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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平台助⼒⼿⼯艺⾮遗传承
的中英案例研究

【摘要】当今社会，数字化技术极⼤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艺⼈的⽇常⽣活
⽅式和⼯作⽅式，数字化⼯具和数字化平台极⼤程度地介⼊和渗透在⼿⼯艺⽣
产 ⾄ 销 售 的 全 部 环 节 中 。 中 英 两 国 的 数 字 化 技 术 应 ⽤ ， 在 学 习 技 能 、 辅 助 制
作、互动交流、商业机会、交易模式和⽀付渠道等⽅⾯有相似之处，同时，由
于⽂化传统和社会政策环境不同⽽各有差异。在数字化时代，传统⼿⼯艺类⾮
物质⽂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中英两国在此领域的发展经
验 ， 有 助 于 探 索 新 时 代 数 字 技 术 背 景 下 优 秀 传 统 ⽂ 化 传 承 和 创 造 性 转 化 的 途
径。

【关键词】数字化平台；⼿⼯艺；⾮遗

前  ⾔

为深⼊了解数字化平台在⼿⼯艺环节中的真实使⽤情况，研究团队分别⾛访了中英两
国⼿⼯艺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进⾏了深度浸⼊式调研（Researcher immersion）。本⽂节
选了五个案例，对数据进⾏了结构化分析，分类总结了不同⼿⼯艺⼈使⽤数字化平台、⼯
作室情况、个⼈故事以及主要⼿⼯艺活动，并通过⼯作照⽚、⽂字记录、⼿⼯艺旅程图、
数字化技术接触点⽰意图（限于篇幅，部分图略），直观呈现⼿⼯艺产品创意阶段⾄销售
阶段全流程中的数字化平台介⼊情况。

根据《2009年联合国教科⽂组织⽂化统计框架》的阐释，⼿⼯艺品⽣产者不但设计、
制造产品，还展览或销售产品，因此，⼿⼯艺品⽣产者可能会在⽂化⽣产圈中同时扮演好
⼏种⾓⾊；其界定的“⽂化周期”包括五个阶段，即创造、⽣产、传播、展览/接受/传递、
消费/参与的循环模型①。

⼀、英国数字化平台案例

英国的浸⼊式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家⼿⼯艺公司，分别为汉德·洛克公司（Hand &
Lock）、泰蒂·德⽂公司（Tatty Devine），三位个体⼿⼯艺⼈，分别为布⾥奇特·贝利
（Bridget Bailey） 、玛丽亚·西格玛（Maria Sigma ） 、伊丽莎⽩·伦顿（Eliz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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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on）。根据表1所列的关键信息分析，数字化平台已⼴泛应⽤于汉德刺绣以及泰蒂⾸
饰产品⽣产销售的全流程中。作为个体⼿⼯艺者，玛丽亚·西格玛是使⽤数字软件制作⼿
⼯艺品的代表性年轻⼿⼯艺⼈。⼿⼯艺品的呈现环节中，玛丽亚使⽤Photoshop②（本⽂简
称为PS）和 Illustrator③（本⽂简称为AI）等多种数字软件，⼿⼯艺品的制作环节则使⽤
了计算机辅助织机以及数字纺织软件等数字化技术和设备；⼿⼯艺品的推⼴环节使⽤了个
⼈⽹站、实时通讯（Newsletter）以及照⽚墙（Instagram）等多种数字化技术。由此可
见，数字化平台极⼤程度地渗透在⼿⼯艺⽣产⾄销售的全部环节中。表1归类总结了英国
案例在创意设计、⽣产制作、传播推⼴和消费交易阶段数字化平台的使⽤情况。

