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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望江挑花作为民间艺术的瑰宝，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望江挑花的传承面临着诸多

障碍。本文从产业发展的视角，分析其传承与发展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旨在为保护和传承这一

珍贵的民间艺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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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angjiang Tiaohua as a treasure of folk art,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However, in modern society, the inheritance of the Wangjiang Tiaohua tradition is 

confronted with numerous obsta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edicaments of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is precious fol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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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以其独特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在中国民间艺术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然而，在当代，这种传统工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望江挑花产业化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保

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对于推动乡村的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结

合定性分析，全面系统地剖析望江挑花产业发展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对于挑花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一是研究挑花的保护问题。比如，吕晓珊 (2017) 强调传

统民间刺绣挑花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护其核心技艺和文化特质必须

制定相应的工艺标准 [1]。米莉（2020）从国家、民众、市场等角

度分析，整合各方需求，提出有效保护方式 [2]。方云（2021）从

十字挑花的纹样入手，分析它承载的民俗内涵，展现纹样在民俗

心理和社会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为十字挑花的非遗保护提供新路

径 [3]。陈海英（2023）从非遗名录角度分析了挑花保护工作中的

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4]。二是挑花创新传承研究。比

如，吴余青（2017）指出，湖南隆回花瑶挑花的保护与传承应该

基于文化特质的创新，通过丰富的图案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

课题：安庆师范大学2024年度省级大创项目“数字护航，正反成趣—打造望江挑花振兴产业链”（S202410372004）。

景 [5]。杨艳君（2018）从分析黄梅挑花市场特征入手，提出了顺

应时代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创新路径 [6]。朱诗源（2018）指出挑花

艺术的传承遇到了很多现实困境，要传承发展需要走创新之路，

并提出了四条传承创新路径 [7]。三是产业化发展研究。比如，谢菲

(2017) 指出花瑶挑花的生产应该反映文化情境的变迁，实现从传

统文化到社会现实的转变，挑花技艺的生产与再生产才能得以延

续 [8]。罗爱静（2018）从产业化视角探讨了非遗项目产业转化的

影响因素及转化机理 [9]。周禺（2024）从乡村振兴视角探讨传统

手工艺助力乡村振兴的可能性 , 阐述传统手工艺向致富产业转化的

转化机制和转化路径 [10]。

综上所述，国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已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在理论体系的构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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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然而，尽管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对非遗挑花产业化路径

的研究不够深入。本文将从乡村振兴背景出发，全面剖析望江挑

花产业化发展的现实困境，找出这种非遗工艺产业化传承与发展

的有效路径。

二、望江挑花产业化发展的困境

（一）传承人才匮乏

望江挑花工艺复杂、学习周期长，且经济效益在短期内不明

显，难以吸引年轻一代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传承。现

代社会的职业选择多样化，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较高收

入和较好发展前景的工作，导致愿意从事望江挑花的年轻人越来

越少。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

和人才断层影响，一度面临失传的风险。当前很少年轻人愿意学

习挑花技艺，而目前的传承人普遍年龄偏大，一些独特的针法、

图案设计和制作经验很可能会因为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人才匮

乏是望江挑花传承和产业化发展的最大阻碍。

（二）缺乏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

望江挑花的营销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传统的实体店销售

和展会推广，这种营销方式不仅市场推广有限，而且难以提高产

品的知名度。在互联网时代，缺乏对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兴

营销渠道的利用，使得产品的市场推广受到很大限制。

品牌建设是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然而，望江挑花产业

的品牌建设相对滞后，品牌影响力较弱。缺乏统一的品牌形象，

没有有力的宣传推广，消费者对望江挑花的认知度不高，也没有

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缺乏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使望江挑花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效

应。市场需求低迷，使得这一精美技艺难以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中找到立足之地。

（三）市场接受度低

望江挑花传统工艺都是手工制作，生产成本高昂，导致市场

价格偏高，限制了市场接受度。缺乏有力的宣传工具，导致品牌

知晓度不足，消费者对望江挑花的独特性与历史价值知之甚少。

产品特色认知模糊，市场上未能充分展现其精湛工艺与文化内

涵。由于望江挑花市场定位不明确，导致目标群体难以精准捕

捉。渠道覆盖评估发现，现有销售渠道有限。品牌故事与文化底

蕴的传播力待加强。通过价格测试发现，消费者难以接受手工产

品高昂的价格。

（四）法律保护与政策支持不足

望江挑花作为传统工艺瑰宝，其法律保护与政策支持力度不

够。望江挑花独特的设计、图案及制作工艺等易被模仿和复制，

加之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使得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

望江挑花的品牌形象，也影响了其市场价值，知识产权法律不健

全，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意识不强，是望江挑花传承和发展的一大

障碍。

望江挑花的创新研发、人才培养、市场推广等都需要大量的

资金支持。然而，由于其产业规模较小，盈利能力有限，很难吸

引到足够的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的投资。政府的资金扶持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压力，但仍然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

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望江挑花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传统工艺发展，但针对望江

