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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绒绣”在旅游纺织品设计中的“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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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从胶东旅游纺织品现状入手，研究传统民俗技艺“割绒绣”在胶东地区旅游纪念品的创新

性开发与应用，在保留传统技艺内质“魂魄”的前提下，打破以往对于传统工艺生搬硬套的模仿，从表

现载体、制作技艺、消费模式等方面对“割绒绣”传统技艺进行普通民众参与其中的“活态”传承，并

尝试进行设计实践。研究表明:“割绒绣”作为胶东地区传统民俗技艺有生命的传承，必须保留传统

民俗“魂魄”的同时，以现代人的审美诉求为引领，为割绒绣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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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textiles，studie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art “cutting embroidery” as tourist souvenirs in Jiao Dong region，and breaks
mechanical 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reserving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raft．
Then，design practice is tried to let common people participate in “live” inheritance of “cutting embroidery”
technology from the carrier，making skill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cutting embroidery”． Ｒesearch shows that，
for“live” inheritance of“cutting embroidery”as traditional folk art in Jiao Dong region，you must retain the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oul”，and inject fresh“blood”for“cutting embroidery”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esthetic
appeal of modern people to make it inherited under liv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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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老的传统手工艺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传

承与探讨，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遗产

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中所提出的“从遗产

到资源”理论的核心观点: 对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的

“抢救”不只是保护，更应融入新鲜血液使其在民族

文化的大融合中不断循环［1］。在拥有众多手工技艺

的中国，割绒绣作为传统手工艺的代表，一直备受民

俗技艺研究者的关注。关于“割绒绣”的已有研究，

主要围绕割绒绣制作工艺的调研及工艺技法传承，

研究的面相对较窄［2-3］。本文打破对“割绒绣”传统

工艺的生搬硬套的传承，从表现载体、制作技艺、消

费模式等方面对“割绒绣”传统技艺进行普通民众参

与其中的“活态”传承分析，并做出设计成品，以期为

相关研究者和手工制作者提供一定的研究思路。

1 胶东割绒绣工艺的起源与发展现状
1． 1 “割绒绣”工艺的概述

“割绒绣”又称“割绒纳绣”“割花绣”，它是在待

绣的两块底布中间夹几层玉米皮或者纱网片，经过

绒线绣制后，即从一面垂直穿针到另一面，保证其针

脚不歪不斜，且两面完全一致; 再从中间用利刃把绣

好的底布从中间割开，形成左右图案完全对称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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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同的纹样的传统服饰手工艺。主要用于传统鞋

垫、鞋面、虎头帽、围嘴等服饰品中，如运用割绒绣技

法绣制的吉祥寓意纹样的鞋垫( 图 1) 。从地域看，割

绒绣发源于鲁南地区，据《山东省志·民俗志》中记

载:“割花鞋……莱阳、海阳最为流行。”［4］从民国时

期至今，在山东的一些农村地区仍能看到流传的割

绒绣制品。割绒绣品上浓烈乡土气息的割绒图案将

家乡的味道融入到了这一针一线中，成为了朴实、热
情的山东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爱好的表达介质，同

时体现了胶东地区传统手工艺人的高超技艺和独特

审美。

图 1 “割绒绣”鞋垫

Fig． 1 “Cutting embroidery”insoles

1． 2 “割绒绣”工艺的市场现状

近年来，工业化生产方式逐渐替代传统的手工

制作，批量化、机械化的塑胶鞋、皮鞋取代了大部分

手工制作的布鞋、鞋垫穿用地位。越来越多的农村

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多数人更愿意( 尤其是年轻

人) 花几块钱买工业化的商品，而非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去制作手工的鞋垫或布鞋［5］。同时，传统的

手工艺所展示的乡土气息与人们追求现代化的生活

“渐行渐远”，胶东“割绒绣”工艺因其视作过时的民

间手工艺而被“冷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目前，割绒绣制品似乎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依旧照搬传统的模式: 在穿用范围方面过于狭窄，装

