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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惊艳亮相的中

式园林与餐具；2017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

主场里让观众爱不释手的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创意刺

绣产品；北京国际时装周上浓墨登场让设计界为之着

迷的布依族文化……这一件件“复活”的民族文化作

品，是北京市科委支持科技与设计融合创新的成果。

近年来，北京市科委加快推进“设计之都”建设，强

化“科技+文化+设计”模式创新服务,助力民族传统

文化传承、保护与弘扬，探索北京科技、设计资源与

民族地区需求对接的新机制。

传下去：精准扶贫进行时

我国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里一颗璀璨明珠。但在经济高速

发展的今天，一些民族传统文化却面临着消失的威

胁。以传统刺绣为例，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仅靠刺

绣无法维持生计，年轻绣娘离去，老绣娘也逐渐老

去，民族传统手工艺后继无人，面临着失传。然而，

精美的民族手工艺品的强大吸引力却从未消失。

在 2017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

中，“科技扶贫 精准脱贫”展区获得了观众强烈“点

赞”。走进展区，精美绝伦、富有贵州浓郁民族风情

的服饰、纯手工立体勾花女包、蜡染制品等手工艺品

一一映入眼帘，吸引了许多参观者驻足。

“这些蜡染制品都是我们招收的少数民族地区贫

困女生做的，”北京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燕难掩自豪之情，“我们每年在贵州招收 50—80 名

少数民族贫困女生，全额资助并教授她们刺绣、蜡

染、绢人等传统手工艺。几年来，已经有近 200 名贫

困女生顺利毕业，成为传统手工艺人才，年收入最

高的达到 10 万元。在成功帮助家庭脱贫的同时，也

希望她们通过手艺改变命运，带动周边，改变家乡

的贫困现状。”

依文·中国手工坊两位身着布依族传统服饰的绣

娘现场“秀手艺”，用布依族的小绣片为参观者进行 T

恤改造。“经过我们的培训和设计师的改良，她们一

天可以绣两件，收入近百元，”依文·中国手工坊品牌

总监包唐韬指着一张绣有布依族纹样的绣片介绍称，

“我们还启动了‘绣梦计划’项目，在未来三年内，

培训 1000 名有潜力的贫困绣娘，在黔西南地区建立

1000 家绣梦工坊，每家绣梦工坊至少拥有 5 位绣娘，

每家工坊每年保证有五万元订单，从而保证每个家庭

年收入达到一万元。同时不断帮助提高传统工艺产品

的设计、制作水平和整体品质，让他们拥有永久脱贫

能力。”

“科技扶贫，北京在行动”。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北京市认真贯彻落实扶贫开发战略，积极发

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将科

技扶贫同科技援疆、科技援藏、对口帮扶和区域合作

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技成果推广、服务平台建设、

创新要素对接、知识技能培训等途径，在对口支援新

疆和田和西藏拉萨，对口帮扶内蒙古赤峰和乌兰察

布，同河北、河南、云南、贵州等省区市开展区域合

作的过程中，将北京丰富的科技、成果、人才、资

本、服务等创新要素同当地资源禀赋相结合，因地制

宜，创新模式，帮助当地贫困群众降低成本、增加收

入、提高技能、改善条件，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

“造血式”扶贫模式，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探索了新

鲜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活起来：科技力量来加分

“数字沙盘、数字地图”，点击一个院落、一个房

间，就可以从大屏幕上了解他们的历史信息；“数字

书法”，可以让你临摹 《兰亭序》，并给出评分；“数

字绘画”，根据每一只鸟的特点进行了复原，点击

它，鸟就活了，可以蹦蹦跳跳，叫声悦耳，进一步点

击，还可以研究它们的羽毛……

这些都来自故宫文创 APP。近年来，故宫文创产

品“火”了。2016 年底，故宫文创产品已达 8700 多

种，已上线的 8 款 APP 平均下载量上百万次，线下商

店最高销售额每天超过 10 万元，总营业额超过 10 亿

元，人气空前火爆，以 《故宫日历》 为例，2016年年

底共印刷了 28.5 万册。2013 年开始，故宫系列出品

APP，2016 年苹果从上万个免费 APP 里评出三十家高

质量 APP，故宫系列占到三项。这些“赶潮流”的方

式让故宫成为了热搜榜上的常客，而其中的加分点归

功于科技、设计创新的力量。

文创产品的火爆离不开科技与文化的融合，离不

开相关科技部门的支持。长期以来，北京市科委一直

致力于以科技和设计创新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一方

面鼓励、支持相关企业针对需求，开展技术研发、服

务。传统文化保护方面，与故宫博物院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加强科技在文物保护、修复、安防等方面的应

