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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人对环保和健康的日益关注，自然、无毒、可持续的染色材料逐渐受到青睐。中草药染，一种

利用纯天然植物进行染色的传统技艺，以其独特的环保性和健康性以及悠久的文化传承，成为现代设计

中的新宠。本课题研究深入探讨了中草药染在伴眠玩偶设计中的应用及其价值，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

具有健康价值及历史价值。许多植物不仅能够创造出多样化的色彩面板，还具有舒缓眼睛、芳香和对皮

肤及睡眠有益的生物活性成分。这些特点使得中草药染在伴眠玩偶产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为失眠人群

设计伴眠玩偶，为其提供新的睡眠辅助方案，既有助于有失眠问题的人得到相应的改善；又使中草药染

与中医等非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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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modern peopl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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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toxic and sustainable dyeing materials are gradually favored. Grass dyeing, a traditional tech-
nique of dyeing using pure natural plants, has become a new favorite in modern design with its 
uniqu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and long-standing cultural heritage. This research 
deep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of plant dyeing in the design of sleeping dolls, which 
not only has aesthetic value, but also has health value and historical value. Many plants not only 
create a variety of color panels, but also have bioactive ingredients that soothe the eyes, aromatize 
and are good for skin and sleep.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ke plant dyeing have a unique advantage 
in sleeping doll products. Designing sleep dolls for insomnia people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new 
sleep assistance programs can help people with insomnia problems to improve accordingly. In ad-
di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plant dyeing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been further protected and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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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骤增的同时，焦虑与失眠成为青少年群

体性现象。2020 年以来，全球焦虑的发病率大幅增加，焦虑障碍在全球的患病率约为 25%，常表现为持

续的恐惧和突然的担忧情绪，此类患者通常表现的睡眠障碍为睡眠质量较差，入睡困难，出现睡前紧张

不安、难以控制的多虑等特征。在临床上，失眠又被定义为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夜间入睡困难、睡眠

质量差等，同时还伴有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情况。长期失眠会伴发多种并发症，其中以焦

虑最为多见。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睡眠障碍，尤其是失眠，影响约 50%的焦虑障碍患者，而睡眠不足会

引发或进一步加剧焦虑障碍。有相关调查显示，在中国约有 50%的人患有失眠，其中 30%的人在经历失

眠后会产生焦虑情绪。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3》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

达 38.2%”，“5.1 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当下国人的睡眠问题已成社会问题。其中青少年儿童与

老年人群体的睡眠障碍较为严重，需要引发行业乃至社会的关注。 
中草药染，是一种从植物的根、茎、叶、皮等部位提取染液进行染色的方法[1]。其染材来自自然，

染色过程依靠自然，色彩的变化遵循自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体现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想。中草药染其色来自自然，鲜艳，但富有生命力，有着与工业颜料所不同的呼吸感。自然界

中的草木原料色泽艳丽，但在经过萃取后，色彩的饱和度往往会降低，在染制过程不使用媒染剂的情况

下，面料会呈现较为质朴的色彩效果。“中草药染”的色泽古朴自然，视觉效果柔和，能够展现化学染

料无法表达的视觉效果[2]。加之中草药染载体材质往往采用丝、麻、棉类天然布料，柔软舒适。不论是

在颜色、香味、还是体感上都能让人有治愈的感觉。 
如今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加强，公众视线逐渐聚焦中国优秀民间艺术。中草药染作为

我国古代主要的染色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其背后的传统技术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对美的向往和对色彩

的追求，它在各个地区和不同民族中都具有独特的审美和风格，更是展现出极强的多元化和包容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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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非遗传承非遗技艺与时代需求的脱轨的共性问题时，中草药染展现出其独特的美学与药用价值，

避免其作为技艺没有了用武之地，成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一种情怀被消费。本研究串联多个非遗要

素，设计制作符合新时代语境的产品，是中草药染非遗作为技术传承的思路的一次实践。 

1.2. 研究意义 

1) 失眠的辅助治疗需要 
目前，失眠已然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临床上，失眠又被定义为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

夜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等，同时还伴有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情况。长期失眠会伴发多

种并发症，其中以焦虑最为多见。有相关调查显示，在中国约有 50%的人患有失眠，其中 30%的人在经

历失眠后会产生焦虑情绪。 
但是失眠与焦虑单靠药物治疗远远不够，患者对安抚产品的需求依然很大。 
2) 市场的需要 
当前市场上所生产的伴眠玩偶造型普遍千篇一律，没有吊牌也没有相关的安全监测标志信息，填充

