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与财富

一、西湖绸伞的发展现状

西湖绸伞创始于1932年，享有“西湖之花”的美称，

以轻巧淡竹作骨，以精美丝绸作张面，绘有西湖风景装

饰，浓郁的江南风扑面而来。西湖绸伞最初由杭州都锦

生丝织风景厂研制，受国外丝绸伞的启发，设计者杜金

生利用丰富的丝绸和竹子原料资源，并与制伞人竹振

斐一同，克服了选材、伞骨工艺、伞面装饰等诸多困难，

最终研制成功[1]。

西湖绸伞因利用杭州本地独有的淡竹资源、杭州

丝绸和杭州西湖风景装饰图案这三项具有杭州特色的

创作设计风格而名扬天下，制作选材精良，工序繁复，

有擗竹、串骨、劈青、绷面、上架、穿花线、刷花、贴青等

18道手工工艺流程和丰富的品种规格。每一道工序的

技术标准都极其严格，对技术工人的技艺要求很高。西

湖绸伞主体由伞骨和伞面组成，伞骨是采用古老的套

合技艺，不用任何粘合剂。伞面采用丝绸加刷花、绘花

和绣花等装饰：刷花采用多种套色，以杭州西湖风景为

题材；绘花则采用中国传统国画的技巧，以仕女、花鸟

为主；绣花则题材多样，工艺精细，鲜丽秀雅，具有良好

的艺术效果。绸伞造型轻盈，设计奇巧，制作精细，高雅

美观，既很实用，又有艺术欣赏价值[2]。

经历多年的进步和积淀，2005年5月，西湖竹骨绸

伞正式入选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

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申报的伞制作技艺（西湖绸伞）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1月，西湖竹骨绸伞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名单[4]。

如今，西湖绸伞非遗传承人———宋志明大师一直

致力于对西湖绸伞的传承和创新。为了适应多元化的

市场，宋志明进行了多方研究和尝试，将西湖绸伞与其

他的非遗工艺相结合。另外，宋志明还在积极探索与专

业制伞企业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在开拓西湖绸伞的销

售市场的同时，不断提高西湖绸伞在公众的认知度和

参与度。

二、西湖绸伞传播现状调查分析

（一）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微信小程序开展，主

要投放渠道为微信群，回收时长为7天，共回收线上有

效问卷108份。

（二）数据分析及现状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45.37%受访者听说过西湖绸伞。

正如调查所见，目前西湖绸伞有一定的宣传基础，

但西湖绸伞的宣传工作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让更多

人了解西湖绸伞才能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宣传工作奠定

受众基础。

在已知西湖绸伞的售卖价格在几百至几千不等的

基础上，84.2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不会主动购买西湖

绸伞，仅15.74%受访者认为自己会购买西湖绸伞；在现

实生活中，如果有机会成为非遗技艺传承人，37.04%受

访者表示当学徒时的薪金与普通工作薪金相同时，愿

意；26.85%受访者表示当学徒的薪金保证生活温饱时，

愿意；13.89%受访者表示什么情况下都不愿意学习并

传承非遗技艺；12.04%受访者表示什么情况下都愿意

学习并传承非遗技艺；1.85%受访者表示当学徒薪金较

低时，也愿意；此外也有8.33%受访者持其他意见，有人

认为需看非遗技艺所占用的生活中的时间而定，不会

将非遗技艺作为主业，但可以作为兴趣发展；有人认为

如果知识作为一项技能或者爱好而不是工作时愿意学

习并传承非遗技艺；也有人认为需要看情况，虽然自己

感兴趣，但还是要看时间和精力等。由此可见，作为手

工艺商品，西湖绸伞制作需要消耗大量人力且技术要

求高，售价也因此较高，高定价导致其在大众中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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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高，仅小部分人有购买意向。不仅如此，西湖绸伞