（⼀）五百年历史的⼿⼯刺绣品牌：汉德·洛克刺绣

汉德刺绣拥有250年为皇室、军队和时尚公司（包括迪奥、爱马仕以及路易·威登）
装饰、刺绣⾐物的经验。品牌的主要服务范围包括：字母提花刺绣、刺绣快闪活动、婚礼
刺绣、⾦饰设计、仪式刺绣，及机器刺绣、室内刺绣、旗帜和横幅制作、刺绣定制服务
等。汉德刺绣提供了传统⼿⼯艺和现代数字刺绣结合的服务。研究“⽣产—销售”流程中的
关键数字化技术接触点时发现：数字化技术及软件可以辅助品牌⽅案展⽰，并极⼤地提⾼
产品⽣产效率、有效降低错误率。数字化社交媒体提⾼产品销量的同时，为品牌吸引更多
关注。⽐如，汉德品牌官⽅⽹站为⼿⼯艺品带来了⼤量销售额增量，⽽社交媒体为汉德刺
绣吸引了更⼴泛的客户群体，助⼒其品牌知名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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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融合⼿⼯⾸饰品牌：泰蒂·德⽂⾸饰

泰蒂·德⽂是1999年由哈⾥特（Harriet）和路易斯（Rosie）在东伦敦中⼼创⽴的原
创个性⾸饰品牌，创⽴之初他们就迅速获得⽀持者的热情追捧。该品牌的设计和制作团队
包含10位⾸饰艺术爱好者，主要使⽤了激光切割技术进⾏制作。泰蒂·德⽂积极和艺术
家、设计师、慈善机构以及⽂化中⼼开展合作，主要通过照⽚墙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推
⼴品牌⾸饰，并和⽹络上的各国粉丝进⾏互动。它是⾸个使⽤激光切割技术制作姓⽒⾸饰
的品牌。它独创的字体设计区别于其他品牌。该品牌的所有⾸饰均由哈⾥特设计并⼿⼯绘
制，然后再由设计助理进⾏数字化处理并制作样品。数字软件的使⽤在品牌设计过程中不
可或缺。社交媒体和实时通讯是品牌向40000名订阅者推⼴产品的主要⽅式。它利⽤所有
主流社交媒体作为推⼴渠道，并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发布内容以吸引更多受众。近期，它
又拓展出分享和改良产品有效渠道的播客。 

（三）纺织艺术家布⾥奇特·贝利

布⾥奇特·贝利是⼀位制帽和纺织概念艺术家，主要从事制帽、珠宝⾸饰及艺术创作
等领域。布⾥奇特曾为迈宝瑞（Mulberry）、萨克斯第五⼤道精品百货店（Saks Fifth
Avenue）以及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A）等客户设计了系列产品，并在⼀些知名
度较⾼的展会上展出，⽐如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杰出的⼿⼯艺⼈（Crafted Makers of the
Exceptional）”展览。此外，她在伦敦的⼯作室和国外均开设了制帽和纺织技巧的课堂。
在⽇常⼿⼯艺活动和交流中她主要使⽤iPad、互联⽹以及社交媒体等。她在⽇常⽣活中发
现灵感时，会使⽤iPad来拍摄照⽚。照⽚墙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可以帮助她推⼴销售⼿⼯艺
产品。布⾥奇特在照⽚墙平台上使⽤不同的发布策略，例如分享⼿⼯艺作品、制作过程、
⽇常⽣活（与她的“粉丝”共进早餐）。她还会使⽤iMovie⼀类的数字软件剪辑视频。这些
⽅式有效地推⼴了作品并吸引了更多的学习和爱好者。 

（四）追求“零废弃”的年轻⼿⼯纺织艺⼈玛丽亚·西格玛

玛丽亚在伦敦创⽴了玛丽亚·西格玛纺织品牌，主要制作“零废弃”的⼿⼯家装纺织
品。作为创始⼈的她对纺织⼗分热爱，她从希腊前往伦敦切尔西艺术设计学院完成纺织品
设计学位。2017年，玛丽亚获得了王⼦信托基⾦和维珍（Virgin）创业计划的投资⽀持。
通过基⾦项⽬的资助和扶持，她在东伦敦的⼯作室⾥配备了新的落地式织机，且织机内嵌
计算式纺织软件。玛丽亚⼯作室的产品制作流程当中常使⽤计算机辅助织机、电脑以及⽹
站、社交媒体等数字软件。尽管玛丽亚品牌的纺织品需要⼿⼯制作完成，但数字化技术平
台为其⽣产的完善提供了重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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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陶瓷艺术家伊丽莎⽩·伦顿

