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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符号学理论，开展现代语境下壮锦产品的解读，提出壮锦文创产品新方法体系，创新

壮锦文创 IP 转换途径，提升壮锦文创产品文化影响力，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方法 引入地理空

间数据库技术为构建纹样数据库收集数据，以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为理论指导，从语义、语构、语用等

层面解读壮锦的深层内涵，并构建壮锦文创产品 IP 开发转化模式。结论 对壮锦的语义、语构、语用进

行现代语境梳理剖析，并提出壮锦文创产品 IP 开发路径，应用时代性营销手段和方法实现壮锦文化资

源到产业的转换，最终形成壮锦传统工艺—壮锦文创产品—壮锦文创 IP 升级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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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IP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Semiotic Theory 

WANG Y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1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terpret Zhuang brocade artworks based on semiotic theory in modern context, so as to 

propose a new methodological system for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novate the way to transform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P, enhance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Geospatial database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to 

build a pattern database to collect data, and Morris semiotics triad was used as the theoretical guide to interpret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Zhuang brocade from the levels of semantics, semantic structure and semantic use and construct a pattern 

for IP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semantics, semantic 

structure and semantic use of Zhuang brocade are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in modern context and the IP development path 

of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proposed. Th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industry is realized by applying contemporary marketing means and methods, which eventually forms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traditional Zhuang brocade craft –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P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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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锦是我国壮族织锦的简称，又称僮锦、广西棉

等，在广西境内主要留存于崇左靖西市、来宾忻城县、

南宁宾阳县、河池环江县和崇左龙州大新县等地。壮

锦是壮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工艺手工制品，早在明朝

万历年间，“万字菊花锦”和“万字菱纹锦”和龙凤

纹图案的壮锦就被定为贡品，和云锦、蜀锦、宋锦并

称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并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1-2]。壮锦充满浓郁的地域气息和独特的民

族风格，从设计图案来看，主要以几何、植物、动物、

文字、器物等图案为主，体现了壮族人民与当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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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和谐相处并映射到作品中。从色彩构成来看，

主要以红、绿、黄、蓝为基本色调，色彩对比强烈，

表现了少数民族强烈朴实的审美情感。从工艺技艺上

看，壮锦具有的通经断纬、挑花结本及三梭织法工艺

织制方法极其复杂，显示了壮族人民的心灵手巧。壮

锦被广泛应用于壮族人民服饰及日常用品中，是壮族

人民独特的文化代表符号。总之，壮锦承载着壮族人

民悠久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情感感受和独特的审美意

识，在新时代多元文化冲击背景下，借助壮锦文创设

计，实现壮族非遗文化的复兴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社

会意义和实践价值。 

1  壮锦工艺非遗产业发展现状 

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是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内容。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著作权、商标权、专利

权和地理标志等措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

保护。这些政策文件充分体现了非遗文化作为我国文

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新

性转化，才能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保护和传承。发

展非遗文创产业也是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

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入乡村旅游各环节，培育一批乡村非物

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基地。 

目前，壮锦传承发展尚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文化与审美的缺失（很多壮锦产品只注重了形式，

并未体现民族内在文化和审美内涵）、劣材和次工泛

滥市场（部分壮锦商品一味追求经济效益，降低产品

质量和工艺）、原创度不强（壮锦产品和瑶族、苗族

工艺产品区分度不够，大同小异，呈现低水平同质

化）、传承力弱（受现代化生产技术影响，手工制品

利润微薄，手工艺人选择放弃传统工艺而外出务工）。

究其原因，市场逐利原则严重影响了壮锦传统手工艺

制作；各民族生活方式呈现同质化趋势，对本民族的

文化理解弱化，缺乏对民族传统工艺传承和保护意

识，当外来文化涌入时，放任了本民族的工艺文化的

消极变迁，传统手工艺制作工艺后继无人现象普遍存

在；政府对民族文化传统工艺变迁的引领还需不断加

强，对传统工艺消极变迁需进一步强化干预措施。 

由此可见，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非物质文化保护、乡村振兴等领域对壮锦传统工艺的