物较劣质，甚至存在面料粗糙掉毛、玩偶存在异味的现象，这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而

目前原创品牌的伴眠玩偶价格大部分为国外进口，消费群体相对较小。利用中草药染制作的伴眠玩偶，

染出的面料具有药用保健作用，色泽天然淡雅并带有特殊芳香气味，制作伴眠玩偶既可起到安神助眠的

作用，又自带抗菌消炎的功效。中草药染伴眠面玩偶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应用，又能对失眠治疗起到辅

助作用，在中高端市场将拥有强大竞争力。 
3) 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的需要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际社会为制定更广阔的政策目标，在 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概念，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主要源泉和可持续发展保障的

重要性”。此外，我国在 2011 年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4 条亦规定保护非遗应当有利于促进社

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2021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遗传播普及

力度等相关要求，并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目标在 2035 年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体系能

够更加健全，非遗文化影响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如今在经济全球化、文化跨国资本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民族文化意识的崛起，社会上对非遗文化的

重视程度逐渐提升，越来越多人开始从事传播非遗文化的相关工作。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来自于西方

文化入侵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中草药染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其传承阵地势

必需要更新、更强的力量共同坚守。 

2. 中草药染特征及价值体现分析 

2.1. 中草药染的特征分析 

1) 工艺特征 
中草药染是利用植物的根、茎、叶、皮来给纺织物进行染色的一种最传统和最普通的民间印染工艺。

而中草药染的染色活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织锦，即是先染丝，后进行纺织；第二张则是织纹，是先纺

织，后染色。古代中草药染工艺对材料的特性进行逐步的探索，为使其材料和工艺能够更好地结合，一

般有夹缬、蜡缬、绞缬和灰缬这些染色工艺，即当今所说的夹染、蜡染、扎染、和蓝印花布，其工艺也

一直延续至今。 
夹染能够染出复杂且美丽的图案，但因为材料和工本的一些原因逐渐被扎染所替代；扎染它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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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线、绳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进行染色，其工艺特点是用线在

被印染的织物打绞成结后，再进行印染，然后拆除；蜡染则是先在布料上将纹样绘制好，然后用蜡将纹

样重新描绘，之后将带有蜡的布料放入染液中进行染色；蓝印花布采用的是漏版(镂空花版)刮浆的纺染工

艺，基本工序是在木板或浸过油的硬纸上雕刻、镂空制成花版，之后印染时，在其镂空的地方涂刷染料

或色浆，最后除去镂空板，花纹即可显现出来。 
随着当代的技术研究不断推进，研究人员也对染色工艺进行了许多改进，丰富了工艺的表现形式，

例如一些服装品牌和设计师将中草药染工艺与时尚设计相结合，推出一系列中草药染产品，深受消费者

青睐。 
2) 色彩特征 
从古至今，中草药染的颜色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中草药染的色彩丰富且柔和，具有包容感，并且中

草药染色千古不化，保留了数百年的染物至今仍光彩照人，其色彩的保持年限十分长久。随着时代的发

展，技术的革新，中草药染也能够呈现出更富有空间感和层次感的色彩。 
据考据，我们的祖先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使用植物色素给衣物及生活用品进行染色，但此时的中草

药染色彩多偏向于纯色，并且颜色单一，例如使用廖蓝进行染色，其颜色属冷色系，带有厚重感且给人

一种冰冷的印象，当然这也与时代背景相关，不仅仅归结于技术的落后，更是因为古时候制度管理严格，

需要严肃的色彩来辅佐古时的制度。 
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对于中草药染的色彩要求更高，不仅仅是对其着色程度和色牢度的提高，

更多一方面也对于其色彩是否能够为人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及柔和感。 
3) 纹样特征 
古往今来，纹样的样式是代表着各个地域的文化特色，而中草药染也不例外，古时的中草药染艺术

在纹样方面上也带有地域特色。例如蓝印花布纹样，其纹样图案都来自于民间，反映了百姓的喜闻乐见，

寄托着她们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和朴素的审美情趣，在题材和内容上，老百姓那种健康和质朴的心灵，在民

间蓝印花布上得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因而蓝印花布确实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和艺术积淀。 
而对于现如今的一些纹样，一些是设计师对传统纹样进行自己的理解并加以创新设计，表达其情感

