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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扎染古称扎缬，是中国传统手工染色技术之一。目

前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大多处于地理位置较为

偏僻的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大众了解极少成为扎染文化

传播的主要问题。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娱乐需求，

文化体验式的旅游逐渐成为人们追求更高幸福指数的方

式，这也让文旅产业成为很多地区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

文旅融合是未来云南旅游业发展的方向，针对扎染文化

的现状分析与旅游相结合发展的研究，对扎染工艺的传

承与保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　扎染文化发展背景

2.1 宏观背景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李钰说

“文化和旅游合在一起，就是‘诗和远方’走到了一起，

在未来云南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文旅融合。”文化和

旅游部于 2021 年 4 月发布了《“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

规划》，对我国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首先提出了重要的

指导思想、“五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未来的发展目标等

总体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对外文化交

流和旅游推广体系建设、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优化文

化和旅游发展布局等重点问题，并且在最后提出了推进

文旅融合具体的措施和方案。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文化和

旅游两个产业的融合发展抱有很高的期望，因此在未来

文旅协同发展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2.2 扎染发展现状

周城村位于云南省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本地

的白族扎染文化在 2006 年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政府各方的带动下，独特的扎染文化也成为了周

城村的一大极具旅游吸引力的名片，并促进了周城村的

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在 2015 年，村民自发建成的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

展示了白族扎染工艺的历史介绍和各种扎染工艺品，建

筑风格也是具有白族的民族特色，是“非遗 + 旅游”的

示范基地之一。馆内含有扎染成品和工具两大类，并且

还有两千多种扎染图谱和三千多个扎染模板。但还是如很

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扎染文化是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的

传承，由于手工品制作繁琐、利润不高等原因，扎染正面

临文化失传的状况，需要多方合作来解决这个困境。

3　发展现存的问题

3.1 文化传承年龄断层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老一辈掌握了解扎染工艺，甚至一生都靠扎染以技能赚

钱生活，但在年轻一辈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扎染是纯

手工作品，制作周期较长，制作过程较为繁琐，更关键

的一点是随着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要求的增长，做出的

扎染手工作品利润较低，不能满足年轻一辈的生活需求。

因此年轻人并不想从事这一项费时费力又收入微薄的工

作，这就导致在扎染文化传承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年龄断

层，老一辈年龄较大只能退休，而新一代年轻人又不想

传承上一代人的衣钵。

3.2 产品缺乏创新思维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扎染工艺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

大理地区的扎染产品主要为桌布、T 恤、连衣裙、围巾、

少量高端民族服装，其余周边产品有抱枕、手袋、玩偶、

茶杯垫、鞋、帽、门帘等，这些产品大多数变现形式和

图案大同小异，作品太过单一。在品牌化竞争激烈的今

天，缺少品牌的树立和差异化产品，这会使得白族扎染

文化缺少知名度、缺乏品牌形象，在庞大的市场中缺乏

核心竞争力。

3.3 手工品逐渐商业化

在对扎染的开发中，许多从业者“为卖产品而卖产

品”，已严重向商业化倾斜，其文化价值丢失，偏离保护

文化遗产的初衷。在贫穷的西部云南，由于大理本地人

的经济能力有限，较少人能在游客较多但租金较高的大

理古城等地的店铺进行扎染产品售卖，非摊位的主要扎

染从业人员大部分为大理外地人，他们对产品的了解不

足，只懂得售卖商品，难以将扎染历史渊源、产品的制

作过程、图案象征意义、文化价值传达给顾客。不仅难

以满足游客求新求奇、渴望得到当地文化体验的消费心

理，也难以将扎染所附带的文化价值对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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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建议与措施

4.1 传承与创新兼顾

扎染手工作品创新可以从内容、材质、输出及渠

道等展开思考。在“一带一路”进行中、重走“丝绸之

路”的趋势下，云南大理扎染的营销模式也不得不结合

时代特点，及时更新，但在创新的同时不能失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历史意义。产品过于传统导致审美

跟不上潮流，得不到年轻人的喜爱是缺失年轻市场的重

要原因之一。内容创新可以将普通的扎染画做成历史人

物、新时代人物、地标建筑类等。材质则不要局限于布

匹，可以选择更多的材料，提高人们日常实用性。输出

创新是扎染文化不局限于国内发展，通过旅游将扎染文

化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吸引外国友人来参观旅游学习，

接收来自各国的学徒，使扎染走出国门。渠道创新主要

是指销售渠道，处理常规的店面销售外，要擅长用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工具和平台，例如抖音直播和短视频平台、

社交电商平台、研学平台等。

4.2 开发品牌化文创

文创是文旅融合最佳载体之一。与旅游业结合，争

取开发关于扎染文化的文创产品，例如扎染主题的旅拍、

扎染作坊体验式民宿、沉浸式本土文化体验等。让游客

在旅游中学习非遗的文化知识、掌握非遗的工艺技能、

制作专属非遗手工作品。鼓励扎染产业注册商标，设计

自身特有的品牌标志。产品设计出既符合游客的需求，

又具有鲜明特色、区别于竞争产品的不同形象，才有可

能引起游客的共鸣与认同，最终建立品牌形象与知名度。

通过丰富文化和旅游内容，游客在云南大理的旅程慢下

来，增加旅游地对游客的吸引力，让游客流连忘返。

4.3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

由于从业人员多是当地村民，应想办法调动他们积

极性，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如果村里有更多的传承人参

与其中，可以更好推动扎染文化的传承。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让村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针对

性自行选择所需要的培训内容。针对年轻人，可以讲解

培训如何进行电商销售；针对中年人，可以学习如何进

行手艺创新，吸引游客。培训可以采取线上线上结合的

方式，例如线上进行视频或直播讲解，线下请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同时，地方政府等相关部门可以

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可以鼓励年轻一代回乡继承老辈

的衣钵，并争取能够将年轻人才留在本地。

4.4 科技智能助力文创

由于疫情的影响下，当前智慧旅游、虚拟旅游模式

逐渐被大众所熟知。完善线上的云旅游功能，开发线下

录制吸引游客的 VR 技术，就可以在无接触的情况下，游

客就可以身临其境观看在周城村的扎染文化，产生购买

欲望，再通过社交电商卖货平台，将心仪的扎染文创产

品购买回家，因此这对扎染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可以

为扎染文化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供大家了解学习，也可

以提升周城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本地经济与文化

的发展。

5　结语

本文在针对扎染文化传承过程中仍然存在的传承人

年龄断层、手工作品缺乏创新思维、逐渐商业化等问题

给出有效可行的建议与措施，例如在文化传承时加入创

新的元素来增加旅游吸引力；开发专属文创产品，促进

文旅产业更深层次的融合；提高从业人员的责任感、使

命感，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智能科技的发展更加丰

富文旅产业的输出等。相信在未来，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会成为主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被越来越人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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