传承与创新提出了时代新需求，壮锦工艺结合文化创

意产业方向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符合当代语

境下的时代需求。文创产品设计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基

石，文创 IP 则是结合内容营销的更高形式，把壮锦

传统工艺的独特文化内涵赋予文创产品和文创 IP 之

中，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而且对壮锦传统工

艺也起到了反哺作用。 

2  文化元素符号化分析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理论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符号内涵、发展变化规律和与人类活动间的关系。

20 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一门新学科即

符号学，他认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这

一对范畴构成了欧洲符号学研究的基础概念。美国哲

学家皮尔斯和莫里斯基于逻辑学和语义学的角度对

符号学进行了全面研究，莫里斯认为符号学作为一种

元语言，可以分为语构学（研究符号间的结构形式关

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和

语用学（研究符号与其环境和解释者的关系）[3]。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4]认为

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

造。符号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发展，最终衍生出设计符

号学，对文创产品设计中符号的构建和意义的阐释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 

文创产品行业在引入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

通过设计实践拓展应用范畴。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乌

尔姆造型学院开始研究符号学理论在产品设计中的

应用。20 世纪 80 年代起芬兰工业艺术大学组织研究

了语义学在设计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果和存在的问

题；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提出了包括符号学应用

的系统、模式、产品、服务、品牌等综合性工业设计

流程[5]。近年来国内设计工作者也对符号学的文创产

品设计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田原等[6]基于皮尔斯符

号三元关系理论进行了齐河文化地域文创产品设计。

杨熊炎等 [7]使用莫里斯符号三分法对侗锦文化元素

进行了提取和文创产品设计。韩文兵等[8]基于符号学

理论完成了“泥泥狗”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李淳等[9]

基于莫里斯符号学开发了洪江古商城商道文化文创

产品。诸多成功案例充分体现了符号学理论体系应用

于文创产品设计的生命力，当然，在设计实践过程中，

也发现了符号学应用过程存在的问题，周涛等[10]研究

了文创符号设计门槛问题和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偏离

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壮族主要分布以广西为中心，东至广东连江，西

达云南文山，南临北部湾，北通贵州从江的南方广大

区域，壮族在历史悠长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创造出了

诸多神话、传说、技艺、音乐、美术等文化资源。《布

洛陀》长诗即是壮族神话故事的集大成者，它以诗歌

的形式，描述了远古人民的日常生活，壮族的民族图

腾尤以蛙图腾最为有名，崇左市花山岩壁上就有明显

的蛙神形象，这些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壮锦的设

计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源泉。壮锦是壮族妇女独创的手

工艺品，通常以棉纱为经、丝线为纬。经线一般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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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纬线用各种彩色，壮锦图案美丽、色泽艳丽、工

艺精细、实用性强，被广泛应用于头饰、衣物装饰、

围裙、背带、腰带、挎包、被面和毯子等。根据历史

记载，唐、宋时已有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传统的

花纹图案外，还创新了 40 多种新的花纹图案，这些

非遗瑰宝为壮锦符号学解译与文创产品 IP 转换提供

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素材。 

3  壮锦符号学要素及文化 IP 分析 

基于莫里斯语义、语构和语用符号学理论，为尽

可能体现壮锦文创产品的文化内涵，减少产品设计过

程中的壮族文化要素丢失，提出了一个基于符号学的

壮锦文创产品 IP 开发模式，见图 1—2。首先从语义

层面整理分析了壮锦文化要素集，其次从语构层面

分析了壮锦代表性形态、色彩、工艺构成形式特征，

最后从语用层面分析了壮锦文创产品 IP 孵化路径。

具体实施路径为语义的时代延伸与转化、语构的提

炼与演变、语用的 IP 化营造方法，最终形成了壮

锦传统工艺、壮锦文创产品、壮锦文创 IP 的升级

产业链。  

 

 
 

