形象，将其塑造成又一国潮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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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是近几年流行的趋势，它并不是某个特定阶段的产物，

而是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潮流碰撞的必然结果。它以品牌为媒介，

文化为语言，不局限于某一行业或形式，忠于原创，拥有自己的文

化态度和匠艺淬炼，从而引领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现在“国

潮”在年轻族群中，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时尚文化之一，如满大街穿

汉服的年轻人已成为街头一道道时尚靓丽的风景；开满街头巷尾

“童年的回忆”小卖部，都是“国潮”之风的表达。本文立足“国

潮”之名，将“绒花+国潮”融入品牌，融汇于多种扬州专属视觉

形象中，利用互联网背景下的各种新老媒体，如影视剧、纪录片、

宣传片等，从视觉传播的角度更直观地向世人展现扬州古老的特色

文化情怀，使其领略扬州绒花艺术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双重妙境，共

同打造唯美浪漫式的扬州，为扬州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增添时代

新内涵。 

一、扬州绒花的特点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曾经在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传

统手工艺，已离我们渐行渐远，并逐渐淡出了视线。随着国潮的兴

起，汉服、簪圈的流行，中国风元素在各个行业得到广泛运用，了

解扬州地方绒花工艺的特色有利于其更好地融合与传承。 

绒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而扬州作为全国绒花发源地之

一，已经传承和发展了千百年，始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但普遍认为

绒花的起源与中国传统的簪花风俗有关。而簪花风俗早在秦始皇执

政时期就有了，《中华古今注》中说“五色通草苏朵子”，也就是后

来的通草花，但只有文字记载，没有实物证据。但从四川东汉墓中

出土的女俑，他们的头上就插戴各种各样造型逼真的花朵，为簪花

风俗提供了实物证据。扬州绒花，又称宫花、喜花，是以天然蚕丝

加工成熟丝，经染色、下条、打尖、搏拈等工艺制成的绒制工艺品，

一直保持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早在唐代，扬州绒花就已经作为

“宫花”贡品上贡朝廷。宋王观的《芍药谱》中记录了“扬人无贵

贱，皆戴花”，说明人们对绒花的需求量非常大，超过当时任何一

种工艺品。因此，绒花产业也越来越繁荣。人们根据不同的时节，

制作不同题材内容的绒花。到了清初，扬州形成了以绒花为主，通

草花、绢蜡花、纸花等多种形式的工艺花生产。扬州绒花艳丽多姿，

却艳而不俗；优美动人，却美而不娇，世人称之为工艺品中的“小

家碧玉”。美国副总统布什在参观扬州绒花表演时，也赞叹扬州绒

花：“这是很迷人的艺术”。 

绒花以北京绒花、南京绒花、扬州绒花最为著名。北京绒花源

于扬州，又因北京位于天子脚下，绒花经常作为朝廷贡品送入宫中，

因此又称“宫花”[1]，其特点如下：一是用色，一件绒制品一般用

七八种颜色，多者达十四五种，有套色，俏色、撒花，冷暖色调等

处理方法。二是造型，以禽鸟为主，称“绒鸟”。南京绒花，因专

用于婚寿喜庆上的装饰花，所以又叫“喜花”[2]，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产生的条件，南京在元朝就建立了织染局，大规模的生产丝织

品如南京云锦等。云锦等丝织品生产过程中大量损坏或者剩余的材

料，这些下脚料为南京绒花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题材丰富。

除了花卉头饰外，后来又发展出鸟兽虫鱼、亭台楼阁、盆景建筑等

绒花制品。扬州绒花独特之处在于：一是题材更为丰富，在头戴花

的基础上发展出装饰花、禽鸟、鱼虾、昆虫、走兽，半立体挂屏、

绒制盆景、节日灯饰、戏曲人物等百余个品种。扬州绒花突破了头

戴花的局限性，开创了绒花新领域。扬州绒花挂屏借鉴国画的神韵，

屏面虚实得体，立体感强，线条清晰，疏密有致，格调新颖，既有

国画的韵味，又不失绒制品的特征。扬州绒制品盆景也是绒花界的

亮点，其造型讲究，色彩夺目，具有三分诗意，七分画意，四季常

绿，方寸之中可辨千里，雅俗共赏的意境，深受喜爱。二是佩戴方

式，扬州绒花是扬州地区女子的主要饰物，扬州女子戴绒花不是一

朵两朵，而是一大排一大圈。每逢佳节，扬州女子均喜戴花，白玉

兰、栀子花、小菊花等应时的绒花色泽鲜艳优美、造型灵巧别致。

扬州女子戴花不但应时节，如五月初五端午节，蛤蟆、蜘蛛、蜈蚣、

壁虎形的绒花戴上头，八月十五中秋节，嫦娥、玉兔拜月形的绒花

头上戴，而且还经常根据场合戴花，如遇家中有人做寿，就带红寿

字绒花，到别人家祝寿，就带麻姑上寿，丹凤朝阳，喜鹊登梅等图

形的绒花，遇婚庆嫁娶，就戴双喜字绒花。民国以前，扬州绒花主

要为头戴花，又称鬓头花，题材按民间四时八节不同习俗而区分。

三是造型，根据造型的不同而选用不同质地的丝进行染色，滚绒加

工成艺术品生动，美观、风格独特，色彩鲜艳、精巧细腻、质地柔

软，神态逼真、不宜变形、雅俗共赏等特点，是千百年来南方绒花

的杰出代表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 

二、扬州绒花的融合创新 

扬州绒花作为中国传统的装饰品，虽早已家喻户晓，但一直热

度不高。原因有四，一是纯手工制作，耗时耗工[3]。二是与现实生

活脱节，不符合现代人审美。三是市场狭小，传播力度弱。四是缺

乏创新,融合性不强。在国立强盛、民族自信愈发突显得时代大背景

下，传统元素如何提升新鲜感成为关键。 

（一）寻绒花“网红”之路 

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消费者的选择与决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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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受到碎片化和爆炸式信息的影响。为了捕捉消费者的注意

