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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品等，并且澄城刺绣这项非遗刺绣技艺在产业化运营中已

经得到实践。但我们仍需认识到澄城刺绣这一传统技艺面临

着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

首先在社会环境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机绣制品层

出不穷，澄城刺绣作为传统的手工艺，耗时长，不仅成本高

且效益低，其丰富的样式与手工作坊的生产形式难以应对当

今机器生产的冲击。同时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文化

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何进行创新制作

符合大众审美趣味，受大众喜爱的刺绣品是澄城刺绣在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据澄城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春

莉介绍，在澄城刺绣的销售上，“现在年轻人是市场重要的

组成部分”，对刺绣图案的新式设计与开发，并与当下流行

产品的结合，制作符合年轻潮流的刺绣品，是提高当前刺绣

销售量的重要举措。澄城刺绣现如今已在开发图案新样式的

基础上，不断将刺绣图案与其他产品相结合，进行刺绣产品

开发，如将刺绣图案样式运用到耳环、书签、包带、丝巾、

发夹等现代日用物品中。

其次在保护与传承上，澄城刺绣传承人介绍“随着社

会的发展，以前和我一起刺绣的人慢慢都不绣了，年轻人

也没人愿意学”，传承人数量的减少，高技能手工艺者的缺

乏，导致当下刺绣产品质量下降，图案缺乏创意，和市场

需求脱轨，不仅使得产品利润较低，直接降低手工艺者的创

作兴趣，而且更使得澄城刺绣产业化之路举步维艰。现阶段

澄城刺绣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足，如何提高澄城刺绣的知

名度，打造澄城县独特的文化名片，“走出澄城，走出陕

西”，是依托非遗助力澄城地区乡村振兴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之一。

新媒介助力澄城刺绣传播与发展

澄城刺绣作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刺绣艺术，表

现出了不同于我国其他种类刺绣艺术的审美特征，有其独特

的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当下新媒体发展突飞猛进，已经成

为社会信息共享和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和阵地，借助新媒体

为非遗文化传播拓展渠道，是实现非遗文化呈现形式多元化

的重要举措。数字新媒体为非遗文化传播拓展了媒介渠道，

既有对非遗文化记录的影像记录，也有对非遗文化进行提炼

与创造性加工的微电影，以及当下十分受欢迎的短视频等。

“在新媒体创意环境下，非遗文化的呈现形式主要有非遗原

生态记录、非遗文化符号、作为文化背景等，相比实体非遗

较为单一的展示形式更加多元化。”[3]

近年来，通过影视对澄城刺绣进行记录已经得到了初

步的实践，在2020年由哔哩哔哩和绘梦动画出品的国风动

画《天官赐福》助力非遗文化传承与传播，以最贴近年轻人

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非遗项目的前世今生。其中便有对澄城

刺绣的介绍，澄城刺绣代表性传承人党菊香以精湛的技艺将

“天官赐福”的一副背景图呈现出了比动画图片更富有立体

感和层次感的视觉体验，将动画中的国风古韵体现得细腻而

逼真。既设计出全新的图案样式，实现古老的澄城刺绣与现

代的融合，并通过影视的传播呈现出澄城刺绣的艺术之美，

给观众以全新的认识。由此可见，影视对澄城刺绣传承与传

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故探索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利用

更多元的方式对澄城刺绣进行传播是关键之举，以下便以纪

录片、地方性题材影视剧、动漫、短视频为例。

（一）纪录片

近年来，在影视行业中形成了“纪录片热”，重视以

纪录片的方式对我国人文、自然地理、文化等予以介绍和宣

传，其受众也成增长趋势。“在新媒体创意环境下，非遗的

原生态记录以非遗纪录片为主，用镜头语言对非遗文化的本

质特征进行全面记录，能够更鲜活地展现非遗的原真性，同

时对隐藏于非遗背后的历史空间信息加以观照，让非遗文化

得以立体化的呈现。”[5]例如近年来我国相继推出的有关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纪录片，《寻找手艺》《寓见·非遗》

《布衣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非遗主题纪录片共同构

成了当代非遗文化影像志。澄城刺绣当前面临着缺乏知名

度的重要问题，如何走出澄城，走出陕西是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当下澄城刺绣在影视作品中的呈现缺乏系统性的介绍与

记录，在《师说春秋艺》纪录片第二十八集中对澄城刺绣进

行了简短的介绍与呈现，其采用直接与澄城刺绣传承人进行

对话的方式介绍澄城刺绣，但仅从对话中来介绍澄城刺绣，

对澄城刺绣历史、文化内涵、艺术特征等方面的呈现都不够

全面。在利用纪录片的方式介绍并展现澄城刺绣时，在对其

外在特征的呈现基础上，可以从文化内涵、审美价值、传承

现状等多方面对澄城刺绣作以系统且全面的介绍与传播。

（二）地方性题材影视剧

地方性题材影视剧地域色彩鲜明，为展示当地的历史、

生活和民俗提供了天然的平台。近年来，非遗与电视剧结合

成为了非遗文化传播“现代化”的新路，例如《延禧攻略》

中的昆曲、刺绣、绒花、缂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长

安十二时辰》中展示西安鼓乐、关中木构造技艺、澄城水盆

羊肉等，再到扶贫剧《山海情》中的非遗民歌“花儿”，都

使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的同时了解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目前较为成功的电视剧IP生态链有《甄嬛传》中的东阿

阿胶，通过在电视剧中讲解东阿阿胶的功效，不仅推动剧情

《天官赐福》动漫中所呈现的“澄城刺绣”绣品[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