图 1  基于符号学的壮锦文创产品 IP 开发模式 
Fig.1 Semiotics-based IP development pattern of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图 2  壮锦文化 IP 转化 
Fig.2 Transformation of Zhuang brocade cultural IP 

 

3.1  壮锦语义分析 

3.1.1  壮锦样本数据库构建 

对收集到的壮锦原始素材，引入地理空间数据库

建 库 技 术 [11] ， 采 用 GIS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软件建立素材获取地点信息数据，并将壮锦

影像图片存放在工作空间的影像文件夹下，建立壮锦

素材地理信息数据库，生成壮锦要素标签集。 

壮锦样本数据主要包括壮锦样本影像数据、实地

照片、采样点矢量数据和壮锦属性信息数据表。样本

数据要求影像纹理清晰、装饰特征明显；壮锦纹理和

光谱信息丰富、色调均匀、反差适中。为了快捷查询

获取样本数据及其基本信息，按照不同壮锦类型建

库，属性信息数据表中包含了壮锦分类名称、影像源、

时间、样本尺寸、纹样、图形等，见图 3—4。 

 

 
 

图 3  壮锦样本数据库的组成 
Fig.3 Composition of Zhuang brocade sampl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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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壮锦样本数据库示例 
Fig.4 Example of Zhuang brocade sample database 

 

3.1.2  壮锦纹样语义分析 

壮锦的语义是文化价值认同的核心。壮锦纹样图

案的形态是壮族民族信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

化内涵、象征意义等的物质载体。它是一种显性的文

化因子，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审美

价值等[12]。壮锦纹样图案源于壮族的生活，从纹样图

案演变过程中也能看出壮族文化丰富的语义内涵。壮

锦纹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壮族的文化符号，借助符号

学语义分析壮族神话传说、历史风俗、宗教信仰、地 
 

域特征、艺术审美等其他隐形特征，解读壮锦纹样的
象征意义。壮锦纹样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源于壮
族远古陶纹铜鼓的几何纹；二是源于自然崇拜和原始
崇拜的植物纹和动物纹；三是源于壮族日常生活场景
与民俗的人物纹与器物纹；四是源于壮族文化或汉字
的文字纹（见表 1）。壮锦通过不同纹样的组合，并
以谐音、类比、比拟、表象等方式来表达象征语义，
解读壮锦的显性语义与隐形语义，理解壮族深层次文
化内涵，为文创产品设计及 IP 衍生品开发等提供了
丰富内容。 

表 1  壮锦纹样语义提炼 
Tab.1 Example of the semantic refinement of the Zhuang brocade pattern 

类型 纹样名称 图形 提炼 内涵 

井字菱形纹 

  

井纹是对水神的崇拜，寓意人丁繁衍像泉水般源远流长 

几何符号纹 

太阳纹 

 

太阳纹是少数民族出现频繁的纹样，产生于人类早期的太阳崇

拜，壮族民间有祭日的习俗，体现出壮族人民对太阳的崇拜 

万寿菊纹 

 

菊花盛开在百花凋零的秋天，象征坚贞高洁，又称为长寿花，

寓意吉祥如意，对花的图腾崇拜 

植物纹 

八角花纹 

 

八角花是壮锦中一种常见的花纹，也是广西常见的植物，寓意

自来壮族主管生育的“花婆”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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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类型 纹样名称 图形 提炼 内涵 

植物纹 凤凰树花纹 

 

凤凰树花是壮族希望得到“花神”的呵护，过上美好、安宁的

生活，这是壮族精神世界的具体表现 

鱼纹 

 

壮族人民生活的区域江河密布，鱼纹表达了生生不息、代代繁

衍的深厚内涵，是高度抽象化的生殖崇拜 

凤凰纹 

  

壮族创世神话中有神鸟救人的故事，所以壮族对鸟崇拜上升到

凤崇拜，凤纹与其他纹样组合又有龙凤呈祥、鸾凤和鸣等寓意

蝴蝶纹 

 