挑花的政策扶持力度仍有待加强。目前，望江挑花在资金、税

收、人才引进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导致其发展受限。

（五）产业链发展不平衡

望江挑花产业的产业链不够完善，上下游企业之间协作不

畅。原材料供应、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推广等环节缺乏有效

的沟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稳定。同时，产业链各

环节的利益分配不合理，也影响了企业合作的积极性。与之配套

的服务业如物流配送、包装设计、金融服务等发展滞后，配套服

务的不完善，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了产业的整体发展。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望江挑花产业化发展策略

（一）建立挑花人才培养机制

在当地中小学开设望江挑花兴趣课程，让学生从小接触这一

传统技艺，培养兴趣爱好。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如展示精

美的挑花作品、播放挑花制作视频等，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

热情。职业学校和高校可开设望江挑花专业或选修课程，系统教

授挑花的历史、文化价值、技艺技法等。与挑花企业合作，建立

实习基地，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组织专家学者和传承人编写望

江挑花教材，内容包括挑花的起源与发展、针法技巧、图案设

计、创新应用等方面。建立师徒传承激励机制，政府和相关部门

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积极收徒传艺的传承人给予奖励，提高他

们的传承积极性。同时，对认真学习、技艺进步快的徒弟进行表

彰，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挑花技艺传承，政府提供传承活动经费

补贴。定期举办望江挑花技艺培训班，邀请资深传承人或专业教

师授课，邀请专家学者和传承人举办挑花文化讲座，提高公众对

望江挑花技艺的认知，扩大其影响力。举办望江挑花技能竞赛，

吸引广大挑花从业者和爱好者参与。通过各种竞赛活动的举办，

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二）加强品牌建设，拓宽销售渠道

要提高望江挑花的市场接受度，首先，要加强品牌建设，塑

造品牌形象，使其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吸引力。通过讲述挑花故

事，传递背后的文化内涵，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定期举办望

江挑花文化展览、研讨会、讲座等活动，向公众展示望江挑花的

精湛工艺和丰富内涵。与文化机构、艺术院校合作，开展望江挑

花的宣讲活动，提高其在文化领域的知名度。利用传统媒体如报

纸、杂志、电视等进行宣传报道，介绍望江挑花的特色和优势。

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通过短视频、图片、直播等形

式展示望江挑花的制作过程和产品魅力，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关

注。与明星合作，推出联名产品或邀请明星代言，提升品牌的时

尚感和吸引力。通过精心策划的品牌宣传活动、网络营销等手

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望江挑花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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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挑花产业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按照市场机制去运作，通过市场调研和分析，明确

望江挑花的独特卖点，进而确定其市场定位，以更好地满足消费

者需求。加强与传统零售商的合作，如百货商场、专卖店、工艺

品店等，提高产品的陈列和展示效果。参加各类工艺品展销会、

博览会等，展示和销售望江挑花产品，拓展客户资源。入驻淘

宝、京东、拼多多等知名电商平台，利用知名电商平台的资源优

势，扩大知名度，建立自己的电商平台，通过直播带货提高产品

销售收入。

（三）完善法律保护与政策扶持体系

在法律保护方面，积极申请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等知识产

权，确保望江挑花的独特设计和工艺得到法律保护。推动地方政

府制定专门的传统工艺保护法规，明确望江挑花的保护范围、保

护措施和法律责任，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开展法律宣传活动，提

高望江挑花从业者和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组织法律知识培训，

帮助从业者了解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签订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提

高依法经营的能力。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望江

挑花产业发展，对从事望江挑花传承和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给予

税收减免或优惠政策制定人才扶持政策，吸引和培养望江挑花专

业人才，如提供住房补贴、生活津贴、培训机会等，对优秀的望

江挑花传承人、设计师和工匠给予表彰和奖励。制定产业发展规

划，明确望江挑花产业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加强

产业园区建设，为望江挑花企业提供集中的生产、展示和销售场

所，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望江挑花提供更

多实质性的帮助和支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积极寻求产业合作

望江挑花作为望江县的特色文化资源，可以与当地的旅游产

业相结合，开发出具有文化体验性的旅游产品。例如，打造挑花

文化主题旅游景区、推出挑花工艺体验活动等，让游客在欣赏美

景的同时，领略望江挑花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也可与当地蓬

勃发展的服装产业联合，开发多样的挑花产品，以服装业带动挑

花产业的发展。

（五）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

建立产业链信息平台，各环节主体及时分享市场需求、设计

趋势、原材料供应等信息，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生产企

业与挑花艺人、工匠签订长期合作订单，确保产品供应的稳定

性。设计团队根据销售渠道反馈的市场需求，为挑花艺人提供设

计方案，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设计团队和文化推广机构为挑

花艺人提供工艺创新和文化内涵挖掘方面的技术支持。各环节主

体共同打造望江挑花品牌，统一品牌形象和宣传口径，提高品牌

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行业协会在标准制定、行业培训、技术交

流、展览展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建立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

产业链协同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

四、结语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文化望江挑花面临着人才匮

乏、市场接受度低、缺乏资金、政策支持、产业链发展不平衡等

诸多困境。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推进其市场化、产业

化发展，提升品牌知名度，拓宽融资渠道，寻求产业合作，激励

年轻人学习和传承挑花技术，借助新媒体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

提高望江挑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密切产业合作，确保这一传统

技艺得以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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