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第 6 卷第 08 期 215经验交流

体验经济视域下广西特色手工扎染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探讨
黄漉雪　詹媛媛　覃芳圆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本文提出从文化价值与设计创新两个视角提出广西扎染技艺的传承与发展策略。设计创新基于用户体验设计的三要素，分别

从功能性、可用性和愉悦性三个维度探讨广西扎染技艺体验产品设计策略。从功能性的角度，使扎染用具满足标准化、工艺模块化的需求，

降低操作门槛。从可用性角度，以“可视化”的方式引导用户进行扎染操作，搭配相应的扎染型板工具组件，解决用户操作痛点并提升流

程效率。从愉悦性的角度，通过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加强文化叙事与创意赋能的沉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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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扎染技艺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染色智慧与审美意蕴。其以“撷撮采线结之，

而后染色”的工艺特点，通过折叠、捆扎、浸染等步骤，形成独

一无二的晕色效果，成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文化瑰宝。广西

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扎染技艺与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深度

融合，例如广西都安布努瑶族服饰便以扎染技艺为核心，展现了

民族服饰的独特魅力。

尽管扎染技艺的文化价值被广泛认可，但其传承与发展仍面

临多重挑战。其一，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断层。老一辈手艺人逐

渐减少，年轻一代受现代生活方式影响，对传统工艺兴趣不足。

此外，复杂的工序与低经济回报导致传承人稀缺。其二，工业化

生产的冲击。机械印染效率高、成本低，挤压了手工扎染的市场

空间。其三，传播渠道单一。传统扎染多依赖线下作坊与节庆展示，

缺乏与现代消费需求的衔接。

在“体验经济”兴起的背景下，探索扎染技艺的现代传承路

径具有双重意义。文化层面，扎染是民族文化认同的载体，其传

承有助于维系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经济层面，扎染技艺与旅游、

教育、文创等产业的融合，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背景下，

本文从“体验经济”视角，探讨激活扎染技艺生命力的传承途径，

最终为传统手工艺的可持续保护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

路径。

2 研究综述

截至 2025 年 3 月，CKNI 内主题为“扎染技艺”的文献研究

通常结合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进行。通过对传统扎染的历史与技

艺的研究，学者们试图找到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并探索如何

将这项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以期在保护传统文

化的同时促进其创新。通过对扎染技艺的传统理论与现代创新的

对比分析，研究者们尝试探索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发展路径。除

了对技艺本身的研究，学者们还关注了扎染技艺在现代生活中的

应用，包括在服饰、家居装饰、文化创意产品等多个方面的实际

应用，并探索如何通过设计创新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综上所述，

扎染技艺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表明，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上，扎染

技艺正通过不断的创新与应用，展现出其在当代社会的新价值与

新机遇。

3 当前手工扎染技艺的现代传承模式

3.1 扎染文创产品开发模式

在现代应用上，扎染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已由最初的服饰

领域拓展到了家居装饰、时尚配饰、现代家居用品等。这些产品

不仅保留了传统扎染的特点，如通过绳、线、针等工具对布料进

行扎、扎、扎的工艺特点，还在设计上融入了现代审美，使其符

合现代生活的需求，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当前，随着

消费者对个性化和文化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扎染产品以其独特

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成了满足这些需求的重要选项。从设计

理念的创新到材料的选择，再到生产方式的改良，扎染在文化创

意产品中的应用正体现了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3.2“体验 + 研学”的传承模式

近年来，扎染技艺通过与文旅、教育、文创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形成了“研学 + 体验”的创新传承模式，在云南、广西等传统扎

染盛行地区取得显著成效。云南以大理周城村为核心，依托非遗

研学基地推动技艺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协同发展。例如，璞真扎

染博物馆开发多层次体验课程，结合“非遗 + 旅拍”项目，形成“制

作 - 消费 - 传播”闭环；蓝续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从云南生物

多样性的角度出发，研发植物色卡超 50 种，研发新技法超 60 种，

通过大理白族古法扎染、手工织布、文化体验等项目，让扎染这

门技艺变得多元创新。拓展年轻消费市场。

广西扎染侧重研学教育与社区联动，将扎染融入城区研学活

动中，通过实践教学提升青少年非遗认知率。广西的扎染体验项

目还比较初级，主要集中在研学活动和社区工坊，缺乏规模化、

多元化的开发。

表 1 手工扎染“体验 + 研学”模式细分

应用产业 场地 内容 优势
教育与文化

传播
博物馆、校
园、社区等

传统扎染技
艺传习课程

普及扎染知识，扩大传
播范围，提升认知率

沉浸式研学
与旅游体验

扎染体验集
群村、非遗
研学基地

传统扎染技
艺传习、技

术创新

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刺
激经济

扎染体验经
济

小型扎染工
作室

扎染体验 降低体验门槛，激发技
艺传承活力

通过“研学 + 体验”模式，扎染技艺不仅实现了从“静态保护”

到“活态传承”的跨越，更成为区域文旅经济的新增长点，为传

统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广西依托多样民族

文化形式，通过增强民族技艺的多元体验场景，有利于推动扎染

技艺活态传承。

4 体验经济下广西特色手工扎染的现代传承与发展策略

“研学 + 体验”模式显示，通过沉浸式的研学与体验模式，

能兼具文化保护与经济效益，是扎染技艺现代传承的重要手段。

因此，从“体验”的角度介入扎染技艺从现代传承有非常大的必

要性。

4.1 从文化价值深度挖掘特色

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之一，它有一百多种

变化技法，各有特色。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作用下，广西的扎染技

艺与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集地之间的差异已日渐缩小，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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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例如，从染料来源的角度看，传