蝴蝶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和美丽的外表，有爱情的寓意。在广西

其他少数民族对蝴蝶崇拜，壮族受影响也对蝴蝶原始崇拜 

动物纹 

夔龙纹 

  

壮族先人古越人不少以蛇为图腾。龙这一形象是在以蛇为图腾

的民族在不断兼并其他动物为图腾过程中形成的 

人物纹 羽人纹 

 

羽人纹除了是反映壮族鸟图腾崇拜外，还有祖先崇拜的色彩，

表达了壮族先民从鸟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的过渡 

文字纹 寿字纹 

  

壮锦的文字纹可以分为汉字和古壮字纹。“寿”在壮锦中以主

题花显示，寓意长寿，文字纹表达了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1）几何符号纹：太阳纹、连珠纹、回字纹、水

波纹、云雷纹、线纹、方格井花纹、方形纹（长方形、

正方形）、菱形纹、交织纹、弦纹、羽状纹等。 

2）花纹：菊花纹、桂花纹、梅花纹、卷草野花

纹、木棉花纹、莲花纹、石榴花纹、水仙花纹、牡丹

花纹、葫芦纹等。 

3）动物纹：凤纹、龙凤纹、蛙纹、狮子纹、白

鸡纹、鱼纹、蝶纹、鹿纹、牛纹、犬纹、羊纹等。 

4）人物纹（含器物纹）：羽人纹、蛙人纹、刘三

姐纹、对歌人物纹、铜鼓舞蹈纹、铜鼓纹、绣球纹、

花篮纹、铜钱纹等。 

5）文字纹：寿字纹、福字纹、囍字纹、卍字纹、

回字纹、其他吉祥语“万事如意”“长命百岁”纹。 

3.2  壮锦语构分析 

壮锦的形式构成主要以抽象、概括、变形、夸张、

对称、均衡等方式来表达。从视觉形式上，壮锦的主

要构成要素抽象归纳为点、线、面、色彩、构图、材

质等。分析壮锦上述要素构成规律、色彩归纳、材质

工艺等关系，更能充分地理解织造者意图的符号编

码。此外，从文创产品设计符号学应用角度，基于特

定的设计目的和设计理念，针对性地挖掘壮锦美学语

构要素，辅以现代美学设计方法，最终形成文创产品

概念设计。 

3.2.1  纹样复合构成节奏韵律 

在壮锦图案的构成上常用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

的表现方法，而单元形采用单独纹样或者复合纹样，

几何纹是壮锦的主要装饰纹样[13]。壮锦纹样图案具有

几何造型和线性感强的艺术特点，第一类几何纹，以

单线和复线的方格纹、井字纹、菱形纹、交织纹、弦

纹、太阳纹、连珠纹等为基础组成单独纹样，用平纹

编织出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纹饰，构成风格简洁朴

实，具有重复统一的几何纹图案；第二类首先以多种

形态、大小不同的几何纹组成复合图形（如大小井字

纹组成复合图形），再以交叉的菱形纹为骨架穿插其

中，构成形式感强且层次分明的复合纹样；第三类以

几何纹为底，以植物、动物、器物、文字纹为图案，

这类纹样在壮锦中最为常见。如壮锦经典传统样式

《翔鹭四凤朝阳夔龙纹壮锦》，先以二方连续和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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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骨架组合构图，再以四边形、六边形、八边形

