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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蓝丹寨：基于新媒体技术对蜡染非遗文化活化传

播的研究与应用
刘秋含 陈富美 吴必诗 赵文仙 耿菡

西南民族大学商学院，四川成都，610225；

摘要：贵州丹寨苗族蜡染艺术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对于整体蜡染艺术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学

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本文的目的在于挖掘苗族蜡染非遗文化采取活态创模式的可能性，利用当下快速发展的新媒

体技术，保留文化本身的精髓的同时结合当代受众审美和科技手段，针对不同人群有针对性的对产品进行设计，

发掘文化内涵，最终实现蜡染文化的“活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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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蜡染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

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蕴含和体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由于地势和历史等因素，贵

州丹寨县的传统手工艺十分丰富，得到了较好的留存和

保护。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全靠手工绘染的技艺由

本土化走向创新也迫在眉睫。通过研究贵州丹寨苗族蜡

染并运用新的技术拓宽非遗文化的传播途径，可以让其

被更多的人关注，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从多个角度

论述对蜡染非遗文化进行活化传播的意义，对于保护和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蜡染非遗文化概述

1.1 蜡染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自 2006 年苗族蜡染技艺荣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起，得益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与

大力扶持，其保护传承工作得以有序推进。根据中研普

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9年中国蜡染布行业产

销需求与投资风险分析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蜡染布

市场规模达到约 50亿美元，预计到 2027 年将增长至 80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约为9%，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和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在当下的发展进程中，也不

可避免地遭遇了一些挑战：蜡染技艺面临传承人老龄化、

后继乏人，且与现代审美脱节，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同时，市场推广不足，品牌影响力弱，导致消费者对蜡

染产品了解有限，难以鉴别优质作品，蜡染技艺面临失

传风险。

1.2 蜡染技艺的特点与价值

1.2.1蜡染技艺的特点
蜡染是一种以蜡为防染剂的传统印染工艺。制作过

程中，先将蜡加热熔化，用蜡刀蘸取蜡液在天然的棉、

麻、丝等材质的织物上绘制图案，然后将织物浸入染料

中染色，最后除去蜡质，露出白色或彩色的图案。蜡染

图案通常包括花鸟、山水、人物、几何图形等，色彩以

蓝、白为主色调。这些图案和色彩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

民族文化和审美观念。

1.2.2蜡染技艺的价值
蜡染作品凭借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繁复多样的图

案与绚丽多彩的色调，彰显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具

备强劲的经济带动效能。借由大力发展蜡染产业，能够

拓展出数量可观的就业岗位，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实现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1.3 蜡染非遗文化面临的挑战及活化传播的必要

性

1.3.1蜡染非遗文化面临的挑战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印染技术的不断进步，传

统的蜡染技艺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同时，在全球化的背

景下，传统的蜡染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竞争中，面临着

被边缘化的风险

1.3.2活化传播的必要性
通过活化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蜡染非遗文化

的历史、特点和价值，提高公众对蜡染非遗文化的认识

和关注度，为蜡染技艺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实现文化

与新媒体技术的良性互动。

2 丹寨蜡染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1 丹寨蜡染的传承困境
丹寨蜡染面临传承人稀缺困境，许多老艺人年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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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难以继续从事蜡染制作，而年轻一代对蜡染技艺的

兴趣不高，不愿意学习和传承这门传统技艺；丹寨蜡染

的市场需求相对较小，产品的设计和制作缺乏创新和时

尚元素，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制作工艺复杂，

成本高也是一大难题，由于采用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

生产效率低，使得丹寨蜡染的价格相对较高，难以与其

他产品竞争。

2.2 创新途径与策略
在创新设计理念方面，将现代审美观念与传统蜡染

技艺相结合，设计出更具时尚感和现代感的蜡染作品。

将蜡染应用到家居装饰、礼品包装、文化创意产品等领

域，拓展蜡染的应用范围。对于人才培养环节 ，通过

师徒传承、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培养更多的蜡染传承人。

同时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为他们提供实践机

会和平台，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设计能力的专业人

才。在推广与市场拓展上，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借助

短视频展示蜡染独特工艺与绚丽图案，打造具有地域特

色和文化内涵的蜡染品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开设直播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拉近与大众距离；借助

文化类公众号激发人们对蜡染的热爱，使其魅力远扬。

同时，通过展会、文化活动等多种渠道进行销售，提高

丹寨蜡染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最后，政府加大对蜡染非

遗文化的资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蜡染产业，为蜡染产业的发展创造

良好的政策环境。

3 新媒体技术在蜡染非遗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3.1 新媒体技术概述

在蜡染非遗文化传播中，新媒体技术发挥着重要作

用。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新媒体技术允许用户

与内容进行互动，让用户积极参与到蜡染文化的传播中

来。新媒体技术可以将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内容进

行融合，全方位地展示蜡染的制作过程、精美作品以及

背后的文化内涵。

3.2 新媒体技术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新媒体技术在蜡染非遗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通过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迅速将这一独特文化艺术传播至全

