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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兴产业形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从苏绣文化创意

产品的角度出发，对其设计创新原则进行探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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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法 兰 克 福 学 派 的 学 者 马 克 斯·霍 克 海 默

（Ｍａｘ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与西奥多·阿道尔诺（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Ａｄｏｒｎｏ）在１９４７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Ｔｈｅ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中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 概 念，书 中 指 出“文 化 产 业 在

科技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在商业化氛围影响下，创造

性运用文化手段，实现科技产品的升级再现。”［１］“文

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正是衍生自“文化产业”，指那些

“可以生产内含文化艺术或创意的并可传达某种文

化象征意义的，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和智慧，并通过文

化与科技的融合途径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被产业化的

活动的综合。”［２］

从范畴上看，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和创意

产业的结合，主要涵盖了艺术、传媒、文化遗产等领

域。而从本质来看，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运用个

体的创造力，着力于将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相结合，
以增加传统产业的文化附加值。

１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２００９年中国国 务 院 颁 布 了 我 国 首 部 文 化 产 业

的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已

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先导性的战略产业之一。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推进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家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

产业提到了战略高度并予以了足够的政策支持。随

后全国各主要城市积极响应，数年间建设了各种形

式与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同时出台了各类产业

规划和扶持政策。至此，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式进

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２　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苏绣艺术

２．１　传统工艺美术品与文化创意产品

从文化视角来看，文化创意产品以文化为根，这
是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根本前提。从创意视角

来看，它区别于一般商品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创意内

涵，这也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在。当下我

国的传统工艺美术门类正经历着剧烈变革，在日新

月异的社会环境中，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脱离了

传统的生产意义，然而它所蕴含的“人文特征、区域

特征、历史脉 络 和 人 文 内 涵，体 现 着 文 化 创 造 的 品

格”［３］，这 正 吻 合 了 文 化 创 意 产 品 的 根 本 属 性。因

此，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也为中国传统工艺

美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与发

展空间。

２．２　苏绣文创产品的设计现状

苏绣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传统

工艺美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发源于吴地，历经

画身、纹身，再到画服、绣服，苏绣的艺术形式不断演

化、日臻完善。近年来，苏绣艺术从“抢救性保护、记
忆性保护、生 产 性 保 护 等，迈 向 研 究 性 保 护 的 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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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４］。２０１２年中国创意产品设计研究院苏州分院