和菱形规律组合其中，在上述几何纹中又规律镶嵌翔

鹭鱼、四凤三阳、大小夔龙、菊花、回字、连珠等主

题性复合图案，形成对称均衡、对比调和节奏韵律的

构成效果。 

3.2.2  色彩斑斓地域风格鲜明 

壮锦的色彩艳丽而厚重，与材质的朴实形成鲜明

的对比。“色彩的不同的配合给我们不同的印象，所

以色彩的配合自有一种表情”[14]。色彩具有表达情感

的功能，一个民族选择色彩的偏好不是任意而为的，

壮族亦如此[15]。壮锦在色相上偏向红色系的色彩，偏

向暖色调，在纯度上偏向高纯度的色彩。在色彩构成

上擅长使用高强度对比，对比色与互补色在色彩上经

常大胆出现，桃红配翠绿，木红配湖蓝是壮锦色彩的

常用对比方式，体现为视觉效果强烈、装饰风格浓厚。

壮锦锦面一般采用 4~5 种色彩，部分追求更繁复的效

果甚至用到了 7 种色彩，再搭配图案进行有规律的应

用，从而达到繁而不乱的效果。壮锦用色以暖色系红

色调为主，体现了壮族母系原始崇拜的意味，配以部

分冷色调达到冷暖的色彩心理均衡，在比例、平衡、

对比、统一中相互比较应用，呈现了华而不俗、艳丽

又质朴的民族地域色彩风格。 

3.2.3  通经断纬织制工艺巧妙 

壮锦纹样的手工织制方法极其复杂，具有通经断

纬、挑花结本及三梭织法的显著特点。通经断纬就是

在壮锦织机的停止织锦的状态下，由人工盘织彩纬

线，织物正面显示彩纬的花色，而不显花色的彩纬线

不参与交织浮于背面[16]。挑花结本是壮锦织制的核心

环节，简要来说就是根据已经画好的意匠图，以棉线

为经线，丝线为纬线，经线对照意匠图的纵格，纬线

对照意匠图的横格进行挑与织的过程。壮锦织制工艺

有二梭法、三梭法、四梭法，其中三梭法最能代表壮

锦传统织制技艺的特点。三梭技艺第一梭起花纬、第

二梭织地纹纬，第三梭织平布纹。三梭织法织制的传

统壮锦不仅精致美观而且结实耐用，但是缺点是费工

费料，所以批量化生产一般选用二梭法。 

3.3  壮锦语用分析 

在语用层，设计者经综合分析目标产品、美学传

达意图、产品可实施性等要素后，选用适合的设计方

法，完成壮族文创产品设计。主要表现在，一是从设

计者角度出发，对壮锦文创产品和原始壮锦进行比照

分析，确保壮锦文化要素和美学表达的准确再现；二

是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借助问卷调查法/同类产品

横向对比法等分析方法，设计者寓情于物，用户群寓

物于感，借助壮锦文创产品，实现设计者和消费者的

美学共识和情感共鸣，推动了壮锦非遗文化的表达和

传播，从而有效提升壮锦文创产品对受体客户群的文

化宣传广度和深度。通过分析壮锦在当代语境下的应

用情境，以及其应用的语用载体和语用功能分析，有

利于深入理解壮锦的使用价值及价值，并发现新时代

背景下壮锦设计开发的途径。 

3.3.1  壮锦的语用载体 

壮锦主要用于服饰与日常用品，在传统壮族村落

中，壮锦主要用于背带、被面、服饰、定情信物、烟

包、挎肩包、包袱等日常用品的装饰中，且被视为极

珍贵的日常用品和礼品。壮锦的用途始终贯穿于壮家

人繁衍生息的环节中，如壮族婚礼上，壮锦被面被视

为极其珍贵的嫁妆，壮锦也被用来装饰新房，壮锦门

帘一般装在新人卧室门口，以“喜”字图案、龙凤图

案、花纹图案为主，“喜”字和汉族意义相同，龙凤

代表壮族新人，花纹代表壮族掌管繁衍生育的女神花

婆。再如孩子满月时外婆及亲友要送来壮锦做的背

带，寓意孩子健康成长，体现了壮族母爱的传递与延

续。正是因为其特殊的意义，背带上各种花边纹衬托

中心图案，中心图案一般是象征花婆的花朵，有时也

装饰吉祥鸟、代表平安等吉祥寓意的图案或文字。随

着时代的发展，壮锦还被定制成各类文化创意产品，

如靠枕、茶几垫、沙发布、挂包、提包、桌旗、窗帘、

服饰、床上用品等。 

3.3.2  壮锦的语用功能 

壮锦除了有日常生活用品的使用功能外，更重要

的是象征符号价值的载体。让·鲍德里亚认为，“作为

一种物，由于它能够被标识而被特殊化了，这种物担

负着表征不同的地位、声望及时尚的内涵”“当交换

不再是纯粹的转移的时候，当物（交换的物质介质）

也不再仅仅作为转移中的物而存在的时候，物才可能

成为一种符号。物如果在其建构的关系中消解了自

身，那么将转向象征性价值”[17]。壮锦在作为一种“物”