和意境；而另一些现代纹样是根据不同艺术来进行更多的考量，例如现代中草药染衣物，会依据其样式、

材质、风格等特征进行设计。 
4) 材料特征 
对于中草药染的上色材质而言，古时由于工艺的欠缺，老百姓往往着粗麻、棉麻布等布料，只有些

许高门大户着绫罗绸缎布料，因为该材质比棉麻布更要亲肤、透气及轻便。而现如今的中草药染布料材质

就比以往广泛许多了，不过对材质的选取更为讲究，不仅要满足舒适度的要求，更要有安全方面上的考量，

对些类人的肤质问题，贴身衣饰需要选择低致敏甚至无致敏的材质，例如新型材质莫代尔、真丝等。 
5) 气味特征 
草木具有药用功能，辟邪抗癌，防虫杀菌。而天然染料大多为中药，染色过程中，其药物和香味成

分与色素一起被织物吸收，使染后的织物带有相应香味，此香味对人体有一定的特殊的药物保健功能。 

2.2. 中草药染的价值体现 

日本著名设计师黑川雅之曾提到“21 世纪的设计是回归自然的时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融合的时

代。设计的最终问题是环境问题，是一种体现人文与自然精神的设计”。 
1) 美学价值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了深厚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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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药染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它的美学价值也体现在多个方面，对于自然之美，中草药染的颜色来自

于大自然，这些色彩自然而柔和，不同于化学染料的单一和艳丽，中草药染展现的是大自然的温婉与和

谐，使得织物具有其生命力，也体现出对自然之美的崇尚；其次中草药染在不同植物、技艺、媒染剂等

情况下会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色彩与纹理，而其独特性与不重复性也为每件作品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中草药染的时间过程也是一种美学上的艺术表达，在染色期间中，需要多道工序及技艺，因此使得织物

上承载了时间的记忆，透露出岁月静好的美感，中草药染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染色技艺，更是一种融合了

自然、人文及历史的美学表达。 
2) 哲学价值体现 
传统的中草药染染色技术是人类文明和生产发展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人民对待世界和人生哲理的

精神体现[5]。哲学视域下的中草药染文化与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文

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中草药染是利用大自然中的植物进行染色的，而这一过程体现了哲学中的“天人合

一”思想，顺应自然规律，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紧密联系的关系；中草药染是回归自然本

色的一种形态，其表现的是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这种朴素之美与儒家所提倡的节俭美德文化不谋而合，

因此中草药染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哲学价值。如今这一观念也贯穿在不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各方各面

上，例如在艺术上的创作包括在社会伦理等方面，也都赋予了其特别的生命力以及建构方式。 
3) 环保价值体现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能源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的“有限资源理论”

强调设计要注意利用有限的地球资源，为保护地球环境服务，其理念得到普遍认可[6]。在当代社会中，

大部分织物色彩多为选择的是化学合成染料，而这些化学染料的成产不仅具有大量的碳排放，并且还会

伴随着大量难以降解的有害副产品生成等等，不仅需要额外的处理成本还会造成环境负担，而中草药染

的原料来自于大自然，这些原料可再生、可降解且对环境无害，其生产工艺也不需要复杂的机械设备和

大量能源消耗，因此中草药染自身具有独特的环保性和可持续性，符合现代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重要实践，对推动纺织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绿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环保意

识的提高，中草药染的相关产品也满足了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促进了绿色消费和循环经济的发展。 
4) 药用辅助价值体现 
是对人类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上文中提到中草药染艺术用到的植物染料也可以是药材。一些具有

保健作用的中草药用于中草药染之后，能够将衣物赋予保健的神奇功效，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是其他染

色技术无法相提并论的。对于当今社会的人们来说更是具有十分巨大的吸引力。 

3. 中草药染在伴面玩偶中的应用实践 

3.1. 前期调研 

1) 用户调研 
在前期调查中，我们团队发现因焦虑引起失眠症的主要年龄层次集中在 12 至 32 岁，这批人也是安

抚玩具与国潮文创的主要消费者(如图 1)。据此，团队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9 份，访谈 13
人，了解并整理目标人群有关中草药染伴眠玩偶看法、对于缓解焦虑失眠的方法、对伴眠/解压玩具的需

求等共计 500 多条，最终对中草药染伴眠玩偶产品进行需求定性。最终定性标准归总于：颜色柔和、香

味雅致安神、触感柔软且富有层次，有吉祥的寓意，产品的个性化。 
2) 市场调研 
伴眠产品，如助眠软件、睡眠仪、香薰、夜灯、眼罩、耳塞等，正在成为市场新宠。根据艾媒咨询