伊丽莎⽩是⼀位在伦敦西区⽣活和⼯作的陶瓷艺术家。她从教师转⾏选择成为陶瓷艺
术家，她的作品涵盖了⼯业产品、建筑以及⼿⼯⽂化领域。她的⾃我管理能⼒极强，制定
了固定且规律的⼯作时间。她在⼿⼯艺⽣产活动中主要使⽤了数字化电窑、社交媒体（照
⽚墙、推特、优兔）以及银⾏卡读卡器等数字化平台，⽽且近期还准备开设线上店铺。她
对待数字化技术始终保持开放的⼼态，有着学习和探索数字化技术的强烈意愿。

⼆ 中国数字化平台案例

研究团队选定的中国案例分别为：实地调研的五个⼿⼯艺⼯作室（李艳刺绣艺术⼯作
室、⼤西⽪具⼯作室、蓝顶研⽊社、塔塔拉花瑶⽂创⼯作室、上海⼤学⾸饰⾦⼯艺术⼯作
室）和线上调研的湘绣直播挑战赛。研究发现，六个案例中的数字软件和数字化⽣产在⼿
⼯艺活动中的应⽤⼗分普遍。

线上社交媒体和电商贸易帮助了中国⼿⼯艺⼈发展和推⼴⾃⾝的⼿⼯艺品牌，其中典
型的是湘绣研究所举办的线上刺绣技艺⽐赛，该⽐赛展现了数字化平台，尤其是在线直播
平台如何应⽤于⼿⼯艺推⼴的全流程。线上直播的⽅式⾯向更⼴泛的观众群体推⼴⼿⼯
艺，为⼿⼯艺⼈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表2为中国⼿⼯艺数字化平台的五个案例，从中可
见在⽂化周期涉及各个阶段数字化技术的使⽤情况。

（⼀）湖南湘绣：李艳刺绣艺术⼯作室

李艳是中国⼯艺美术⼤师，湘绣⾮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她创办的李艳刺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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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室是集合了湘绣创新研发、⼯艺设计、保护传承、⾼级定制的专业⼯作室。⼯作室
的产品均为纯⼿⼯制作，但是刺绣前所涉及的数字化设备有⼿绘板、平板电脑、⼿机、德
国⾮接触式扫描仪。创意设计时会使⽤AI、PS以及AutoCAD等数字软件。定制服务会使
⽤激光切割和数字扫描等数字化技术。推⼴阶段主要使⽤微信、抖⾳短视频等数字化平
台。销售阶段，不仅使⽤淘宝电商平台作为销售渠道，还会和其他平台寻求合作，如京东
的中国⼯艺美术（集团）公司官⽅旗舰店和中国⼯商银⾏的“⼯⾏易购”购物平台。

（⼆）⽪具⼿作体验的⼤西⼯作室

长沙的⼤西⼯作室创⽴于 2015 年，有六位正式员⼯，创始⼈洪⼤西毕业于中国美术
学院建筑系，他也是戌时独⽴品牌的创始⼈及青年⼿艺⼈联盟成员。出于对⼿⼯⽪具的热
爱创办了⼯作室。⼯作室使⽤的数字化设备包括 iPad、⼿机、电脑和相机。使⽤的多种数
字软件有Auto CAD、PS、AI。数字软件会参与到⼿⼯前期流程中。设计师根据⼿绘草图
使⽤图形图像软件绘制产品细节并标记产品的具体尺⼨。产品推⼴阶段则主要使⽤淘宝直
播电⼦商务平台。