的价值时，除了有使用价值还有符号价值，如上文所

说的壮锦门帘，除了遮挡视线的使用价值外，还具有

礼仪象征功能，随意掀开新房的红色壮锦门帘，会被

认为是极大的冒犯行为。 

当下，消费者提到壮锦必然联想到壮族文化，壮

锦代表着壮族深层次价值认同与文化共鸣，它已成为

壮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并为 IP 营造提供了丰厚的

价值理念与文化材料。 

4  壮锦文创产品 IP 开发 

壮锦作为广西地域性非遗文化资源具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但是以往的壮锦传承发展遭遇了不适

应现代生活语境和价值审美的困境，所以当前必须厘

清地方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对壮锦的语义、

语构、语用进行现代语境梳理剖析，应用时代性营销

手段和方法实现壮锦文化资源到产业的闭环系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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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形成壮锦传统工艺—壮锦文创产品—壮锦文创 IP

的升级产业链。 

4.1  语义的时代延伸与转换 

语义主要表现壮锦的文化价值观，是最能实现壮

锦 IP 核心层的价值认同的内容。以往壮锦有很多“老

经典”题材，用好这些“老经典”强化故事内容创意

力，进行传统题材驱动与增加体验价值构造多元价值

体系。 

4.1.1  传统题材驱动开发 

传统题材驱动开发，通常借鉴民间故事或传说等

传统题材进行周边衍生产品设计，并赋予产品设计感

与故事性。故事性设计，首先应充分挖掘传统手工艺

的背景材料，包括壮族独特的自然地理、神话传说、

非遗文化、历史溯源、工艺流程等；其次，要注意趣

味性强且具有感染力的重点诉说，而且整个题材故事

设计时要有逻辑性，围绕题材有层次有节奏的叙述；

最后，文创产品需恰如其分地融入故事情节中，不能

牵强附会。如壮族民间故事《一幅壮锦》就是极具百

越民族特色的代表性传奇故事之一，将其故事感性化

并通过产品设计具象化，使相关文创产品具有鲜明的

民族特色，从而增强壮族文化的传播影响力。 

4.1.2  体验设计价值引导 

文创产品设计除了具备文创产品“文化性”和“创

意性”外，更应注重产品的“体验价值”。在壮锦工

艺转化文创产品过程中，设计师应该在感官体验、行

为体验、分享体验、情感体验上找到切入点。 

1） 感官体验。设计师应从视觉、听觉、味觉、

触觉、味觉的五感中找到切入点，将此类设计元素运

用到文创产品的载体中，使消费者在主动或被动参与

中获得感官体验和思维体验，从消费者的认知、语言、

记忆、想象入手设计文创产品，提升消费者对传统手

工艺的认知程度并得以感悟内在的文化价值。 

2） 行为体验。指文创产品在使用中，通过行为

过程产生的体验。行为过程设计应用是在文创产品中

寻找事物之间在操作、使用等行为中的相似性。 

3） 分享体验。指引导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体验

进行分享，主要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方式，以

线下熟人分享为主；另一种是线上分享，如把文创产

品购买或者使用过程分享到小红书、抖音、快手、知

乎、B 站、朋友圈等潜在人群中，增加特定人群对文

创产品的关注乃至推崇。 

4） 情感体验。指文创产品的设计把用户的情感

需求与产品进行情感承接，是前面几种体验的更高层

次，具体方法有五官交互、氛围重现、记忆互联。 

4.2  语构的提炼与演变 

语构是壮锦文化材料的表现形式，是承载壮锦文

化认同的载体。壮锦图案、材料、工艺元素衍生设计