用，围绕故宫文物保护修复科技需求，部署建设文物

无损检测与交互展示系统。与市文物局合作，建设文

化遗产资源库、文物元素数据库，助力颐和园、卢沟

桥历史博物馆等完成数字化转型，帮助首都博物馆开

展古玉器鉴定研究、书画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创新传

承传统文化方面，基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传

统文化资源利用与传承有机融合，围绕文物、典籍、

民俗、手工技艺等各类文化，创新应用大数据、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推动文化元素提取、检索与

开发利用服务平台建设，搭建中国风土民情传播平

台、古典图籍文化元素提取服务平台等，形成“传统

文化资源+现代设计元素开发+特色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产业链条，并已应用于“北京礼物”、外交、国

宴、北京 2022年冬奥会等用品开发。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与北京雪莲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成立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融合设计联合研究

中心”，着力开展传统图案基因在服饰和工艺品领域

设计应用研究，满足雪莲集团在传统设计与现代时尚

融合设计中的需要，已形成 38个系列服饰产品，产生

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500 万。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蒋

彦婴老师基于几百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基因，2015年策

划推出首个以非遗文化基因再创造设计的主题展，设

计内容涉及到夏布织造技艺、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

桃花坞木版年画等多项非遗元素，用创意百出的新设

计，展现了非遗基因在衣、食、住等现代生活中的可

能性。

另一方面，整合北京优势资源与当地产业要素对

接，推动产业协作。以科技入滇、科技援藏、京筑合

作等为契机，发起“设计志愿”活动，整合 50余家优

势企业资源入滇、入黔、入藏、入筑，对接当地特色

资源，促成依文、唐人坊等 12家企业在贵州、云南等

地建立工作站、成立创新中心，联合开展手工艺培

训，建设印染、纺织等技术服务平台，建立设计博物

馆、设计图书馆等，推动北京优质资源在当地落地，

服务当地产业升级。其中，唐人坊在贵州开办唐人坊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每年免费招收近百名少数

民族学生，学习传统手工艺制作，还专门聘请技艺高

超的民间工艺美术家和手工艺传承人，教授学生们学

习濒临失传的民族手工艺，截至目前，已培养数百名

学生成为手工艺传承人；2013年，唐人坊在惠水县建

立的民族服饰博物馆，收集非遗传人的作品用于观摩

和教学，馆藏民族传统服饰、绣片、蜡染及银饰等西

南地区珍贵的手工藏品数百件。2015年，木真了成立

“湘西非遗工作站”，开发设计了大量结合传统文化与

现代生活的创新产品，获得国家及地方的认可，并结

合苗族、土家族等民族手工艺及民族特征，设计了服

装、饰品等旅游产品。

2015 年，“云科·东道品牌创意创新中心”成立，

这是北京市科委、云南省科技厅支持东道品牌创意集

团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

“科技入滇”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具体举

措，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在云南开展品牌顾问与创

意设计服务，深入挖掘并提取彝族传统民族因素，通

过创新设计将民族文化融入现代科技产品开发之中，

推出了一系列民族文化创意产品，让彝族文化“活”

在当代生活。

今年年初，北京市科委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

化宣传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达成长期合作关

系，围绕民族地区资源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实际需

求，推动首都科技、设计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融合，

探索科技创新成果向民族地区转化的模式，汇集联通

更多优秀资源，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打造特色品牌，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加新供给、培育新消费，

为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更多实效，为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走出去：让世界看见手艺之美

