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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文化符号赋能苏绣电商文创产品设计的策略，以解决苏绣传承与创新的挑战。通过分析苏绣

文化符号的技艺、色彩、图案等特征及电商市场同质化、仿制等问题，提出三大策略：运用数字技术实

现苏绣现代化呈现，通过品牌化设计提升产品独特性，优化电商平台专题化展示以增强用户体验。研究

表明，文化符号的创新转化能推动苏绣文创可持续发展，为非遗保护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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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symbol enabling Suzhou embroidery e-commerce crea-
tive product design to solve the challenge of Suzhou embroider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By an-
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zhou embroidery culture symbols such as skills, colors an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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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the homogenization and imitation of e-commerce market, thre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modern presentation of Suzhou embroidery by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uniqueness of products through brand design, and to optimize the thematic display of e-com-
merce platforms to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
m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zhou embroidery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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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中国四

大名绣之一的苏绣，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本研究从文化符号学与创意产业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深入剖析苏绣艺术符号系统的构成特征及

其在电商语境下的转化路径。研究重点探讨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苏绣文化符

号的现代演绎；第二，如何构建差异化的品牌定位策略以突破同质化困境；第三，如何优化电商平台的

视觉呈现方式以提升用户体验。基于上述研究框架，本研究旨在构建一套完整的苏绣电商文创产品设计

策略体系，基于文化符号学赋能，再融合创新提出新设计策略。 

2. 苏绣文化符号与电商文创发展现状 

2.1. 苏绣文化符号的构成 

苏绣文化符号的构成丰富多样，主要包括针法技艺、色彩运用、图案题材、材料工具等方面。 
苏绣的针法技艺符号种类丰富，包含齐针、散套等 48 种独特针法，“针法是刺绣中运针的方法，也

是刺绣线条组织的形式[1]。”苏绣不同的针法具有不同的表现力，是苏绣独特的技艺符号。丁佩在其专

著《绣谱》一书中提出了“齐、光、直、匀、薄、顺、密”七字诀[2]，总结了苏绣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在其主编的《姑苏志》中，将苏绣的艺术风格总结为“精细雅洁[3]”绣线细如发丝，

通过劈丝技术，一根丝线可被劈成四十八分之一，使绣品达到纤毫毕现的艺术效果。这些独特的技艺符

号不仅是苏绣工艺的核心要素，更是其区别于其他绣种的重要标识。 
苏绣色彩整体风格与江南水乡的地域文化相契合，淡雅、素洁，以柔和的色调为主，即使运用重彩，也

能做到华而不浮，给人一种清新、雅致的美感。苏绣艺人擅长运用三四种不同的同类色线或邻近色相配，套

绣出晕染自如的色彩效果，使绣品色彩层次丰富、过渡自然。通过色彩的深浅、浓淡变化，表现出物体的光

影、质感和立体感，让绣品更加生动逼真，富有艺术感染力。“温婉而细腻”是苏绣文化中独特的色彩符号。 
苏绣绣品题材丰富多样，根据不同的表现内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俗题材，另一类是画绣题材。

民俗绣品多见于清代日常生活用品，常以吉祥花卉、祥禽瑞兽、神话人物为主题，承载民众的美好祈愿，

展现了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和传统吉祥文化([4], p. 13)。艺术类绣品以“画绣”为代表，注重艺术表现而

非实用功能，多取材于名家书画作品，涵盖宗教、人物、山水等题材，通过丝线再现笔墨神韵，体现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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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艺术的审美追求。这两类题材共同构成了苏绣丰富的艺术表现体系，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需求。 
苏绣通常选用质地柔软、光滑的丝绸做底料，细腻、光滑、坚韧的蚕丝线做绣线。丝绸能更好地展

现绣线的色彩和光泽，让绣品更有质感。蚕丝线颜色丰富多样，能够满足苏绣对色彩和质感的要求。苏

绣的底料以及蚕丝线的品质和特性影响着绣品的质量和效果，与苏绣精细入微的针法以及淡雅清新的色

彩搭配得相得益彰，是苏绣文化符号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2. 苏绣文创产业的市场现状 

苏绣传承面临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家族式传承占主导，制约技艺传播。院校培养存在重理论轻实

践、课程滞后等缺陷，学生创新能力不足([4], p. 17)。掌握苏绣需长期训练仅基础针法就多达四十余种，

完成一件作品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且收入不稳定，难以吸引年轻人。加之行业标准缺失、成本

高昂等问题，使技艺传承陷入困境。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销售模式正经历显著转型，线上渠道的市场渗透