饰的载体仍以拖鞋、鞋垫为主; 图案色彩仍保留传统

风格，在形式上过于保守; 工艺较 为 单 一，缺 乏 特

色［6-7］。这无疑是割绒绣工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

2 胶东地区旅游纪念品现状分析
2． 1 产品种类单一、缺少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胶东地区旅游景点主要以非地域性的纪念品种

类居多，如中国结、木质器具、金石玉器，以及首饰挂

件等。表面看来琳琅满目，实际各式产品毫无新意。
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游客千里迢迢慕名前来旅游，却

很难买到“中意”的能代表其地域特色的纪念品。综

观胶东各地旅游景区所售卖的纪念品，很难找到从

文化、历史、民俗技艺等方面代表其地域民俗特色的

“别具一格”的旅游纪念品。
2． 2 产品质量差、品质低、设计过于程式化

笔者走访胶东各地旅游景点，发现各景区售卖

的旅游纪念品近 70%处在低端档次。由于大批量的

工业化生产，多数纪念品没有设计可言; 制作工艺过

于机械化，装饰直白、随意; 忽视了购买者对其高层

次的情感化需求，致使旅游景区的旅游纪念品整体

缺乏文化内涵、品位、地域特色性和趣味性……失去

了旅游产品所应该具备的“纪念性”。

3 割绒绣工艺在胶东旅游纺织品的
“活态”传承

“创新”是对民俗文化遗产最深刻的保护。国家

相关政策及各界研究者对于民俗文化“遗产”所做的

一系列研究与保护措施，初衷不止是将其保存下来，

供后人考察、欣赏; 更是不断创新变化，使这种代代

相传的民俗文化不断激发人类的创造力，促进人类

文明的不断进步［8-9］。
针对传统割绒绣工艺的特点，在其现有的社会

大环境下，如何将胶东地区的传统民俗技艺“割绒

绣”创新性地应用到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设计中，笔者

尝试从如下角度对“割绒绣”传统技艺进行普通民众

参与其中的“活态”传承，并进行设计实践。
3． 1 表现载体多元化，拓宽其消费群体

费孝通先生晚年就文化多元化曾说过“和而不

同，多元一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即保留现有文

化、吸取外来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多元化，避免单一

枯燥［1］。从“割绒绣”技艺的史料及目前市场售卖的

手工割绒绣品来看，主要以鞋垫为主，尤其是现在市

场所售卖的几乎都以“鞋垫”为表现载体。因其表现

载体过于单一，导致其受众群体太过局限，仅以部分

手工制作的爱好者为主，严重阻断了其发扬传承的

步伐。因此，以所处时代的旅游纺织品的市场需求

为导向，从传统“割绒绣”探寻切入点，打破传统固有

思维，即改变传统割绒绣的“活态”传承的固有局限

性，拓宽其消费受众群体，是保证割绒绣技艺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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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重要途径。在“割绒绣”的活态传承中，可以