球，增进人们了解。新媒体平台提供交流互动空间，促

进蜡染爱好者间的联系。年轻人通过新媒体接触蜡染文

化，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传承与

发展，推动蜡染文化实现更广泛的“活化”传播。

3.3 丹寨蜡染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的新媒体传播实

践

在丹寨蜡染非遗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实践中，我们打

造线上线下融合的传播模式，通过以 DIY 定制化服务、

故事化内容创作以及线下举办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向受

众展现丹寨蜡染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为深化蜡染非遗文化传播，我们推出在线 DIY 定制

化服务，用户可按需选择图案、颜色等，由丹寨蜡染艺

人定制完成，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同时通过新媒体账号

分享相关知识，促进用户交流，培养忠实粉丝，形成粉

丝经济。这类创新融合模式将让蜡染文化在新媒体时代

焕发新活力。

线下方面，我们将在学校举办蜡染文化活动，借鉴

丹寨万达小镇线下店运营模式，将线下客流转化为线上

流量，从而扩大蜡染文化在线下的传播影响力度。

4 蜡染非遗文化活化传播的效果评估

非遗蜡染在新媒体传播中的表现可以从多个维度

进行分析，以下是对其曝光量、点击量、互动量、目标

受众认知度以及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分析：

4.1 曝光量、点击量、互动量：

新媒体平台为非遗蜡染带来前所未有的传播机遇，

迅速累积大量曝光。凯里市非遗直播带货曝光超 176 万

次，安顺市传承人线上线下联动提升知名度。抖音“蜡

染”话题播放量超 8亿次，成为年轻人了解非遗蜡染的

窗口。设计师成昊的推广视频收获 28.4 亿次播放和近

280 万点赞，极大提高蜡染知名度。观众通过点赞、评

论、转发等互动表达喜爱，直播带货的实时互动更增强

了参与感。年轻传承者通过创新短视频和直播赢得高人

气，实现广告、销售和订单盈利，展现非遗蜡染在新媒

体时代的勃勃生机。

4.2 目标受众认知度：

新媒体传播使得非遗蜡染的目标受众认知度显著

提升。例如，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参与国内外艺术节以

及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这一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此外，蜡染企业利用社交媒体、

网络广告和KOL 合作等新媒体渠道，将传统艺术与现代

时尚融合，拓宽市场，吸引年轻消费者。

4.3 市场占有率：

蜡染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市场占有率也在逐步提升。

例如，2023 年某品牌在“双 11”活动期间的销售额达

到了500 万。此外，蜡染企业通过精准推广策略，如数

据分析和用户画像，能够精确定位受众，提高营销效果。

非遗蜡染虽获新媒体广泛传播，提升了曝光度和认

知度，但受高成本、低产量限制，难以满足大规模市场

及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市场占有率有待提升。新媒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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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蜡染带来新机遇，也带来挑战。企业需积极应对，

不断创新进取，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提

升非遗蜡染的市场占有率。

5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5.1 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文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在问卷的

设计过程中，借鉴国内外学者比较成熟的量表，并结合

本文的具体问题设计了各个变量的测量题项，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如表 2所示，本文的调研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个人背景信息；第二部分主要是

被调查者关于非遗蜡染在新媒体传播影响研究的基本

情况等关联问题，例如“您是否在网络平台上刷到过有

关蜡染的相关视频？”，方便后期筛除无效问卷；第三

部分主要是度量大众在新媒体平台中购买非遗蜡染特

色产品的购买意愿的 4个题项。

5.2 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表

频数分析结果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女性 215 58.58 58.58

男性 152 41.42 100

年龄

18岁-22岁 264 71.93 71.93

18岁以下 44 11.99 83.92

23岁-25岁 59 16.08 100

对蜡染非遗文化了
解程度如何

了解一些 140 38.15 38.15

完全不了解 87 23.71 61.85

很了解 140 38.15 100
是否在网络平台上

刷到过有关蜡染的
相关视频

否 130 35.42 35.42

是 237 64.58 100

对蜡染非遗文化的
兴趣程度如何

有些兴趣 144 39.24 39.24

没有兴趣 78 21.25 60.49

非常感兴趣 145 39.51 100
是否曾经参与过蜡

染非遗文化相关活
动或体验

否 197 53.68 53.68

是 170 46.32 100

合计 367 100 100

5.2.1性别分布

图 1 性别分布饼状图

如图 1所示，女性（58.58%）较男性（41.42%）更

积极参与蜡染非遗文化调研，或与女性对传统手工艺文

化的亲近感及文化消费活跃度有关。

5.2.2年龄分布

图 2 年龄分布饼状图

如图 2 所示，18-22 岁年轻群体是调研主体

（71.93%），对蜡染非遗文化充满好奇，推广潜力大。

18岁以下（11.99%）和 23-25 岁（16.08%）人数虽少，

但不可忽视，需针对不同年龄段制定推广策略，扩大受

众范围。

5.2.3网络平台接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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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平台接触情况饼状图