力，绒花产品的传播角度与传播内容需要和当下消费者的喜好进行

结合。在传播角度上要从产品自说变成消费者他说。如抖音带货，

已经成为当前最火、最流行、最有效的带货方式。抖音带货者作为

源头消费者，通过从用户的心理出发，用自己喜欢的语言来说产品

如何好，获得流量的同时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成为热门“网红”。

在传播内容上，大部分线下的媒体可以转到线上，如绒花公众号、

绒花 IP[4]、绒花 APP 等。打造自带“网红”特质的“混搭风”产品，

如“印象绒花”—绒花微信公众号，通过推送微信平台，将承载了

历史变化、包含了几代人情怀的时代记忆的绒花在二次元的平台上

展现；“气味绒花”—绒花 APP.与扬州美食、扬州化妆品等合作，

打造自带“网红”特质的混搭风的绒花产品，打造颠覆传统的热门

绒花“网红”。 

（二）探绒花“跨界”之旅 

跨界已不是新鲜事，但是跨界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手工艺创造

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绒花的跨界范围甚广，分圈内跨界和出

圈跨界。圈内跨界指各种手工艺的跨界融合。其中圈内融合又可分

为纵向融合和横向融合。纵向融合指将绒花本身各个时期的创作技

法进行融合创新。如将绕绒花、刮绒花和滚绒花混合使用，设计出

新产品。横向融合，指将同一时期的工艺进行嫁接融合。如相似工

艺的结合：绢花、通草花、缠花和绒花的结合。又如不同工艺的嫁

接：绒花与镶嵌工艺的结合，将绒胚的朴素与珠宝的华丽融合。融

入美学特征、人文主义、文化元素，在满足实用性需求的同时，也

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出圈跨界，指与圈外的元素文化进行融合。

如绒花+文创，将很多人眼里本该是一种传统、古板的形象，通过

与各种文创理念跨界营销打破了人们对它的传统印象。瘦西湖文创

之戏说乾隆绒花版，以绒花为材料打造戏说乾隆文创的纪念款，瘦

西湖文创之绒花有礼，以园内名花为媒、以绒花为介设计各种伴手

礼等一些列文创主题，使具有百年历史的瘦西湖和绒花携手，更生

动形象的弘扬传统文化和历史，是时尚与古典的碰撞，是历史与现

代的交融，有利于吸引更多忠实的粉丝和普通消费者，有利于将绒

花融合现代元素进行产品创新，把传统变成现代，把经典变成流行。 

（三）造绒花“潮酷”之势 

在当下国立强盛、民族自信愈发凸显的时代，国货越来越顺应

潮流，越变越酷，年轻人也越来越喜欢。国货自信和国潮崛起已经

成为当下行业内最热门的话题。无数的品牌也投身国潮事业中，李

宁便是很好的例子。李宁将品牌的核心回归到中国本土文化上，李

宁和红旗[5]、李宁和人民日报都是李宁跨界联名之作[6]，推出了很多

系列潮品。李宁用实际行动宣扬中国文化，将中国元素与体育基因

相融合，并打造了属于中国的潮流文化，使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

认同度显著提高。绒花作为中国传统的手工艺，新鲜感从何而来？

借助新国货崛起之势，将怀旧与潮流混合在一起，将全新的国潮品

牌形象打造成为新时代的网红。当然， 品牌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并

非易事，一定要把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最不容易察觉

到的中国文化，最熟悉也最容易忽略的中国元素诠释在品牌上。绒

花系列潮酷品牌建立时，应注意品牌间调性相合，产品的设计与魅

力值、广告的创意等。血影天宇舞姬的绒花罗伞，它是一款绒花与

游戏结合的潮品。从古法绒花工艺到现代潮流游戏，绒花与游戏装

备的跨界融合，与中国古伞技艺的嫁接，既传承重构了中国风绒花

技艺，也将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哲学与中国传统艺术元素结合，创造

了一个独特的中式潮品，也丰富了潮酷中国风的设计概念。游戏绒

花罗伞的中国风设计就是利用中国元素造就这个时代的审美与时

尚，它与年轻人酷爱的游戏结合，让年轻人游戏休闲时了解中国风

背后有趣的故事，从而更加喜爱中国文化。 

品牌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获取对中国文化的新解析和新

呈现，跨界结合要找共同点，传统文化要以创意的形式融入现代生

活，让中国文化走近年轻人群，贴近年轻人的生活，使他们从文化

自信到以国为潮。加之文化内核的叠加，精美设计的创意，理念与

内涵的融合，才能促使品牌的国潮力量随时迸发。 

三、绒花品牌产业的发展前景展望 

《延禧攻略》的热播使得绒花步入了人们的视域，正是顺着“国

潮”兴起的浪潮，趁着非遗绒花还未完全进入大众视野的时机，在

校大学生利用平台了解及学习绒花工艺的生产制作，研究“国潮”

与绒花品牌的融合创新，让扬州绒花成为市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事物。此外，扬州绒花乘国潮之风，借旅游胜地之名，把这一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里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增强文化

自信和民族自信。 

“支撑国潮的是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和美学体系。”国潮

的背后就是文化的发展、文化的自信、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是日

复一日的文化积淀，在浩瀚的历史积淀中寻找、融合、创造有独特

印记的品牌元素，用文化赋予品牌璀璨的历史底蕴，这是品牌营销

的一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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