是现代 IP 转化的基础，寻求图案形态、材料、工艺

等语构形式与现代文创设计载体的关联是最直接有

效的设计手段。 

4.2.1  归纳典型提炼样式 

归纳典型提炼样式是文创产品最常见的设计方

法，将壮锦工艺品中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性的图案或色

彩提取出来，应用到文创产品的造型装饰上。这类

文创产品在市面上最为常见，除了直接提炼应用外，

还有采用形状方法与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方法对

纹样进行设计演变创新[18]。现有的形状文法主要有

仿自然语言的改进形状文法[19]、分层形状文法[20]、

参数化的形状文法[21]等，通过形状文法对纹样进行

解构、提炼、群组、简化、重构等方式，将传统纹

样 转 化 为 适 合 现 代 生 活 审 美 所需要的产品构成形

式，见图 5—6。 

 

 
 

图 5  壮锦元素形状文法演变 
Fig.5 Evolution of the grammar of the shape of Zhuang brocad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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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壮锦元素二方/四方连续演变 
Fig.6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Zhuang brocade elements in two/four directions 

 
4.2.2  转换材质扩展功能 

文创产品设计要考虑其承载形态与实用功能，当

产品的造型或功能发生改变，也要有相应的材料与工

艺作为生产支撑。壮锦手工织制技艺非常复杂，1 个

熟练工 1 天仅能完成 1 m 左右的手工挑花织锦，所以

在日常壮锦产品中，通常只有核心部位采用手工织

锦，其他采用机制织锦甚至是丝网印刷图案，部分传

承人认为这改变了手艺的核心价值。然而笔者认为，

壮锦的核心价值不仅体现在工艺价值，更体现在文化

价值。在传承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壮锦的

工艺及材料进行转化，适应现代生活的审美需要，不

失为壮锦保护性生产和创新性发展的新途径。如图 7

所示万寿菊手提包，就是笔者课题组在提炼广西靖西

市壮锦万寿菊典型样式的基础上，根据纹样的文化特

征要素，应用现代材质设计出的壮锦文创产品。 

4.3  语用文创 IP 营造方法 

壮锦的传承与创新的最终目的不是单一地打造

壮锦的文创产品，而是面向市场的壮锦文创 IP 系统

营造。人们应从营销手段上的对传统的壮锦文化进行

打磨，形成 IP+故事、IP+场景、IP+传播的合力效果，

见图 8。 

4.3.1  IP+故事 

营造产品 IP 核心在于内容张力，故事性又是内

容张力首要打造的要素。文创 IP 必须具备故事性，

要按照“新、奇、独、特、美”的特征不断强化内在

价值，形成多元价值体系[22]。超级故事需要具备以下

特征：一是有情感的锚点，引起情感共振；二是打造 

 

 
图 7  万寿菊手提包 

Fig.7 Example of marigold-shaped hand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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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壮锦 IP 开发转化图 
Fig.8 Transformation chart of Zhuang brocade IP development 