本身不同于普通的雨伞，整体上西湖绸伞的观赏价值

大于实用价值。大部分人是以观赏，收藏，拍照等目的

来购买西湖绸伞的；看中西湖绸伞实用价值的仅占少

数。这就导致绸伞的消费人群整体占比不高。

大部分人对学习并传承非遗技艺有很大的兴趣，

但前提是学徒薪资与其从事其他工作的薪资相同时。

由此可见，大部分人有意愿传承非遗技艺，但往往受限

于现实薪金不高等原因而止步。

60.19%受访者的学校或居住社区没有开设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39.81%受访者的学校或居住

社区有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27.78%受

访者表示在学习相关内容之前，自己没有了解过非物

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72.22%受访者表示自己有了

解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其中在了解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后，40.74%受访者想要主动去

了解更多，29.63%受访者有参与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

想法，25.93%受访者表示无感，1.85%受访者有想要拜

师精修一门技艺并成为非遗传承人的想法，此外也有

1.85%受访者表示认为非遗传承工作很厉害且很有意

义，也有受访者表示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传承非遗

技艺。由此可见，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在大

众中普及度不高，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缺乏相关的课

程等宣传来促进大众对非遗的认识。非遗相关的课程

目前主要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其目的以引导大众的

兴趣为主，以培养技艺为目的开展的课程较少，普通大

众接触到技艺传授课程的机会较少。在了解过非遗相

关内容后，大部分人都表示想要进一步了解非遗，进一

步参与非遗相关的工作。

（三）总结

根据西湖绸伞传播现状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目前

西湖绸伞的传播主要面临两大方面问题。首先，西湖绸

伞本身存在售价不低，实用性不高的特点，导致西湖绸

伞的市场受众单一。其次，西湖绸伞制作技艺传承存在

学徒薪资不高，专业化的教学课程开展不足的情况，导

致西湖绸伞制作技艺的学徒较少。

三、融媒体时代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再生”的有效

策略

（一）什么是融媒体

融媒体是指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体的合并，如传统

媒体、印刷媒体、广播媒体、新媒体和互联网，以及通过

数字媒体平台的便携式和高度互动技术。[5]这形成了通

信、计算和内容的三者融合，因为这三者都通过技术进

行了整合。融媒体最相关的例子是智能手机，它将各种

媒体，如印刷媒体、广播媒体以及新媒体融合到一个单

一的设备中，执行各种功能，从通话和短信到摄影、摄

像、游戏等等。

融媒体是整合了各类媒介资源，保留了传统媒体

的优势，也赋予新媒体各项特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言，融媒体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融媒体对非遗

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

一方面，借助融媒体平台，能够丰富非遗的内容和传播

形式，扩大影响力，更好地推动非遗的传承。

（二）西湖绸伞在融媒体时代的尝试与成果

刘雅和王平在《媒体融合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播推广路径》[5]一文中提到可以通过多媒体平台构建传

播推广路径，充分利用好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数字媒

体的传播力，丰富非遗文化传播方式与手段。本次项目

从此方面入手，以西湖绸伞为例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

1.线上：多平台联动拓宽传播路径

（1）抖音平台

抖音2022年6月11日发布的《2022非遗数据报告》[6]

中提到，过去一年里抖音上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相关视

频播放总数达3726亿次，获赞总数为94亿，1557个国家

级非遗项目的覆盖率达到了99.74%。同时在抖音直播

和电商助力活动的帮助下，抖音非遗项目直播场次同

比增长642%，平台老字号品牌销量同比增长617%，濒

危非遗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60%。由此可见，抖音已成

为非遗技艺大放异彩的一个重要平台。该平台让许多

非遗工作者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让非遗更加生

动直接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为了拓宽传播范围，创新非遗技艺传播途径，让更

多人认识到西湖绸伞这一国家非遗技艺，西湖绸伞工

作室在过去一年内积极运营官方抖音账号，通过实景

跟拍的形式介绍了西湖绸伞的制作工序、制伞技艺以

及各项联名活动等，保证了每周更新2-3次的频率。累

计发布短视频70余个，其中包括西湖绸伞系列视频22

个；视频累计获赞数达2378次，粉丝数量增长至762名。

因此，非遗想要在传播上“新生”就必须要在形式

上做到创新。抖音作为当下热度极高的APP，使用人群

范围极广且能最大程度地利用人们碎片化的时间，将

宣传内容见缝插针地融入人们的生活。非遗传承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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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自身不同于其他非遗技艺的亮点并放大，在众多