率持续提升。电子商务平台凭借广泛的用户覆盖和高效的传播能力，已成为非遗文化传承与商业开发的

重要载体。以抖音平台为例，根据 2024 年抖音平台电子商务非遗产品销售数据显示，非遗文化产品的线

上销售呈现显著增长态势。在直播电商领域，非遗传承人通过直播实现的商品交易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42%，商品销售数量提升幅度达到 249%。更值得注意的是，抖音商城渠道对非遗产品销售的促进作用

尤为突出，相关商品销量增长率超过 325%。在各类非遗商品中，苏绣团扇成为平台用户青睐度排名第二

的热销产品(如图 1)。 
 

 
Figure 1. 2024 Tiktok e-commer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data report (photo source: 
Tiktok) 
图 1. 2024 抖音电商非遗发展数据报告(图源：抖音) 

 
当前苏绣文创产品发展面临创新不足的困境。虽然技艺传承取得进展，但产品开发仍停留在传统模

式，缺乏突破性创新。调研发现，创作题材虽已拓展至西方绘画等领域，但以复制为主，原创性不足。通

过对“苏绣文创”关键词的检索分析发现，当前电子商务平台上的苏绣文创产品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同

质化倾向。在题材选择上高度趋同(如图 2)，难以体现苏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艺术价值。不同商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82


韦盼梅，段嵘 
 

 

DOI: 10.12677/ecl.2025.1461982 2232 电子商务评论 
 

家提供的产品在图案设计、品类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相似性(如图 3)，其中以团扇、书签等小型工艺品为

主流，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苏绣文创产品创新不足的现状。这种同质化现象不仅制约了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更削弱了苏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艺术价值。 
 

 
Figure 2. Suzhou embroidery creative products with same theme (photo source: Taobao) 
图 2. 题材趋同的苏绣文创产品(图源：淘宝) 

 

 
Figure 3. Su embroidery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with similar category (photo source: Taobao) 
图 3. 品类趋同的苏绣文创产品(图源：淘宝) 

 
同时还存在仿制品泛滥的问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整体知名度与其文化价值不匹配[5]。以京

东平台为例，苏绣文创产品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如图 4)。但消费者很难分辨真伪。低价商品大多

是机绣或印花仿制品，成本低廉，却挤压了真正手工苏绣的生存空间；而高价产品又因缺乏权威认证，

导致消费者对溢价存疑，销量低迷。这种混乱的背后，是行业缺乏统一标准、平台监管松散，以及盗版仿

制横行的问题。和直播行业的价格战困境类似，苏绣在电商平台上也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低

价劣质货抢占流量，优质产品反而难以突围。如果没有明确的品质分级和品牌保护机制，传统工艺的附

加值只会被不断稀释，最终损害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线上电商平台苏绣文创产品视觉展示当中，商品展示方式单一，多数店铺采用雷同的视觉呈现模

式。线上电商平台存在色差问题以及工艺细节展示不足，如苏绣中的双面绣品类，部分商家仅提供静态

图片展示，无法充分展现双面绣等复杂工艺的立体效果，有视频展示的，也仅仅采用简单直拍方式，缺

乏专业构图与光线处理，导致作品的艺术韵味大打折扣(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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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prices of similar Suzhou embroidery creative products 
vary greatly (photo source: Jingdong) 
图 4. 相似的苏绣文创产品价格相差甚远(图源：京东) 

 

 
Figure 5. Static drawing and video display of Suzhou embroidery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picture source: Jingdong) 
图 5. 苏绣文创产品静态图及视频展示(图源：京东) 

3. 文化符号赋能苏绣电商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  

3.1. 社媒传播：数字化演绎苏绣文化符号  

在当代数字化传播背景下，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凭借其突出的用户覆盖广度与内容扩

散能力，为传统苏绣艺术的现代传播提供了创新性的技术载体。这一新兴媒介形式通过其特有的传播机

制，有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与推广[6]。 
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为苏绣艺术的视觉呈现开辟了全新维度。通过 4K 超高清影像记录与数字化

处理技术，传统刺绣工艺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多维度的可视化传播。这种技术赋能不仅保留了工艺

的本真性，更通过创新性的视觉表达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在三维数字化呈现方面，现代建模技术实现了苏绣工艺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化飞跃。采用高精度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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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与建模技术，可以对代表性纹样及针法进行毫米级精度的数字化重建。以经典的“双面三异绣”为

例，通过透明化渲染与动态拆解技术，观众可以直观观察到绣品正反面完全不同的图案效果，以及隐藏

在绣层中的针法走向。系统支持多指触控交互，用户通过旋转、缩放等手势操作，可以从任意角度观察

作品的细节特征，这种沉浸式的观赏体验极大提升了传统工艺的观赏价值与教育功能。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苏绣的体验维度。开发的移动端 VR 刺绣应用构建了高度仿真的