 
具有人格化的差异性故事；三是故事根据现代语境在

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壮族有很多优秀的故事原型，

源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潜意识，可以通过描述性

细节、剧情模式、角色典型等，唤起受众潜意识的情

感共振[23]。在壮族历史文化故事资源中，部分内容已

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认同，需要根据现代语境和

消费者的喜好，对故事进行不断完善、逐步更新和快

速迭代的创意打造。比如充分考虑人格化的差异性，

舍弃以往原型神话中英雄形象“高大全”且无所不能

的叙事模式，根据现代语境塑造有血有肉、有缺陷、

有瑕疵、有温度、更贴近消费者生活的平民英雄 IP。  

4.3.2  IP+场景 

场景其实是一个产品逻辑，即通过占领场景的心

智，建立场景强关联[24]。在新文化经济背景下，“符

号+场景”模式的应用更加广泛，其基本构架即首先

深入挖掘文化元素内生产力，其次借助符号化重构实

现呈现文化传播与商业营销，最终形成文创 IP 衍生

品与文化娱乐活动相互交融的产业链[25]。地域性文化

资源以往的使用场景多局限于小范围、小场景、单一

性的状态，壮锦以往的主要购买场景是赶集圩市，使

用场景是壮族村寨内以衣饰、背带、门帘、挂包、烟

袋等日常用品，后开发产品也多用于作为工艺品展

示，文化影响力、传播力委实有限。而优秀的产品文

化 IP 都善用场景的力量，如红牛与长途驾驶、江小

白与新生代聚会等。把壮锦工艺转化为壮锦文创产品

之后，可以凭借文创产品的多渠道、多融合、强关联、

跨界性等特征打造多样化的 IP 场景。以广西壮锦博

物馆艺术主题餐厅为例，构造壮锦文创 IP+餐厅场景，

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传播“见人、见物、见生活”

为理念，把壮族传统工艺的实物静态形式以动态多元

化文创传播场景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中，让壮族传统工

艺“活起来，动起来”，以新文化业态形式助推广西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此案例在场景中，首先通过建筑

外立面及内部壮族风格装修形式烘托氛围感；其次，

以广西特色饮食场景吸引大众自发地对壮族传统工

艺进行探索；再次，通过游学、工艺坊制作等活动加

深大众对壮族传统工艺的切身体验；最后，在展示销

售空间达成文创产品消费目的，见图 9。 

4.3.3  IP+传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文创的文化 IP 传播方

式也从传统媒体移植到社群媒体及网络平台等多元

化媒介。壮锦新文创 IP 的打造，除了应用专业视频

媒体外，还可以通过受众使用高频的社交媒体（如微

信、小红书、哔哩哔哩、抖音、快手等）及网络平台

（如天猫、京东、唯品会等）进行先“种草”传播，

实现叠加生活方式赋予社群用户情感价值，从“社交

声量”到“社交增量”，以多种落地方式使获客降本

增效，然后实现渠道变现[26]。传播策略可以根据移动

互联网的特点以内容生产为核心，进行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 ， 用 户 创 造 内 容 ） 和 PGC

（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创造内容）协

同共创传播；以科技为驱动，通过 5G、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

现实）、MR（Mixed Reality，混合现实）、云计算等

方式进行传播，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空间全

景化、体验全时化、沉浸式 IP 体验，以跨界方式增

加传播影响力。跨界方式能使传统文化资源 IP 挖掘

更多潜在用户，扩展传统文化 IP 的传播领域。北京

山海策空间设计公司设计的交互系统“纺织”一匹锦

缎，将空间投屏程序设置在平板触摸屏上，游客通过

用模拟的梭子来回滑动控制空间投屏的效果，达到用

光影织出五彩锦缎的效果。此类以科技为驱动的新技

术，会带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是未来文创数字化发

展的方向。壮锦文创 IP 可以借助不同形式的跨界产

品，进行深度传播，最终实现以情景剧、互动体验、

网络直播、交互装置、虚拟仿真等多种形式组成壮锦

文创 IP 跨界传播矩阵，把壮锦文创 IP 和消费者的兴

趣、需求相关联，将消费场景中的展示、体验和交易

环节紧密相扣，以内容营销、公益营销、情感营销等

多种方式丰富跨界品牌的人文艺术价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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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壮锦艺术博物馆艺术主题餐厅 
Fig.9 Restaurant themed on Zhuang brocade museum art 

 

5  结语 

壮锦是壮族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借助符号学语
义、语构、语用分析，把壮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
实现文创产品到文创 IP 开发，通过 IP 的核心价值达
到价值认同与文化共鸣。壮锦 IP 从内到外可以分为
三个层面，分别是内核层价值认同、中间层承载价值
认同的文化素材和最外层的表现形式。系统研究壮锦
的符号学内涵，优化设计开发策略方式，形成壮锦文
创产品到文创 IP 的产业升级，为传承广西壮族非遗
文化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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