（三）沉浸式⽊作体验⼯坊蓝顶研⽊社

蓝顶研⽊社是位于长沙殷家冲创意社区的⽊⼯体验⼯作室。周⼒是蓝顶研⽊社的创始
⼈和设计师，四名主要团队成员分别来⾃平⾯设计、建筑设计和⼯业设计⼏个设计类专
业。⼯作室主要提供⼿⼯艺的课程体验服务，包括：⽊⼯体验，⽊制艺术展览和销售，⽪
⾰和花卉、编织艺术组合等学习课程。研⽊社⽬前使⽤的数字软件包括AutoCAD，Sketch
up和PS。⽊制品制作阶段主要使⽤台锯、激光切割机、数控机床等设备。宣传推⼴阶段，
则在微信、抖⾳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了账号，微信平台主要⽤于推送品牌相关⽂章
和⼀些活动的组织，⽽抖⾳平台主要⽤于分享⼿作产品、⽊作⽣活以及⽊作学习教程的视
频内容。此外，蓝顶研⽊社和长沙图书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通过长沙图书馆官⽅⽹
站和公众号间接地进⾏宣传推⼴。

（四）湘绣新媒体直播挑战赛

“国潮新势⼒·湖湘新秀场”湘绣新媒体直播挑战赛开办于2019年，由湖南省湘绣研究
所主办。参赛选⼿在湘绣传承⼈的指导下主动参与⾮遗技艺实践，利⽤新媒体直播等创新
⼿段，传播作为⾮遗代表性项⽬湘绣的⼯艺⽂化。湘绣⽐赛借助数字化平台让更多年轻⼈
接触并了解“新国货”湘绣，使⼿⼯艺融⼊年轻⼈数字化⽇常⽣活的关注之中。挑战赛采⽤
⼿机活态⽣动地直播⽐赛，每位参赛选⼿会使⽤电⼦商务平台“东家”，⾯向观众实时直播
过程。⽐赛的创意设计阶段，参赛者主要使⽤⼿机拍照辅助创作、记录灵感。⽐赛中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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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选⼿使⽤⼿机、相机记录和直播作品制作和⽐赛过程。此外，⽐赛主办⽅湘绣研究所
还在其官⽅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系列⽐赛情况的推⽂。社交媒体软件是贯穿湘绣直播挑战
赛全流程的重要渠道，增加了民众对湘绣的关注度。

（五）致⼒本⼟民俗创新性转换的塔塔拉⼯作室

2016年，服装设计师谌鲲鹏和黄夏茵回到怀化市溆浦县龙潭镇⽼家，成⽴了塔塔拉花
瑶⽂创⼯作室。塔塔拉以本⼟的民族民俗⽂化产品为资源进⾏创意研发，设计推出了花瑶
风箱包、服装、布鞋、⼯艺品等年轻⼈⼗分热衷的特⾊产品。塔塔拉的图案设计过程在平
板电脑和数字绘画板等数字化⼯具的辅助下完成，数字软件PS、AI主要⽤于产品包装以及
衍⽣品的设计。创意衍⽣品的制作过程则使⽤了⾼精度数字印刷和热转印技术。推⼴宣传
阶段，主要通过微信、淘宝和抖⾳平台。

三 中英数字化平台使⽤的共性与区别

通过中英⼿⼯艺数字化平台的⽐较，发现中英两国数字化技术应⽤有诸多相似之处，
包括学习技能、辅助制作、互动交流、创造商业机会、创新交易模式以及提供⽀付渠道
等。但由于中英⽂化传统和社会政策环境的不同，⽽各有特点和差异。基于线上和线下的
个⼈、⼯作坊访谈调研、焦点⼩组以及浸⼊式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数据，以下从⼿⼯艺数字
化平台的使⽤现状、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及其提供的机遇⼏个⽅⾯来讨论其共性与区别。