数字绣坊场景，用户通过佩戴 VR 设备即可进入虚拟创作空间。系统采用先进的动作捕捉算法，能够准

确识别用户的手部动作，实时模拟针线穿梭的物理效果。当用户尝试“虚实针”等复杂针法时，系统会

智能触发分解教学动画，通过色彩渐变可视化技术直观展示针距变化对作品质感的影响规律。这种交互

式学习模式不仅降低了技艺传承的门槛，更通过游戏化的设计提升了学习的趣味性。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推动苏绣文化传播在直播电商中引入实时共创机制，观众可以通过弹幕提交创意

方案，主播即时绘制设计草图并由绣娘现场制作。增设“云端监制”功能，支持用户实时追踪作品进度。

设置互动激励机制，观众打赏达到特定额度可解锁专属内容或获得定制服务权益。定期举办“苏绣创新

设计大赛”采用双轨制评审机制，一方面保证了专业的艺术评价，同时又尊重大众的审美选择。获奖作

品通过数字化生产链路快速转化为实体产品，并标注创作者信息，这种闭环设计也有利于激励了创作热情。 

3.2. 品牌建设：品质化表达苏绣文化符号 

在当下的苏绣文创电商平台上，面临的主要痛点包括产品原创性不足、仿制品泛滥以及质量参差不

齐等问题。关键在于提升苏绣文化符号的品质化呈现，通过优化苏绣文化符号视觉传达，以创新设计语

言提升传播效果；完善品牌识别体系，强化品牌独特性与辨识度。这一策略既能彰显传统工艺的独特价

值，又能增强苏绣文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苏绣文化符号的视觉传达创新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在纹样设计维度，可采用现代构成手法重构

传统图案。通过对经典纹样的解构分析，提取核心视觉元素进行重组创新，形成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美

学的设计语言。以祥禽纹样为例，可对其形态特征进行几何化处理，运用重复、渐变等构成法则重新演

绎，适配于时尚配饰等现代生活用品的设计需求；在色彩应用层面，建议构建系统化的配色体系。在延

续苏绣典雅风格的基础上，引入色彩心理学理论与流行趋势研究，建立多场景应用的色彩数据库。例如，

可借鉴中性色调的搭配原理，将传统丝线色彩与现代流行色系有机融合，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开发差异化

的配色方案；在材料工艺方面，应探索跨媒介的表现形式。突破传统纺织材料的限制，研究刺绣工艺在

不同介质上的适应性表现。通过数字化技术辅助传统手工艺，如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优化刺绣路径，结

合精密加工技术提升细节表现力，实现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型。 
在品牌视觉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以苏绣文化符号为设计原点，建立完整的视觉传达系统。通过现代

设计手法将其转化为简洁有力的视觉符号。产品包装设计注重材质与工艺的有机结合，选用竹木、棉麻

等环保材料，在包装内部巧妙嵌入精致的苏绣工艺小品作为装饰细节，通过触觉与视觉的双重体验强化

品牌的文化属性。同时，开发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IP 形象，如创作一拟人化角色，其服装配饰均融入典型

的苏绣纹样元素。通过动画短片、社交表情包等数字化传播形式，讲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故

事。这种系统化的品牌形象构建策略，既保持了苏绣传统工艺的文化精髓，又通过现代化的视觉表达方

式，实现了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建立标准化的视觉应用规范，确保品牌形象

在不同媒介中的一致性表现，从而提升品牌的识别度与美誉度。 

3.3. 电商平台：专题化呈现苏绣文化符号 

电商平台有图像、颜色、图标、视频动画等非语言符号。这些视觉设计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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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也能让购物体验更好，这样就能提高购买欲望。所以，做专题化的电商平台界面设计，加入

苏绣文化符号是一个重要的视觉策略，这能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7]。 
在电商平台店铺页面，打造苏绣文化专题板块，为消费者营造沉浸式的苏绣文化体验。在电商平台

首页可以设立独立的 “苏绣文化专题馆”，以季度或节日为周期策划主题活动。例如，春季推出“绣春

江南”主题，围绕苏绣中常见的花鸟题材，展示以桃花、燕子、垂柳为元素的文创产品；中秋时节打造

“月映绣影”专题，将苏绣与传统中秋文化相结合，呈现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主题的刺绣作品。每个