考虑将其表现载体多元化，不能拘泥于传统鞋垫，要

从所处时代的多数旅游纺织品消费群体的审美与喜

好中挖掘突破点，从他们的审美视角设计出能打动

他们、引起他们共鸣的产品才是关键。可尝试以现

代年轻人为消费群体定位，应用到现代“民族风”首

饰与 鞋、包 等 服 饰 品 的 产 品 研 发 中; 应 用 到 抱 枕

( 图 2) 、壁画、桌旗( 图 3) 等家装饰品中; 应用到手工

小玩偶、创意挂件的研发中。笔者运用割绒绣工艺

设计制作的民族风格的耳环( 图 4 ) ，色彩艳丽，工艺

独特，受到很多爱美女性的亲睐。

图 2 “割绒绣”抱枕

Fig． 2 “Cutting embroidery”bolster

图 3 “割绒绣”桌旗

Fig． 3 “Cutting embroidery”table runner

图 4 笔者制作的“割绒绣”耳环

Fig． 4 “Cutting embroidery”earring made by the author

3．2 从材料、图案纹样、色彩等方面创新其表现形式

面对当下新现代主义的到来，相关研究者不得

不清醒地意识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不再停留于

基础功能的层面，更强调产品的精神内涵及给使用

者带来的精神愉悦，这符合了现代人在丰富物质生

活的基础上追求高品质精神生活的诉求［6-7］。物极

必反，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鼎盛，市场上“琳琅满目”的

工业化产品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华丽”，使人民

产生了审美疲劳。反之，“清新脱俗”的手工艺产品

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恰似一股“清流”沁人心脾，重新

唤醒了人们对于纯手工产品的追捧。民俗技艺“活

态”传承的关键点在于以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为目

的，以满足当代人审美情怀、艺术品位为出发点，借

鉴传统制作工艺，避免生搬硬套，创新其表现形式。
因此，需要从制作材质、图案纹样、色彩等方面突破

性地进行创新设计，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生机才

是民俗技艺活态传承的根本所在。如图 5 所示，笔

者保留传统“割绒绣”基本制作技法的基础上，尝试

从材质、纹样和色彩等方面做了一个区别于传统割

绒绣制品的时尚小抱枕设计。
制作材料方面: 1 ) 改变绣底布的材质。绣底布

足够挺括是割绒绣的基本要求，传统割绒绣一般选用

图 5 时尚小抱枕制作流程

Fig． 5 Production process of small fashion pi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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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棉布，经过多层棉布反复上浆黏贴、晾晒等复杂工

序来保证绣底布的挺括性。但是制作过程太过复

杂，耗时。如图 5 ( a) 所示，笔者根据设计作品的需

要，尝试用厚度和挺括性较好的帆布作为绣底布，避

免了传统的复杂工艺; 根据设计作品的需要，如果需

在相对柔软的丝绸、毛呢等面料上作割绒绣，则可以

在其背面黏合纸衬，保证其挺括性。2 ) 改变绣线材

质。传统“割绒绣”以棉线、腈纶线为绣线，为保证成

品绒面的饱满，制作时需要将3 ～ 4股的绣线先进行

加捻抱合后才可以绣制。笔者尝试用日常生活中比

较常用的毛线作为绣线，绣制效果可以做到绒面饱

满、蓬松，且简单易操作。3 ) 改变夹层材质。夹层是

两片绣底夹在中间的辅助材料，夹层的厚薄决定了

割绒的长短。民间多以玉米皮、麻袋等作为夹层。
为了满足现阶段大众群体对于便捷与可操作的需

求，笔者尝试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无纺布为夹层，质

地适宜，易于扎针，是非常不错的制作割绒绣的夹层

选择，如图 5( b) 所示。
图案纹样、色彩方面: 笔者避免选用传统“割绒

绣”惯用的吉祥寓意图案和民间艺术色彩浓重的红、
黄、绿、蓝等高纯度色彩的混搭，而是根据现代年轻

人追求高雅情趣的品位与喜好，设计了一个比较轻

松、活泼，充满趣味性的“小和尚”造型的图案纹样，

如图 5( c) 所示; 在色彩方面，也打破了传统配色，尝

试运用高纯度与低纯度碰撞，即运用抱枕的高级灰

色与装饰图案的高纯度色调强对比，从色彩方面凸

显其俏皮与活泼一面的同时，避免过于俗套。
将传统“割绒绣”技艺作为设计语言融入现代纺

织品设计，打破传统技艺在材质、纹样、色彩搭配上

的固有模式，研究传统技艺与现代材料相结合的可

能性，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让传统技

艺“割绒绣”得到传承、发展，呈现现代化的视觉感

受。传统民艺的“活态”传承，不是浅显地形式拼凑、
借用，而是达到“通古博今”式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3． 3 传播空间的扩展———集中空间的传播