（⼀）现状⽐较

从数字化社交媒体到电商贸易、从线上学习平台到数字化软件和硬件设备，数字化平
台如今已⼴泛应⽤于中英两国的⼿⼯艺传承，并在⼿⼯艺⽂化的推⼴中发挥重要作⽤。照
⽚墙平台依托图⽚分享的便捷功能成为英国⼿⼯艺⼈推⼴产品⽂化的主要渠道，⽽中国的
微信平台则依托其互动、宣传、销售的综合功能帮助⼿⼯艺⼈获得众多潜在的⽤户，亦作
为中国⼿⼯艺⼈推⼴产品⽂化的重要电⼦媒介渠道。

在数字设计软件的使⽤⽅⾯，中英两国案例显⽰⽬前数字软件⼤多在设计阶段和设计
过 程 中 使 ⽤ ，如PS、AI、AutoCAD。 两 ⽅ 的 差 异 在 于 ， 英 国织绣师会 通 过 数 字软件
Weavepoint连接计算机辅助织机，⽽中国的参与者尚未使⽤。该差异也反映出英国的⼿艺
⼈除了⼿⼯技艺之外，与职业相关的数字化技术能⼒较强。

在⼿⼯艺宣传推⼴⽅⾯，新兴数字化平台（例如快⼿、抖⾳）成为中国⼿⼯艺⼈吸引
受众的常见⽅式，并且线上博物馆⼀类的数字化平台也应⽤于⼿⼯艺的保护和推⼴。英国
⼿艺⼈则偏好使⽤传统个⼈⽹站、电⼦邮件和时事通讯，传统媒体（播客和⼴播）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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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英国⼿⼯艺⼈推⼴产品的宣传渠道，数字博物馆的推⼴⽅式在英国应⽤较少。

在⼿⼯艺产品的销售交易环节，中英两国的⼿⼯艺⼈都使⽤了数字电商平台，但两者
使⽤的具体平台不同：“Esty”是英国流⾏的⼿⼯艺电商平台，⽽“东家”是中国较为知名的
⼿⼯艺电商平台。⽽且，中英两国在⽀付渠道⽅⾯也存在差异：中国移动⽀付的普及让⼿
⼯艺⼈可以通过微信或⽀付宝便捷快速地收款，⽽英国的部分⼿艺⼈则仍然依赖实体刷卡
器完成⽀付。

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国城乡数字化平台使⽤情况⼤体相似，但是英国仍然存在数字
化平台使⽤的城乡地区差异。在中国，移动互联⽹和⼿机的普及在很⼤程度上促使农村⼿
⼯艺⼈可以与城市⼿⼯艺⼈⼀样使⽤社交媒体来推⼴、销售⼿⼯艺产品。例如，花瑶⼿⼯
艺⼈通过抖⾳分享⼿⼯制作过程，还有国家⾮物质⽂化遗产传承⼈奉堂妹使⽤微信来分享
创作故事。然⽽，英国乡村地区互联⽹尚未普及，则限制了⼿⼯艺⼈使⽤线上资源、拓展
潜在客户和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乡村和郊区⼯作室的数字化设备（如数字化电窑）
的应⽤规模要⼤于城市⼯作室。    

（⼆）问题⽐较

数字化平台的使⽤中，中英⼿⼯艺⼈⾯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如技能掌握困难、渠
道资源不⾜、线上运营困难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调研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些⼿⼯
艺⼈认为⾃⾝缺乏使⽤数字化⼯具、社交媒体和线上电商等数字化平台的能⼒，⽐如英国
的参与者提出他们很难最⼤化利⽤数字化⼯具来创作⼿⼯艺产品，中国乡村⼿⼯艺⼈认为
⾃⾝缺乏数字化平台运营能⼒和缺乏社交平台上汇聚⾃⾝品牌的流量的能⼒。

中英⼿⼯艺数字化平台存在渠道获取难的问题。渠道指的是获取数字化资源和实体资
源的途径。调研发现⼿⼯艺⼈很难达到电商平台中规定的资质要求，并且需要缴纳定量费
⽤才能获取⼊驻资格。由于中英两国经济⽔平和数字化技术基础建设发展的差异，中英两
国的⼿艺⼈也⾯临着不同的渠道困难，⽐如英国的乡村地区缺乏连接互联⽹的渠道，并且
线上⽀付的设置和操作困难，中国的参与者则提到难以接洽⼿⼯艺所涉零部件等⽣产商的
渠道问题。