“让世界看见中国手艺之美，让民族文化活起

来、走出去”，这是所有民族文化传承者的心声。

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由于经济和历史

的因素，相对闭塞，难以走出当地，即使走出去，如

果没有设计的加工和提炼，传统的民族元素的文化内

涵难以被现代人接受和理解，正如东道品牌创意集团

相关负责人所说：“创新设计更多的是把传统民族文

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通过创新设计的手法，对民族

元素进行提取、设计、再生，帮助民族文化走出大

山，走向世界。”

不久前圆满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北京市设计创新中心承担了论坛的整体品牌形

象、城市灯光、国宴国礼等项目的设计工作，在保障

论坛顺利进行的同时，以设计创新的方式向世界展示

了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特 色 ， 提 供 了 高 规 格 的 “ 中 国 服

务”。例如东道品牌创意集团以渐变色的金、蓝色两

条丝带为主元素，设计了“峰会”的会徽及整体品牌

形象；北京工美集团为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领导人及配偶设计了体现北京历史文化或地域

特色风貌的纪念礼品；清华同衡以中国水墨画中“水

墨山水”和“金碧山水”为主题，借用中国传统的绘

画技法“染、皴、勾”承担了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

范区 2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夜景照明工程设计，包含环

湖山体、岸线、建筑和以范崎路为主的景观道路照

明；华江文化为欢迎晚宴设计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

餐具、座位卡、菜单及全场置景。

将布依族传统的图案以及元素进行提取和创新应

用，让民族的元素以现代的、时尚的新面貌呈现，是

依文·中国手工坊“发现—整理—创新—应用”模型

的成功实践。在今年 3 月份结束的北京国际时装周

上，布依族民族元素首次通过时装秀的形式展示给世

界，国内两百多家媒体、国外 170 多家媒体的共同报

道让全球 8000 多万人同时认识了“布依文化”。时隔

近三个月，包唐韬仍抑制不住激动，“9月我们还准备

把布依族文化带到伦敦时装周，让英国的设计师和企

业也能用上布依族的元素去做创新设计，而且通过手

工坊线上数据库的匹配，能够为绣娘带来稳定的订单

和收入。”他透露，手工坊数据库试运行以来，已有

二三十家企业主动接洽，为 1000多名绣娘开拓订单承

接渠道与绣片产品的销售，通过中国手工艺联盟企业

和全球设计师资源，实现了对 200 多位绣娘产品的再

设计、生产和国际输出，建立了良性循环的商业模

式，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设计师和消费者去认识、

运用中国传统手工艺。

未来，依文·中国手工坊还将在欧洲乃至全球范

围内，建设中国时尚文化展示中心，让中国手工坊成

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又一座桥头堡、链接器，将中国

手工艺匠人的作品带上国际舞台，让他们被世界看

见、被世界尊重。而经过现代美学翻译、整理的少数

民族纹样库，也将源源不断地给来自全球的设计师提

供创作灵感，让世界聆听中国故事，惊叹中国设计，

爱上中国产品，让来自中国的时尚态度影响世界，让

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据悉，2017年 9月 19日—27日在“民族地区文化

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专题研讨班”培训期间，将召开民

族地区创意服务联盟成立大会，该联盟将成为建设民

族文创产业创新服务平台连接供需双方的链接纽带，

提供项目对接、人才培训服务、展览与国际推广等活

动，未来计划引入文创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推

进区域合作，推动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下一步，在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方面，北京

市科委将继续以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面临的科

技问题为主要内容，推动成熟适用的先进技术落地，

提升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以丰富

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产品供给为目标，通过成立联

盟等形式，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进北京优秀设计研

发资源与民族地区的文化创意发展需求对接；以民族

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丰富资源为基础，促进成熟技

术、设计创新落地转化，形成特色品牌，促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增加新供给、培育新消费。以市场为导

向，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以提升民族

地区自主创新能力为方向，建立人才交流、培养、引

进互动机制，畅通优势资源落地渠道，推动先进理

念、经验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应用。

“科技+设计”
让民族文化大放异彩

①唐人坊蜡染文创作品
②东道设计师现场演示民族图案提取
③依文参加科技周精准扶贫板块
④以彝族传统文化元素开发的文创用品
⑤⑥⑦毛纺织及擀制技艺再创意设计

⑦⑦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⑥⑥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