视频中树立自己的风格。同时在画面的呈现和视频的

剪辑方面也要注重流畅和美感，让视频短却不失质感。

此外在视频主题的选择上，宣传人员要对当下的流行

趋势有敏感度，积极寻找既符合当代大众喜好又适合

非遗技艺的主题。并在视频下携带标签，利用大数据的

运算推送给更多感兴趣的人。

（2）微信平台

许多非遗人发现微信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和社交

性，于是纷纷开设微信公众号，利用新媒体的力量将非

遗技艺推向更加广阔的舞台。《2021年国内非遗微信公

众号研究报告》[7]中的数据显示，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

开设的“陇上非遗”公众号年更新推文超过1000篇，

2021年全年阅读量达到107万+，成功将甘肃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带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中，也为其他非遗技

艺的推广提供了成功案例。

西湖绸伞工作室也顺应这一形势开设了自己的官

方公众号，截止目前已更新推文15篇，累计阅读量

3000+，内容涉及线下活动、技艺介绍、IP联名等，关注

人数达到220人。但在运营过程中，绸伞工作室也出现

了发布时间不稳定、发布内容较杂乱、发布形式较单一

等问题。因此在运营非遗公众号时，工作者应注重账号

的稳定性、条理性和丰富性，稳定推送频率，避免长时

间不更新导致的活跃度降低和关注人群流失等问题。

同时在推文内容上要做到分门别类，通过设立专栏或

关键词等方式存放不同的推送内容，让读者可以轻松

找到想要阅读的文章。此外，公众号的推送内容要精而

不泛，积极利用自身亮点设计特色板块，形成区别于他

人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读者。在形式上也要突破图文

的限制，采用更多具有交互性、趣味性的方式与读者进

行交流。

（3）联名合作

自2020年工作室正式开始规划运营起，便积极与

其他领域的知名 IP进行合作。先后与蓝赏、网易

LOFTER、倩女手游等企业进行了联名，共同打造限定

西湖绸伞。此外，在2022年年末，西湖绸伞受河南卫视

邀请参与《国潮盛典》中《灯火流光》MV的拍摄，以其独

特的面貌述说了一曲“现代碰撞历史，国潮遇上非遗”

的文化长诗。

工作室微博账号的“2022微博创作者年报”中显

示，在过去一年中，西湖绸伞参与《灯火流光》MV拍摄

的微博是22年转赞评最高的一条图文微博，而与网易

LOFTER合作的视频也是22年最受欢迎的视频作品。

由此可见，与高热度的IP合作能很大程度地引起大众

关注，而联名本身对西湖绸伞也是一种创新。此类衍生

式传播已成为新时代非遗技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2.线下：让非遗走进课堂

为让非遗不再遥远，真切实际地走入大众生活，工

作室多次举行了“非遗文化进校园”以及季节性非遗文

化培训班等活动，让西湖绸伞的身影活跃在各个课堂

中。先后与杭州市青蓝青华实验小学、杭州第一技师学

院合作开展非遗课堂，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到杭州不

只有西湖，更有西湖绸伞；并能亲手体验制伞技艺，体

验工匠精神。此外，宋志明大师每年都坚持授课由浙江

省文化馆主办的“春季公益西湖绸伞艺术培训班”。在

培训班中，学员们在通过设计制作一把独属于自己的

西湖绸伞，切身地体会了西湖绸伞的精妙和美丽。

四、结语

西湖绸伞作为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播模

式的探索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而言具有普适

性。通过对西湖绸伞传播现状的分析，以融媒体理论为

导向，针对性地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化传播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湖绸伞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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