的调研数据，63.2%的中国消费者会选择购买助眠产品，而关于伴眠玩偶，没有明确的产品分类，人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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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选择以下三种玩偶用作陪伴与安抚。 
 

 
Figure 1. User portrait diagram 
图 1. 用户画像简图 
 

棉花娃娃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玩偶形式，主要分为有属性和无属性两种。有一些商家会购买热门 IP，
通过批量生产的方式实现商业化。棉花娃娃作为“流量经济”的文化符号，能够以个性化的定制满足消

费者对于精品棉纺织产品的需求[7]。棉花娃娃的材质通常是柔软的，能够提供舒适的触感，这对于喜欢

抱着玩偶的人来说具有很大吸引力；并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玩偶，棉花娃娃的价格通常更为亲民，棉花

娃娃的发型多样，包括普毛、直炸毛、卷炸毛、高温丝、牛奶丝等，可以很好满足不同收藏者的 diy 喜

好。但棉花娃娃的保养难度和清洁难度较大，若清理不当则会引发破损。 
潮玩动漫类玩偶主要以动漫形象或者潮玩 IP 为主题，据研精毕智市场调研网调查，在为联名买单的

消费群体中，不少消费者出于情感治愈、角色陪伴等心理。现今诸多的网红动物 IP 都因其具有类似的特

质而爆红网络。这类玩偶设计独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潮玩动漫类玩偶强调设计、制造工艺及文化层

面的附加属性，不仅是玩具，更是现代年轻人情感寄托的介质。购买这类玩偶普遍是出于对于这类事物

的喜爱，这些玩偶承载了他们对作品的感情和对角色的喜爱，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就像之前“冰墩墩”

走红，同步得到锤炼的生产和物流环节对中国的 IP 设计、文创产业都具有示范效应。而这恰恰是长红的

基础[8]。但潮玩动漫类玩偶常常作为摆件或雕塑，缺乏交互性和实用性，过度沉溺其中不利于在社交上

的发展，但不可否认潮玩动漫类玩偶是当下发展最有潜力的。 
毛绒玩具一直是孩子和年轻人的喜爱，如丽芙之心、礼祺、Jellycat、特鲁迪、冈德、迪士尼、HelloKitty、

Sigikid、国家地理等品牌的毛绒玩具。并且毛绒玩具款式众多、各种材料的毛绒玩具，价格从几十元到

上千元不等。然而，毛绒玩具若是选择不当，也可能成为慢性健康杀手，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相比市面上已有的玩偶，中草药染伴眠玩偶药用辅助性质更强，材料选择更加安全，是同类产品中

更优质的选择。 

3.2. 产品设计 

团队设计伴眠玩偶是以布老虎为造型，结合中草药染技术与贴布片设计审美，具有美好寓意的伴眠

辅助产品。所用的染料均为中草药药材，染出的面料色泽天然淡雅，触感舒适且带有特殊气味，含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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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健作用，能够达到安神助眠和抗菌消炎的功效。由于植物对于人体皮肤基本上无过敏性和致癌性，

且其中保留的药用成分还有着特殊的药物保健功能，对人体有益无害[9]。 
填充物的选择以中草药药包与棉花相结合，由于中草药染制作成本较高且工艺复杂，设计该产品的

药包可替换，便于不同体质人群选择不同功效的中草药包和重复利用的目的。 
1) 元素提取及形象设计 
本次设计面对的理解欣赏人群主要是青少年，其次是成年群体，所涉及的人群年龄相对多样化，所

以本次造型设计需要具备一定的普适性。布老虎视觉形象设计过程关键在于从布老虎本身的具象元素提

取转换到意象的民俗文化表达，用朴实的视觉符号传达出布老虎作为传统手工艺品所蕴含的丰富情感和

民俗文化内涵。 
伴眠玩偶设计外形采取传统的中轴对称的视觉设计，取传统身子略长，尾巴上翘的布老虎形象，造型上

与荷花的造型结合，取高洁、长寿之意。立体荷花造型的耳朵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之道的“和(荷)而(耳)
不同”，脚踏云纹代表“平步青云”，四足与背上共有五个蝙蝠代表“五福齐全”、“青莲有福”(如图 2)。 

 