中英⼿⼯艺数字化平台还存在线上运营的问题。中英⼿⼯艺⼈在运营社交媒体、吸引
电商⽤户的过程中⾯临压⼒，英国参与者提到多平台运营⼗分困难，同时也很难精确衡量
运营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总体成效。此外，线上运营问题和⼿⼯艺品实体特性息息相关，数
字化平台不能提供实体的真实体验或直观传达⼿⼯艺品的⼿作魅⼒，⼿⼯艺的价值也只能
倚重视听感受来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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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亦是中英⼿⼯艺⼈共同关注的问题之⼀。英国的汉德刺绣为防⽌抄袭所
以不在线上展⽰设计图纸，中国的湘绣⼿艺⼈则为设计⽅案多次申请专利保护。尽管如
此，⼤部分⼿⼯艺品专利仍属于外观专利，相⽐于技术专利来说更容易被抄袭甚⾄窃取。
虽然中国电商平台（阿⾥巴巴）推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举措和识别抄袭的智能算法，但是⼿
⼯艺⼈仍然必须赶在廉价的抄袭仿制品上市之前，快速产出创新设计以吸引消费者并获得
市场。

最后，不同受众的⽣活⽅式和对待数字化技术的观念从接收和互动⽅⾯来说也有影
响。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很多年长者更熟悉数字化平台的使⽤操作。⼿⼯艺⼈
必须去平衡数字化平台花销并探索收⽀利益关系。有的⼿⼯艺⼈愿投⼊⼤量时间使⽤数字
化平台，有的⼿⼯艺⼈则遵循传统⼿⼯艺制作和销售的模式，对数字化技术较为排斥。

（三）趋势⽐较

数字软件和社交媒体极⼤促进了中英⼿⼯艺定制服务及⼿艺⼈与消费者协同设计的发
展。数字化平台越来越密切地参与到⼿⼯艺定制和协同设计的全流程中，⽐如汉德刺绣设
计师在定制服务中会先使⽤AI软件设计原型，再通过电⼦邮件把设计⽅案发送给客户，以
便于客户检查设计是否符合要求；在制作环节中使⽤数字化⽣产⽅式，可以较⾼效率地满
⾜客户⼤批量订单的需求。   

协同合作的兴起是数字化平台参与⼿⼯艺所带来的转变。英国⾼校开启了⾯向⼿⼯艺
⼈传授⼯程材料知识的跨学科⼿⼯艺课程，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纺织设计课程为学⽣提供
了协同全球材料科学家、⽣产制造商、医疗健康专家、建筑师、⼯程师共同⼯作的机会，
学⽣可以在设计、⼿⼯以及艺术实践的过程中⾃由探索交融的纺织知识和技能。

直播和短视频的兴起是中国⼿⼯艺数字化平台新现特⾊，中国⼿艺⼈通过抖⾳、淘宝
等直播平台分享⼿⼯故事、传授⼿⼯技巧、展⽰最终成品。中国直播和短视频平台（⽐如
抖⾳）成为⼿⼯艺⾮遗⽂化、产品、活动推⼴的最⼤平台，为⼿⼯艺⼈创造了更多的商业
机会（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但是，在英国则较少使⽤直播⽅式。  