统的染料由板蓝根、艾蒿、蓼蓝等通过发酵制成蓝靛溶液。其染

料配方遵循传统工艺，色彩以蓝色为主。而广西扎染染料除了延

续上述染料外，还充分利用了本地的天然草木资源，例如蓝草、

薯莨、茜草、野杜鹃等天然材料，制作出各种自然而独特的图案

和色彩。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了广西各少数民族的智慧，也为扎

染制品“再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次，深入研究并传达广西少数民族深层的文化内涵，反映

和传承地方的文化特色。例如，将广西的民族图案、符号、色彩

等元素融入扎染作品的设计之中，使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

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适应了现代

人对生活品质和文化体验的追求。

4.2 从创新设计角度降低体验门槛

提高扎染技艺的体验性与便利性，能降低普通消费者体验扎

染技艺的门槛，有利于扎染技艺现代活化传承。本文提倡从产品

体验设计的角度对扎染技艺的用具进行优化设计，为普通消费者

体验扎染技艺提供便利。

用户体验设计理念为产品创新设计提供了一种提高产品使用

体验的方法。它包含“功能性”“可用性”和“愉悦性”三个层

次。扎染技艺体验愉悦感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扎染工具能顺利地、

有效地使用的基础之上，例如用户在体验扎染技艺时，能根据提

供的工具做出自己想要的扎染效果。而扎染体验产品（工具）须

在设计之初就具备功能性与可用性的特性。

4.3 广西特色手工扎染的体验产品设计策略

本文以扎染技艺体验工具包为例，探讨广西特色手工扎染的

体验产品设计策略。

（1）从功能性的角度，提高基础工具与工艺的适配性。传统

手工扎染的工序手工扎花 - 染色 - 拆线 - 漂洗 - 晒干（氧化）-

碾平等。需要配备的工具有，基础工具：剪刀、镊子、手套、围

裙等。扎结工具：不同型号的缝衣针、针筒等，用于缝绞法和注

射法扎结；以及，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夹子、木片等，用于夹扎法

扎结。扎染型板：扎染型板工具是实现图案精准塑造的关键。染

色工具：水容器、搅拌棒等染色工具。

传统扎染的流程及工艺较繁琐，不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

式。从体验设计的角度看，需要将传统的扎染技艺简化为扎结和

染色两个关键工艺，简化后扎染流程需满足手工扎染的功能性。

首先，材料标准化：提供植物染料，搭配预处理的棉麻布料与耐

用的扎结工具，确保核心工艺可完整执行。其次，工艺模块化：

将扎染流程拆解为“扎结—染色—拆解”三阶段，每阶段配备对

应工具包（如防染模板、染色手套、固色剂），降低操作门槛。

再次，嵌入广西少数民族符号的预制模板，用户可通过拓印快速

实现文化图案创作。

（2）从可用性的角度，优化交互与场景适配度。可用性设计

需解决用户操作痛点并提升流程效率。扎染的操作痛点有两点，

一是用户对扎染的工艺和流程一无所知，面对扎染用具无从下手。

二是扎染图案具有不可预知性，无法预料最后的染色效果。可视

化指引能降低手工类产品的使用焦虑。因此，扎染技艺体验用具

包可引入“可视化”流程引导概念，采用“图文 + 数字媒体”复

合指引模式，配套二维码链接至非遗传承人示范视频，以动态演

示解决传统工艺中“经验依赖”问题。而纸质说明书则通过分解

图示标注扎结力度、浸染时长等关键参数，确保从扎结到成品的

全流程能顺利完成。此外，搭配相应的扎染型板工具组件，可降

低用户的“图案焦虑”，提高扎染效果的满意度。 

（3）从愉悦性的角度，加强文化叙事与创意赋能的沉浸体验。

愉悦性作为用户体验的最高层级，需通过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实

现。广西扎染体验工具包的设计需突破传统工艺工具“重技法、

轻叙事”的局限，构建文化沉浸体验情境。例如，在工具包中嵌

入“纹样叙事卡”，通过智能终端载体扫描纹样即可触发广西民

俗文化的动画演绎，使工艺实践与族群记忆形成认知关联；再如，

提供模块化纹样库，用户可自由组合传统图腾与现代几何元素，

增强扎染图案创作的多样性。最后，引入社交传播概念进一步强

化愉悦体验，用户制作完成扎染制品后可分享至社交平台。这种“创

作—叙事—传播”闭环，使工具包从技艺载体升格为文化交互媒介，

契合 Z 世代用户对“可传播性”与“身份标签”的双重诉求。

5 结语

本文梳理了有关扎染技艺的研究内容，研究集中于扎染技艺

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以及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发展路径。当前

手工扎染技艺的现代传承模式主要集中于文创产品开发，以及“研

学 + 体验”的发展模式。基于“研学 + 体验”模式下，传统技艺

在文化传播及经济效益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本文提出从

文化价值与设计创新两个视角提出广西扎染技艺的传承与发展策

略。

基于用户体验设计的三要素，分别从功能性、可用性和愉悦

性三个维度探讨广西扎染技艺体验产品设计策略。从功能性的角

度，使扎染用具满足标准化、工艺模块化的需求，降低操作门槛。

从可用性角度，以“可视化”的方式引导用户进行扎染操作，搭

配相应的扎染型板工具组件，解决用户操作痛点并提升流程效率。

从愉悦性的角度，通过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加强文化叙事与创

意赋能的沉浸体验。

本文虽然对广西扎染技艺体验产品设计做了一系列探讨，但

探讨的层面还处于理论阶段，相关研究还不够详实。后续研究可

以从设计实践着手，以完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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