如图 3所示，64.58%受访者在网络平台刷到过蜡染

视频，显示网络成蜡染文化传播重要途径。但 35.42%

受访者未接触到，表明网络推广有拓展空间，需加强精

准推送与内容优化。

5.2.4对蜡染非遗文化的兴趣程度

图 4 感兴趣程度调查饼状图

如图 4 所示，超七成受访者对蜡染文化有兴趣

（39.24%“有些兴趣”，39.51%“非常感兴趣”），为

蜡染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针对21.25%“没有兴趣”

者，需调整传播策略，提升蜡染文化吸引力。

5.2.5参与蜡染非遗文化相关活动或体验情况

图 5 参与蜡染非遗文化相关活动或体验情况饼状图

如图 5所示，46.32%受访者参与过蜡染非遗活动，

53.68%未参与。需收集已参与者的反馈优化活动，同时

加大宣传力度，设计多样活动吸引未参与者。

调研显示，蜡染非遗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有认知基础

和高兴趣度，网络平台传播效果好，但仍有了解不足和

参与度低问题。后续应精准多元推广，利用网络提升知

名度、影响力和参与度，推动可持续发展。

5.3 结果分析

5.3.1哪些方面了解蜡染文化

图 6 了解蜡染文化途径柱形图

如图 6所示，受访者更倾向于通过自行阅读相关书

籍和亲戚朋友的介绍来了解蜡染文化。网络推文或视频

介绍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相对于书籍和口碑传播，

其影响力稍弱。当地文旅局在蜡染文化推广方面的影响

力相对较小，可能需要加强宣传力度和创新宣传方式，

以提高公众对蜡染文化的认识和兴趣。

5.3.2蜡染非遗文化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图 7 调查蜡染非遗文化的当代意义柱形图

如图 7所示，蜡染非遗文化在多方面展现其价值：

文化交流与传承（63.22%）及经济发展（61.04%）为其

主要贡献，前者作为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后者则通过

产品销售促进就业与旅游业。此外，蜡染还以其独特艺

术魅力（46.05%）受到传统艺术爱好者的欣赏。虽然“其

他”（28.88%）占比较小，但显示了蜡染在教育、社区

建设等方面的潜在价值，表明其多方面影响力。综上，

蜡染非遗文化在多个领域均发挥重要作用。

5.3.3 DIY 您更倾向于设计哪种风格的蜡染产品

图 8 调查更倾向的蜡染产品风格柱形图

如图 8所示，DIY 蜡染产品中，文艺范（62.4%）和

复古风（57.49%）最受欢迎，体现消费者对艺术气息、

复古元素和文化深度的追求。民族风（43.32%）和流行

美（32.43%）也有市场，分别满足了对传统民族特色和

时尚潮流的需求。这些偏好反映了人们对个性化、文化

价值和审美多样性的重视。蜡染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吸引了不同消费者，使其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广泛吸引

力。



科技创新发展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 1卷8期 JZK publishing

5

5.3.4哪种产品会让您增加购买欲望

图 9 调查能增加购买欲望的产品类型条形图

如图 9所示，蜡染产品中艺术品（69.21%）和装饰

品（55.86%）最吸引消费者，因其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

服饰（39.24%）和生活用品（34.06%）也有市场，反映

消费者对蜡染艺术在不同领域的喜爱。整体看，消费者

追求美好生活品质，倾向于购买具有艺术性和审美性的

蜡染产品。因此，蜡染产品的设计和推广应注重艺术价

值，以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产品吸引力。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新媒体技术为蜡染非遗文化传播带来了新渠道和

方式，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技术有效吸引更多受众关注，

使文化传承更生动直观，增强了互动性，促进活化传播。

线上线下融合的传播模式突破了传统宣传的距离限制。

线下艺术展览、DIY 体验等活动与线上社交媒体、图文、

短视频等手段互补，使蜡染文化传播更具广泛性和深度，

吸引更多观众并带动线下参与。此外，DIY定制化服务

和故事化内容创作更是提升传播效果的关键，定制化服

务让消费者深入了解文化并成为宣传者，故事化创作提

升了文化价值和共鸣，从而增强传播效果。

6.2 研究展望

在蜡染非遗文化传播上，仍有完善空间。未来可探

索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推送，提供沉浸

式体验和个性化内容。同时，加强与政府、文化机构合

作，推出跨领域文化活动，促进蜡染保护与传承。通过

资源共享和合作，提升项目可持续性和影响力。此外，

探索直播带货、短视频挑战等新媒体形式，吸引年轻群

体，扩大蜡染文化影响力,有助于蜡染非遗文化的进一

步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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