 
Figure 2. Sketch of the design of the sleeping doll 
图 2. 伴眠玩偶设计草图 

 
2) 颜色及染材选择 
配色灵感来源于传统年画与荷花图。科学研究证明，粉红色是能够安抚焦虑的四大颜色之一(图 3)。 
3) 布料选择 
团队在布料市场对常见的布料进行调研讨论，虽然同种不同支数的体验感也有差异，但就直观体感、

染色状态出发，整理表 1。 
综合考虑下，团队选择夏布进行产品实践。 
4) 中草药包选择 
根据《本草纲目》和《中国药典》记载，合欢皮、夜交藤、酸枣仁、灯心草的香味具有安神助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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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lor design of the sleeping doll 
图 3. 伴眠玩偶颜色设计 

 
Table 1. Fabric survey feedback form 
表 1. 布料调研反馈表 

布料名称 舒适度 优点 缺点 

棉布 较为舒适 耐热耐碱，固色程度较好 缺乏弹性 

亚麻 不太舒适 固色程度较好 粗糙且生硬，不宜上色 

棉麻混纺 一般舒适 易染且不易褪色 舒适度不足且不宜上色 

竹纤维 舒适 不宜褪色且光泽鲜亮 耐磨性较差 

真丝 舒适 易染且显色度非常好 价格相对比较贵、易皱褶 

羊毛 舒适 显色度及固色程度较好 容易吃染料 

白胚布 不太舒适 固色度较好 粗糙且生硬，缝制时杂线多 

土布(夏布) 舒适 易上色、耐磨、手感丰富 人工成本高 

 
解忧养心之功效。在此基础上，我们团队结合四季变化，衍生出以下药方。 

药方一：桑叶 10 至 15 份、公丁香 10 至 15 份、川大黄 8 至 10 份、绿豆 15 至 20 份、菊花 8 至 10
份、合欢皮 8 至 10 份、白芷 8 至 10 份、丁香 8 至 10 份、薄荷 10 至 12 份、灯心草 10 至 15 份、夏枯草

8 至 10 份。本药方选取公丁香等芳香药物，舒缓神经紧张效果较好，且药方药性平，适用于春季。 
药方二：野菊花 300 克，薄荷叶 200 克，夏枯草 200 克，合欢皮 200 克，夜交藤 300 克，酸枣仁 300

克，生石膏 300 克，灵磁石 200 克，灯心草 100 克，冰片 20 克。其中，薄荷叶、冰片具有抑菌消炎的作

用，可有效抑制玩偶表面的真菌，避免一些皮肤疾病的发生，适合夏季高温易出汗的场景。 
药方三：夜交藤 140 克，柏子仁、合欢皮、五味子、白菊、丹参、制香附、丁香各 70 克，远志与石

菖蒲各 84 克。将以上药物碾成粉后，于棉质枕套中均匀装入。需定期放于通风处，以保持干爽。根据《医

林纂要》记载，五味子具有较好的治疗阴血亏损、心神失养的疗效，更适合在需要滋阴的秋季使用。 
药方四：白菊花、磁石、合欢花、夜交藤各 100 克，石菖蒲、远志、茯神各 60 克，丁香 30 克，檀

香 20 克。在《药品化义》中提及茯神其性温补，因此适合寒凉的冬季使用。 

3.3. 效果及反馈 

在设计图基础上我们制作初代玩偶并进行问卷调研与产品试用。随机发放 1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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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00 份，有效回收率 100%。其中认为青莲福虎造型基本符合预期的人数占 97%，对其实物手感满意的

人数占 80%，对其有购买意愿的受价格影响波动在 67%到 97%之间。三个月产品使用反馈显示，产品体

感舒适，香味舒适，确实有一些安神效果，让人放松心情。 
改进意见多提在是在中草药染产品固色、产品大小以及品控问题方面，下一步团队将针对固色问题

进行针对性研究改进，丰富产品尺寸及规范产品制作流程，联系工厂稳定品控。 

4. 结语 

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因此我们亟需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在日常生活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守人民性价值取向。非遗的传承困

境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非遗技艺与时代需求的脱轨。当传统技艺作为技艺没有了用武之地，反而成为了一

种抽象的文化符号、一种情怀被消费，那他的逝去将是必然。将非遗工具化，在地化，让技术作为技术

产生经济效益，才能让文化不止作为文化传承下去。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

本”的思想方法，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力求反映人的精神世界，引领人的

精神生活。 
本文针对中草药染在伴眠玩偶中的应用进行分析研究与设计，既是利用中草药染解决失眠人群问题

的一次尝试，也是非遗传承方式的一次探究，更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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