对于割绒绣工艺的传承，其意义不仅是对其制

作程序的简单复制，更是在了解工艺的基础上，在社

会中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性，将其“活态”传承。对

于文化的自觉，费孝通［10］先生曾指出: “文化自觉，

是指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

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

向，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

才有条件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经过和其他的文化一起融合，取长补短……”人是文

化自觉形成的主体，也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手工艺的

主要力量。因此，拓展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是当前

面对多元化文化主导的市场环境有效途径。文化的

传播不能只局限于少数人的传播，更不是小团体的

精英文化，而是更加开阔的视角去扩大受众群体，实

现文化共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中的魅力。从当下

的割绒绣的传播空间来看，系统的文化传播空间严

重缺乏，胶东地区割绒绣工艺多分散在一些中老年

群体中，并在个体中实现完成步骤，从整体上很难形

成系统化、规模化。为此，对于“割绒绣”来说，可以

将其以课程形式引入学校课堂，采用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价值、技艺的传授; 此外，博物馆也

是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播的重要集中场地，聘请割绒

绣民间艺人进行博物馆现场传授，实现游客与这些

资深手工艺人的现场互动，在亲身的体验中，将割绒

绣技术传授给更多远方的客人，以文化体验带动文

化的传播; 另外，也可以借助移动传媒的播放，将这

种手工艺的精髓和价值进行传播，如在条件允许情

况下，可将割绒绣技艺相关的文化以视频的形式置

入当地的公交车、地铁等室内媒体中，让更多的人了

解这一传统工艺。
3． 4 体验式消费———改变传统消费模式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无数新鲜的销

售模式让人们眼花缭乱，以至于很多人开始疑惑: 在

品牌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未来学学者 Alvin

Toffler 在其著作《The Third Wave》中首次提出“体验

经济”，他认为: “继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体验

经济时代已经来临。”［11］时至今日，如其“预言”，受

电子商务的强势冲击，门前冷清的实体店正面临前

所未有的生存挑战［12-13］; 同时，面对高强度工作压力

的消费大众的大多数消费行为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

“提袋式消费”，而是更注重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某

种新奇刺激、深刻难忘的消费体验等精神层面的满

足感。在此背景下，“体验式消费”模式或许是许多

实体商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剂良药”。
同样，体验式商业消费模式是“割绒绣”等手工

艺类技艺“活态”传承的绝佳途径。打破传统的商业

零售模式，以消费者为中心，给手工爱好者提供一个

舒适、惬意、轻松的 DIY 手工制作体验馆，消费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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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同时，享受体验和动手制作的过程和乐趣，让

消费者感受高压工作之外的慢节奏生活。消费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设计割绒绣的图案纹样，商

家只需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与帮助，让手工爱好者

亲自参与制作的过程产生美妙而深刻的印象，并满

足消费者追求独一无二的个性化时尚需求。
如此“体验式消费模式”的 DIY 手工制作体验馆

让生活和时尚结合起来，将人文和潮流结合起来，让

工作和乐趣结合起来，不再单纯只是商务，而是休

闲、娱乐、商务合为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体验式消

费模式，不仅让手工爱好者对传统民俗技艺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同时，更使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在寓

教于乐中得以“活态”传承。

4 结 语
在这个机械化工业产品横行的时代，独一无二

的手工制品已成为“奢侈品”。胶东地区旅游纪念品

的开发必须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从所在地域发展的

根基———“民俗文化”中挖掘，才是长足发展的根本。
创新是对民俗文化遗产最深刻的传承，“割绒绣”作

为胶东地区传统民俗技艺有生命的传承，在保留传

统民俗“魂魄”的同时，需要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诉求，

从表现载体、制作技艺、消费模式等方面为其注入新

鲜“血液”，使传统技艺得以“活态”传承。最终使传

统技艺“割绒绣”焕发新的活力，并以独特的艺术格

调重新走进市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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