（四）机遇⽐较

数字化平台为中英⼿⼯艺⾏业创造的机遇包括：提⾼⽣产效率、降低成本、提供协作
机会和降低经济负担。第⼀，在提⾼⼿⼯艺品制作效率⽅⾯：英国泰蒂品牌的亚克⼒⼯艺
品由激光切割完成，该⽅式⼤幅提⾼了制作效率并且减少了材料的浪费；中国的蓝顶研⽊
社则在制作环节中使⽤了台锯、激光切割机以及数控机器。数字化制作设备在保留⼿⼯艺
原有传统样式和美学风格的同时，提⾼了部分⽣产和制作环节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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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在⼀定范围内降低成本⽅⾯：汉德品牌的字母刺绣产品采⽤数字化技术之后的
价格仅为5欧元，由此，拓宽了品牌的客户群体和业务范围，⽽且数字软件使设计者能⾃
如、⾼效地表达创意，并能让个性化定制服务得以实现；数字化技术在中国⼀些公司、⾼
校以及研究机构也有效减低耗材成本，特别是珍稀材料的设计制作，例如在珠宝⾸饰⽅⾯
就应⽤了3D喷射打印技术和银膏材料打印⾦属。

第三，数字化平台为⼿⼯艺⼈提供了开拓受众和协同合作的机会。社交媒体，尤其是
照⽚墙和脸书已成为泰蒂·德⽂品牌营销中的重要途径。照⽚墙利⽤其图⽚分享的功能成
为了品牌与客户沟通直接、有效的⽅式，⽽脸书的⼀键购买功能则把品牌互动转化为真实
销量。中国的湘绣新媒体直播挑战赛采⽤的是社交媒体的直播⼿段，由此，⽣动灵活地推
⼴了⼿⼯技艺。数字化平台上的外包服务也为⼿⼯艺⼈提供了新机遇。例如，英国陶瓷艺
术家使⽤了3D设计和3D打印外包服务来进⾏茶壶⼿柄的模型制作，有效增加了制作精度
并便于后期完善。中国湘绣的部分⼿⼯艺⽣产环节也采⽤外包模式。专业数字化技术⽀持
的外包服务与⼿⼯艺⼈之间逐⽇增加的密切协同合作模式，在⼀定程度上节约⼿⼯艺⼈的
制作成本，并推动更多创新性⼿⼯艺产品的研发。

第四，数字化平台的线上众筹模式为⼿⼯艺项⽬的资⾦预筹提供了资⾦渠道，以减少
⼿⼯艺⼈承担的经济负担，⼿⼯艺⼈⾯向潜在客户群体分享制作理念、提前预售产品，以
估算⽣产量、合理化定制⽣产。例如，“崧”作为⼀个拥有超过四⼗年裁剪历史的独⽴⾐帽
品牌，在微信群中就以预售形式售卖⾐服和背包，其团队会在微信群内与顾客分享设计制
作的过程来帮助消费者了解⼯艺⽂化和⽣产进度。通过预售和互动的⽅式，⼿⼯艺的⾮物
质⽂化内涵和⽣动故事直接传达给消费者。由此，消费对象供与求匹配的确定性使得⼿⼯
艺⼈在原本购买材料、投⼊⽣产中可能承担的潜在不确定的风险⼤⼤减低了。

结语与展望

研究采⽤框架分析法进⾏结构化数据分析，综合相关领域的⽂献和参与者观点、体
验，梳理出不同的主题类别。图1按主题对所有的采集数据进⾏结构化分类，并且使⽤箭
头标注出⼿⼯艺数字化平台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主题。图2则归纳出数字技能、接触渠
道、交流互动、⼿⼯实体、知识产权、⽣活⽅式六个关注⾓度，以及从灵感⽣成到制作销
售的完整周期中数字化技术应如何参与和作⽤的预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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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结构化分类形成的关键词

▲ 图2 数字化技术参与环节的建议

（⼀）增强对⼿⼯艺⼈数字化技能的重视

针对中英两国⼿⼯艺⼈在使⽤数字化⼯具、社交媒体以及电商平台遇到的问题和挑
战，⼿⼯艺⼈的数字化技能培养与训练应得到进⼀步重视和⽀持。⼿⼯艺⼈可根据情况积
极掌握传统技艺之外的数字化平台，如相应的数字软件、数字化加⼯平台、社交媒体以及
电商平台的使⽤能⼒。政府和⼿⼯艺协会可以通过外部数字化平台的技术⽀持服务和政策
⽀持引导等⽅式，让⼀些⼿⼯艺⼈集中时间和精⼒于设计创意和核⼼⼿⼯制作，有效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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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因学习或掌握数字化平台的额外负担。     