主题专区都设计独特的视觉主形象，利用 3D 建模与虚拟现实(VR)技术，在专题页面中搭建虚拟的苏绣

工坊场景。用户进入专题后，仿佛置身于古色古香的苏州绣坊，能看到绣架上未完成的苏绣作品、摆放

整齐的绣线和工具，还能通过点击交互按钮，聆听绣坊内轻柔的苏州评弹背景音乐，感受苏绣文化的历

史韵味。同时，在场景中设置引导员角色，以虚拟人物形象为用户讲解苏绣的历史、工艺和文化内涵，

增强用户的代入感和文化认知。 
在产品展示界面可以增加苏绣文化延伸，呈现苏绣文化符号体系化。界面中除了常规的产品图片和

基本信息，为每件苏绣文创产品配备专属的文化故事卡片。卡片内容包括该产品所采用图案的文化寓意、

刺绣针法的特色介绍，以及设计师的创作灵感来源。例如，对于一款绣有牡丹图案的丝巾，故事卡片会

详细说明牡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富贵吉祥，介绍使用的散套针针法如何细腻地表现牡丹花瓣的层次

感，以及设计师如何从苏州园林中的牡丹园汲取创作灵感。此外，在产品详情页设置“文化拓展”板块，

链接到相关的苏绣文化文章、纪录片或学术研究资料，供用户深入了解。丰富苏绣文化符号的传播形式，

提升用户对苏绣文化的全面认知。 
在交互体验方面，通过创新界面交互设计将苏绣文化符号特色融入交互场景，构建一个多元、层次

化的互动体系。例如开发“指尖绣艺”模拟游戏，设置阶梯式任务系统：从基础的直线绣练习，到复杂图

案创作，用户通过完成不同难度任务，获取虚拟勋章、文创产品优惠券等奖励。结合增强现实技术，用

户可通过手机摄像头将苏绣图案投射至现实场景，实现跨空间的互动体验与社交分享。还可以搭建“苏

绣创意社区”UGC 平台，鼓励用户上传原创设计作品、分享刺绣故事。平台定期举办创意设计大赛，邀

请非遗传承人、设计专家组成评审团，优秀作品不仅有机会实现商业化转化，创作者还可获得与大师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同时构建垂直社群生态，通过话题讨论、直播教学、线下体验活动等形式，促进用户

深度互动，形成以苏绣文化为纽带的用户社群，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发展。 

4. 文化符号赋能苏绣文创产品的价值 

4.1. 推动苏绣电商文创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商业融合的语境下，文化符号作为苏绣艺术的核心要素，对苏绣电商文创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赋能意义。将苏绣蕴含的江南文化、精湛工艺及历史内涵，转化为可识别的视觉

与文化符号，能提升文创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深度融入经典图案、传统针法等文化符号，

既赋予产品艺术魅力，又满足消费者文化情感需求，强化产品与用户的情感联结。 
文化符号的运用有助于塑造差异化品牌形象，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推动文化传承创新。随着消费者

文化意识提升，以文化符号赋能苏绣文创产品，契合市场趋势，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商业价值创造的良

性循环。 

4.2. 助力苏绣文化数字化传播 

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文化符号对苏绣文创产品的深度赋能，成为推动苏绣文化数字化传播

的重要驱动力。苏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蕴含的传统图案、精湛针法、地域文化等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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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提炼与创新转化后融入文创产品设计，能够赋予产品独特的文化标识。当这些承载文化符号的文创产

品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数字化渠道进行展示与销售时，不仅实现了产品的流通，更形成了文化传

播的载体。 
借助数字媒体技术，苏绣文化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呈现形式得以拓展，从静态图案到动态影像，从

二维平面到三维虚拟场景，使消费者能够以更丰富多元的方式感知苏绣文化。用户在购买、使用文创产

品过程中，通过分享、互动等行为，进一步扩大苏绣文化的传播范围，促进苏绣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传承

与发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方式的有机融合。 

5. 结语 

研究通过对苏绣文化符号在电商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策略进行系统探讨，得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

和实践价值的研究发现。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是推动传统工艺现代转型的关键路径。 
借助数字技术，苏绣的针法技艺与艺术特质得以多维呈现，增强了用户体验与文化认同；品牌化策

略则通过系统化的视觉设计，强化了产品的差异化竞争力；而电商平台的专题化运营，进一步构建了沉

浸式的文化消费场景。这些策略共同推动了苏绣文化从传统工艺向现代消费品的价值跃升。 
未来，苏绣文创产业的发展需持续深化技术创新与跨界融合，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通过构建“技

艺传承–设计创新–市场转化”的闭环生态，苏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数字经济时代焕发新的生命

力，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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