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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扎染技艺概述

扎染，它也可称它为扎缬、绞缬等等，是中国民间

一种独特染色工艺。在我国东晋时期扎染这种工艺就已

经成熟了。但是当时的人民能染出一些较简单的图案，

如一些小花、蝴蝶、昆虫等等。看似简单，神奇之处在

于它的染色成品是独一无二的，现代大机器生产很难做

到这一点。现如今，扎染早已不在只是作为我国的一种

传统文化，它更像是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古老而

神秘的深藏在时光深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探索。尤

其是近年来随着“国潮”的兴起，包括“华艺杯”国际

时装大赛等，这些都为非遗扎染技艺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移动互联网时代下陕西 00 后大学生的扎染认

识度

（一）移动互联网时代发展现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在追求物质生

活的同时，也开注重对文化、精神生活的追求。但随着

“5G”技术发布以来，人们在网络上可以更加便利的对

文化进行了解，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尤其自 2020 年新冠

疫情爆发以来，互联网时代的优势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

了。在疫情期间，人们出行不便，互联网加速发展，几

乎不能离开网络。“抖音”“快手”等网络短视频软件人

气爆火，据统计 2020 年初，抖音的日活跃量到达 4 亿，

快手是 3 亿，使人们改变了传统思想目前，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非遗文化项目进入互联网展现给大众。

虽然互联网人气爆火，但其传播文化知识却具有偏

差性。通过对陕西 00 后大学生进行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大部分人对一些耳熟能详的知识文化，如剪纸、皮影、

戏曲等等认识度较高。但对于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

却不太熟悉，以扎染文化为例。但这样一来，就会使一

些重要的文化陷入困境，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陕西 00 后大学生群体对扎染的认知度

笔者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陕西省 00 后大学生关

于扎染认识度进行调查。数据显示该调查群体对扎染的

了解程度并不高。约 33.33% 的人群不太了解扎染、只知

道一点，还有 27.78% 的人群完全不知道扎染存在。具体

调查结果如下图：

扎染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应该接触范围这

么狭窄。00 后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是中国优秀文化

传播的主力军。对于他们来说，在互联网大时代的背景

下，能熟练的掌握各种软件，但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约

25.93% 的受众没有留意过扎染，亦或者说它们出现在大

众视野的频率很低。具体调查结果如下图：

三、非遗扎染的现实困境

第一，年轻人对扎染技艺了解程度不高。从调查结果

看来，青年人只有约1.85%的非常了解扎染文化。因此，

让人们充分了解扎染文化，提高文化认识度刻不容缓。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关于扎染认识度分析
——以陕西00后大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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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扎染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扎染技艺在与其

的碰撞中仍存在一些缺失因素，例如它的知名度等等。因此，在新环境下，传统非遗扎染技艺就必须准备好迎接新

挑战、做出新改变。该文章的核心是探究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陕西00后大学生群体对于扎染的认识程

度。调查问卷发现，当下年轻人对扎染技艺了解程度不高、扎染传播媒介较少、以及扎染产品自身局限等缺点。因

此，本文依据发现的问题提出三个解决方案，目的是使扎染该项非遗有更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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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扎染传播媒介较少。如上述所说，此次调查

的大部分主体在平常生活中看见扎染的频率较低。尤其

在 2020 年疫情背景下，人们不能随意出行，使得文化传

播的主要途径变为了互联网。但在信息大爆炸时代下，

海量的信息也是影响扎染知名度的因素之一。

第三，扎染产品自身局限。调查结果显示约29.63%的

陕西00后大学生群体对扎染产品感觉一般。由于大多数传

统扎染产品在市场上同质化现象严重，无论是从颜色、形

式、材料上都有很高的相似性，缺乏产品上的创新。

四、解决方案

（一）激发文化自觉，重视传统技艺

首先，鉴于我国扎染技艺认识度不高的情况。政府

层面，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支持非遗文化传播。还可以将扎染文化融入国民教育体

系，让非遗文化遗产内走进国民教育之中，开设扎染特

色课程，积极引导群众参与非遗文化的传播，提高扎染

文化知名度。

其次，个人方面，应提高文化自觉性。身为 00 后大

学生，要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

用的信念。全方位的去了解和认识我国的传统式文化，

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的精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结合时代特点，实现多元传播

近年来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迅速，加之国家与地方

的发展政策陆续完善，这是的非遗文化的传播更加重要。

越是现代化，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越是珍贵。我们须充

分的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便利，开发相应的文化官方 app

也可将非遗元素融入当下爆火的游戏之中，并根据时间

进行相应的更新工作。还可以跟“抖音”“快手”等当下

人气较高的短视频软件开发商合作，进行优势互补推广

活动，突破原有的困境，利用互联网的多样性，让非遗

扎染文化在多媒体时代下多视角多元化的发展。

（三）加强非遗合作，打造文创特色

由于许多扎染文创产品需要天然染料着色，其耗时

长而且制作较为繁琐。许多扎染厂家选择机械化大生产，

这对扎染文化传播具有一定的冲击。如果要解决现有的

困境，就要进行文创产品的创新和合作。

第一，对单一产品进行创新，对高端产品“精益求

精”。许多厂家制作出的扎染成品给人印象单板，且偷工

减料的使用化学染料进行着色，这是行不通的。一方面，

可融入中国元素，如红色英雄、著名标志、中国故事等

寓意深刻的图案形式，以便更好的进行文化传播。另一

方面，可以持中华底色，红色、黄色等颜色融合创新。

不拘泥于传统蓝色，发挥想象，扎染出新奇的产品。

第二，加强合作，提高宣传力度。在重走丝路的情

况下，传统扎染提高知名度，摆脱自身困境的解决方法

之一就是合作共赢。在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任何

一种文化产品都逃离不了合作关系。对于扎染产品可进

行线上销售与实体销售结合的方式提高知名度。因此，

实体经营可以在环境方面下功夫。由于文化传播与环境

因素密切相关，线下销售在装修方面要可与现代化结合，

使扎染文化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五、结语

综上所述，扎染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产品是需要

被大众所熟知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我国传统非遗

扎染普遍认识度不高。而如何解决这一困境，自然就成

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让我们乘互联网之风，化困境于

生机。提高文化自觉、实现多元化发展、创新增强知名

度等都是提高认识度的发展路径。因此，从现在开始，

需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切实保证扎染非遗文化

永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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