（⼆）拓展⼿⼯艺⼈数字化资源的获取渠道

通过⽐较研究发现，中国⼿⼯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3D打印机等类型的数字化模型
制作⼯具。这种资源的获取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设备⽀持和创客空间来实现。电商平台
和社交媒体⽅⾯，应⿎励⾮盈利性质的电商平台，以减少⼿⼯艺者⼊驻平台和对接消费者
需求过程中的困难。另外，⿎励有需求的⼿⼯艺⼈⾃⾝主动提升数字化资源获取能⼒。

（三）探索⼿⼯艺数字化互动交流模式

与英国使⽤社交媒体和⽹站的⽅式相⽐，中国⽬前流⾏的互动直播形式为⼿⼯艺⼈和
消费者之间建⽴了⼀种更⼈性化和即时反馈信息的交流⽅式，能够帮助⼿⼯艺⼈解决多平
台运营的困难。

（四）推动实体产品体验与数字化技术融合

线上平台未来可完善增强真实体验的技术⽀持，以帮助消费者在⽆法真实体验的情况
下更好地了解实体产品的特点，⽐如条件允许时可采⽤增强现实感等技术⼿段。另外，合
成⼿⼯艺（Hybrid Craft）也是未来数字化与实体产品结合的发展趋势之⼀，院校和⼿⼯
艺协会可以尝试为⼿艺⼈提供合成⼿⼯艺和数字化⼯艺品制作的教学课程。

（五）完善数字化平台的⼿⼯艺知识产权保护

从英国泰蒂品牌聘⽤处理产权问题的专业律师和中国湘绣⼿艺⼈申请外观保护专利的
案例中，可见⼿⼯艺⼈对于作品产权保护的意识和尝试。知识产权是⼿⼯艺⼈拥有的重要
资产之⼀，需要加强线上电商平台的保护和法律规范意识，亦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艺
协会、线上平台以及⼿⼯艺⼈等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
善。

（六）⾯向数字化技术保持多元包容⼼态

个⼈的⽣活⽅式和个⼈偏好会影响对⼿⼯艺数字化技术的态度。⼀⽅⾯，应该尊重以
传统⽅式制作的⼿⼯艺⼈，同时，政府和⼿⼯艺协会也应帮助⼿⼯艺⼈科学地理解认识数
字化技术、社交媒体以及电商平台这些新兴事物。另⼀⽅⾯，⼿⼯艺⼈也需要学习平衡产
品制作、媒体推⼴以及线上销售等数字化技术应⽤的利弊关系。此外，作为消费者，也应
该对数字化技术与传统⽂化的结合持有更加多元、包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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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重点关注了中英两国⼿⼯艺中数字化平台的介⼊类型和⽅式。数字化平台涵
盖了从社交媒体（例如照⽚墙或微信）到电商平台（例如Esty或淘宝）到3D打印以及创客
空间等。数字化⽣产制作已经能够渗透传统⼿⼯艺制作的部分流程和某些⼯艺环节中，并
在⼀定程度上代替和辅助着⼿⼯⽣产。然⽽，也应看到很多⼿⼯艺⼈牺牲了原来的设计制
作时间，不得不去学习时兴的数字软件或殚⼼于社交媒体。研究认为，数字化平台介⼊的
前提是传统⼿⼯艺仍然能维持其⽂化遗产的价值和定位，如今数字化技术为⼿⼯艺的传承
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性，数字化平台应该进⼀步探索为⼿⼯艺⼈提供数字化技
术的技能⽀持与有关服务。这对于在数字技术时代的⼿⼯艺⽂化传承与⼿⼯艺教育都具有
重要的现实和未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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