在苏州设立，次年苏州市又成立了苏绣艺术创新中

心，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绣行业在艺术创新

上的强烈愿望。
作为传统工艺美术门类之一，苏绣艺术蕴含了

丰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附加值，具备开发文化创意

产品的足够条件。而苏州作为全球著名的旅游目的

地城市，旅游纪念品成为了苏绣艺术与文化创意产

品跨界结 合 的 理 想 选 择。根 据 笔 者 的 田 野 调 查 发

现，目前苏绣文化创意产品市场相对较繁荣，各类以

苏绣为主打特色的产品种类繁多，例如苏绣真丝围

巾、苏 绣 钱 包、苏 绣 手 袋、苏 绣 旗 袍，以 及 各 类 单 面

绣、双面绣等装饰性苏绣产品。然而在光鲜的外表

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较突出的就是市场中真

正能称的 上 文 创 产 品 的 苏 绣 作 品 并 不 多。文 创 产

品，其本质“是不计工时、具有创造性的手工劳动、拒
绝复制和批量生产”［５］，然而目前市场中的大多数产

品虽留存了些许苏绣元素，但其实却背离了本该具

备的文化属性、艺术价值，因为使用了劣材、次工，处
处显露出定位较低的工业产品特征。

３　苏绣文创产品的设计新思维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从学术角

度对苏绣文 创 产 品 的 设 计 创 新 原 则 进 行 梳 理 和 总

结，以利于这一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３．１　立足文化内涵原则

首先，苏绣文创产品不是普通商品，其本质是文

化的载体，是带有精神属性的文化产品，“文化意义

的生产不仅是人类的一种价值追求与精神需要，而

且也日益成为当代生产与消费环节中的一个重要领

域。不具有‘文化意义’，就无法被‘消费’，这是文化

创意经济的一个原则。”［６］苏绣文创产品需要以传统

文化作为基石，如果文创产品失去“文化”，就好比人

丧失了灵魂。中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

设计过程中应认真挖掘、提取和整合。当然，设计也

并非简单、直接的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创意产品相粘

合，而是需要巧妙融合才行。
例如２０１８年苏州姚建萍刺绣工作室推出了《一

柄如意绣屏》，它的造型取材于传统吉祥纹样中的如

意图案，其上运用苏绣打籽针法刺绣了柿子纹样，因
柿子的“柿”与“事”、“世”等字谐音，民间常说“柿柿

如意”，寓意吉祥，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寓意吉祥的柿子图案

图２　《一柄如意绣屏》由如意造型的

绣屏及底部书镇构成

３．２　强调艺术审美原则

传统苏绣艺术注重“精、细、雅、洁”的艺术特色，

其中“精”和“细”是指绣工的精湛，而“雅”与“洁”则

主要体现为高超的艺术水准。苏绣文创产品不仅应

当延续传统苏绣工与艺的双重高标准要求，还应符

合当代人的时尚审美，坚持以时代的审美标准作为

设计原则。

２０１６年中国工 艺 美 术 大 师 邹 英 姿 推 出 了 苏 绣

文创作品《姑苏人 家》（图３）。作 为 双 面 绣，该 系 列

作品一改往日传统双面绣固有的装裱样式，其造型

灵感源自苏州民居的粉墙黛瓦与苏州园林的建筑轮

廓，体现了一种符合当下时代审美的极致简洁。同

时，作品亦不失苏绣精工细作的特点，每件小作品都

表现了一个独立的江南生活场景，它们看似独立，组
合之后又能形成水乡村落的效果。《姑苏人家》作为

当代苏绣文创产品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在设计过

程中作者对当代艺术审美原则的准确把握。

３．３　突出时尚实用原则

设计的本质是服务大众。因此，立足于 当 代 消

费需求，是 文 创 产 品 设 计 过 程 中 极 其 重 要 的 一 环。

从最初的产品定位、设计构思、产品制作，到最终的

（下转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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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的风格。绉组织的呢类织物，表面具有颗粒感，
凹凸明显，光泽柔和，绉纹丰满，质地松软厚实，如：
葡萄呢。图２（ａ）和 图２（ｂ）所 示 分 别 是：真 丝 葡 萄

呢、真丝华达呢的外观效果。

（ａ）真丝葡萄呢　　　　　　　　（ｂ）真丝华达呢

图２　呢类织物外观效果

（１４）锦类

锦类织物是采用斜纹、缎纹等组织，经纬纱不加

捻或者加弱捻的多彩色熟织提花织物，绸面精致绚

丽的多彩色织提花丝织物。绸面呈多彩绚丽花纹，
色彩鲜艳、富贵华丽、光泽亮丽，属于高档丝绸面料。
锦类织物通常采用精练、染色的桑蚕丝为主要原料，
有时也采用 桑 蚕 丝 与 彩 色 人 造 丝、金 银 丝 等 交 织。
按织物组织结构分，有重经组织经丝起花的经锦、重
纬组织纬丝起花的纬锦，以及运用双层组织的双层

锦等。锦类面料的代表性品种有：织锦缎、云锦、宋

锦、蜀锦、妆花缎等。锦类品种繁多，用途很广，可用

于制作高档服装、家纺用品以及装饰用品、箱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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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姑苏人家》系列之一（双面绣）

产品实现都需要强调和突出消费需求，毕竟产品的

实用性是决定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重要考量要素。而

通过 对产品色彩、图案等内容的变化来进行产品系

列化衍生，还有利于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完善产

品线。
专业耳机品牌“巫”近期推出了以苏绣为创意元

素的“梅兰竹菊”主题系列产品（图４）。

图４　耳机品牌“巫”与苏绣艺术的跨界合作

４　结语

在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文创

产品的设计研发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及时、准确

的对苏绣文创产品设计进行研究，有利于设计创新

及苏绣文创市场的繁荣，同时也能给予其他传统工

艺美术门类以一定的启示。以苏绣艺术为代表的传

统工艺美术只有坚持以大众需求为设计导向、以当

代审美标准为设计要求，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创

意充分结合，才能真正推进当代传统工艺美术类文

创意产品的设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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