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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萧山花边厂在民国时期多达30多家，20世纪中叶坎

山挑花女达30余万人，但并没有一家花边坊成为老字号

知名品牌。附加值不高也是萧山花边的一大难题，没有

新工艺、新亮点、新用途，萧山花边的销售困境难以打

破。

推动地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入文创产业的建议

（一）积极寻求传统技艺与新兴市场的结合点

很多非遗技艺和萧山花边一样，都是特定时代留存

下来的历史记忆。在民族复兴和国学文化不断流行的大

背景下，线上线下结合体验式新零售方式，有望成为传

统技艺与新兴市场相结合的又一突破口。凭借原生态手

工进一步发展和花边相关的新产品，例如，将花边与家

私装潢、床上用品的制作相结合，让传统手工艺术融入

百姓现代生活；将非遗和创意礼品开发相结合，制作特

色地区礼品，为地区代言。同时，针对青少年群体，开

发能够有效借助文创产业体验非遗文化的创意项目，帮

助青少年加深对非遗的认识和理解。

（二）探索传统非遗融入文创产业的多条发展途径

鼓励花边等传统非遗项目，结合自身需要和不同类

别的文创企业合作。通过和设计服务业合作，研发新型

花边使用途径，将花边使用从装饰扩展到家私、服装、

鞋类等多个渠道。与现代传媒业、教育培训业合作，宣

传花边等非遗的潜在市场和困难瓶颈，让更多的人共同

思考，集思广益。将花边等非遗技艺作为培训项目纳入

下岗再就业平台，不但有助于传统手工的延续发展，也

为失业人士提供学习手艺维持家庭生活的机会。与动漫

游戏业相结合，在动画片、游戏中融入花边等非遗制作

内容，让相关人士认识、了解传统非遗技艺。

（三）加强与高职院校合作助力非遗融入文创产业

鼓励高职院校开设与非遗相关的课程，让传统非遗

技艺进入学校；加快培养文化创意专业人才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人才。通过在课程设置中融入非遗文创类课程，

不断开设具有科学性、多样性和适应性的课程；加强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推动跨

专业、跨学科科研课题研究；在教学目标、学生实习、

学业就业等环节，不断发挥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与文

创企业、非遗项目开展校企合作。搭建文创产业服务平

台，不断扩充现代教学和实践资源，以“文化、创意、

服 务 ” 为 切 入 点 ， 在 保 护 、 传 承 和 开 发 本 土 非 遗 基 础

上，探索高职院校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文创产

业的有效路径。

（四）加大帮扶力度和产业引导

积极谋划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文化产业化的精

品主题。完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文化创业人才政

策。加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向青少年、社会大众等

不同群体的传承性培训。帮助相应企业培养引进文创人

才。积极为非遗项目创造交流展示平台。持续为萧山花

边等非遗项目提供文化创业探索交流和展示平台，通过

新渠道和新尝试激活原有的技艺和生产模式。积极开展

相关学术研讨，交流探讨非遗传承的成功经验，提出新

思路，规划新发展。“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鼓

励萧山花边等非遗传承人参加各类文创活动，激发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文创产业新模式、新途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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