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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丛书出版发行。丛书从新疆非遗刺绣历史演进、传承人

故事、刺绣衍生品等进行详细介绍，有效推动了疆绣产业

发展。如今，疆绣产业已成为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增收致富

的重要途径。

新媒体视域下疆绣保护与传承的现存困境

新兴媒体业态正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不断发展。目前

疆绣保护与传承正面临几重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一）传播形式单一，表现内容乏味

疆绣风格大多色彩艳丽、热情奔放、线条粗犷，主题

多以自然景观、生活器物等为主，与当前快节奏、年轻化

的生活不相融，传播内容缺乏吸引力。宣传内容虽侧重历

史起源、非遗项目传承人、成品展示等方面，但发掘深度

不足，疆绣类抖音短视频最高视频点赞量仅3938个，未能

形成较为系统多样的展现形式。此外，这一困境还表现在

电商领域，据《2023抖音电商助力非遗发展数据报告》显

示，平台上非遗传承人带货成交额同比增长194%，成交额

超过百万元的非遗传承人数量同比增长57%，购买非遗好

物的消费者数量同比增长62%。截至2024年1月，以“疆

绣”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开设疆绣绣品抖店117家，多以

帽子、地毯、衣物为主要产品，其中最佳的店铺销量仅有

300多件。可见，宣传推广内容与形式的弊端导致了疆绣产

品市场占有率较低，未能跟上新媒体营销的快车。

（二）传承人才缺乏，存在水平差异

疆绣非遗人力资本质量不高且存在差异，主要有两类

人才较为紧缺。首先是基层手工艺者，“传二代”受教育

水平虽逐渐提高，但绣娘大多来自乡村，从事疆绣工作的

高质量人才较少且技艺水平存在差异，其作品与现代化元

素结合的程度受限。疆绣技法传承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

但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老一辈传承人的逐渐减

少和年轻人对非遗的兴趣减少，与其他产业相比，疆绣手

工艺品本身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周期长、设计成本高，

“后继无人”成为制约疆绣工艺传承发扬的重要掣肘。其

次，缺乏能胜任疆绣产业发展的经营管理人员和管理服务

人员，疆绣产业经济附加值低，收入不稳定，新媒体剪辑

宣传制作复杂耗时长，经济回报率低，导致疆绣项目对年

轻一代吸引力不高，非遗传承面临断代风险。

（三）市场认可不够，缺乏创新劲力

“非遗”之所以称为遗产，很大程度上说明其不能

适应当下日常所需，未能充分与现代生产生活相结合、激

发疆绣的生命力。当前市场上新疆绣品大多以衣物、帽子

等传统产品为主，缺少富有民族特色又兼顾现代元素的绣

品。随着时代发展，大众审美观念也随之改变，产品品式

花纹的传统化未能跟上以年轻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的时代需

要。新媒体平台上以疆绣为主题的短视频所呈现的绣品通

常难以吸引眼球。此外，疆绣文创等衍生产品潜力巨大，

而文旅刺绣产品开发滞后，产供销体系依旧不够完善，且

缺乏品牌化经营的意识。[7]利用新媒体将旅游与疆绣产品

结合展现的内容深度有所欠缺，加之物价问题引起的旅游

行业不够景气，作为纪念品的绣品销售业随之受到影响。

新媒体视域下疆绣保护与传承策略

（一）丰富内容，拓展形式

新媒体融入非遗保护传承全过程，重塑了保存模式，

重构了传播场景，创新了产业形态，拓展了传播渠道。内

容制作和形式呈现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做好

对文化图案符号归纳梳理，深入剖析各民族代表性刺绣图

案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特色，并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

实角度，解读明晰刺绣文化背后的演进历程。第二，宣传

时强调非遗产品应与产地的历史文化、自然风物与民俗民

情相匹配。对于文化传承的呈现，要立足传承人群的真实

人生经历和体验，以及绣品自无到有、从简入繁的真实过

程，以记录分享的形式创新讲好传承背后的故事，传达蓬

勃向上的精神力量。第三，抓准全域兴趣电商发展契机，

创新发展理念和载体形式，利用直播、讲解等多种形式，

表1：新疆地区国家级非遗中刺绣技艺类数量统计表[5][6]

昌吉回族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申报地区或单位

哈密地区

博湖县

温宿县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名录特征

维吾尔族刺绣寓意吉祥如意，在衣服各处绣花。古老服饰绣

工讲究，宫廷服装绣工精美，高贵典雅

新疆蒙古族刺绣富有立体感，图案来源于生活，凝重质朴

柯尔克孜族刺绣题材来源于自然，具有象征意义，柯尔克孜

族人尤喜爱红色

锡伯族刺绣主要表现在服饰上，针法簇新，图案有吉祥寓意

哈萨克族传统的手工刺绣有其独特的办法，图案来自于动

物、民族文字、传统图案

项目名称

维吾尔族刺绣

蒙古族刺绣

柯尔克孜族刺绣

锡伯族刺绣

哈萨克族刺绣

批次

第二批

第二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五批

序号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