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域文化资源的当代转换：数字赋能与文创设计

专题序言

地域文化资源作为区别于自然资源的一种特殊的资源，是一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交融的文化

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利用价值。时代的发展意味着地域文化资源在当代必然要发生转化，以

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赋予了文创设计和文化消费更多

的可能性，催生出众多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数字赋能地域文化资源转换是践行“着力赓续中华文

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代要义的强大动力，是新时代文化创意设计在

理念和实践探索上的创新与突破。这对于传承地域文化、实现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

本期专题论文围绕“地域文化资源的当代转换”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基于文化转译理念下甪直水

乡妇女服饰的数字文创设计路径》一文以甪直水乡妇女服饰为切入点，将地域文化与数字化技术进行

融合，产出具有传承价值和创新性的数字文创产品，以此探索传统文化的活化路径。《AIGC视域下的传

统纹样创新设计研究——以宋代生色花为例》一文聚焦了宋代生色花纹样，采用AIGC技术

进行既具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生色花纹样创新设计，文中所构建的模型框架为传统元

素的活化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图像叙事：数字视域下传统图式的当代转化和创意路径》一文

探讨了传统图式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呈现方式和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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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转译理念下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数字文
创设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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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甪直水乡妇女服饰为切入点，将地域文化与数字化技术融合，产出具有传承价值和创新性的数字文创产品，以此探索

传统地域文化的活化路径。通过实地调研、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等方式，深入挖掘服饰文化的深层内涵和潜在价值；接着运用

文化转译方法展开对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视觉符号的提取与转译，打造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 IP，进行数字文创设计开

发。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与数字文创的融合，不仅为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而且为传统

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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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Path of Women's Clothing in
Luzhi Water Township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ZHANG Jing, SHU Xiaping*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With women's clothing in Luzhi Water Township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work aims to integrate regional

cultur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duce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inheritance value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explore the activ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e deep

connotation and potential value of clothing culture are deeply explored. The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method is used to extract and

translate the visual symbols of women's clothing culture in Luzhi Water Township, create the IP of women's clothing culture in

Luzhi Water Township, and carry out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s clothing

culture and digital cultural creativity in Luzhi Water Township not only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s clothing in Luzhi Water Township, but also provides new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reg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digital cultural creativity; women's clothing in Luzhi Water Township; cultural IP

随着数字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数字文创产品已

成为承载创意新需求的重要媒介。在这一背景下，优

秀传统文化在数字化创新设计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潜

力，特别是新时代的青年群体，他们对高质量、富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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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的数字文创产品有着日益增长的需求[1]。这一

趋势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

以及对审美趣味的提升，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

承与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可能性。

甪直水乡妇女服饰作为苏州地区独有的文化遗

产，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稻作农业文化和地域特

色。《史记》记载：“吴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

火耕而水耨”由此可见早在五六千年前吴地地区先

民就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技术 [2]。甪直水乡妇女服饰

是当地妇女在从事稻作农业过程中创造，并经过一

代代演变而来，历经千年的积淀与发展，这一服饰已

由当地农村妇女在稻作农业中的实际需求，逐渐演

化为吴地劳动人民服饰的典型与代表, 成为地域旅

游文化资源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

水稻产地的工业化进程，这些民间服饰逐渐失去了

其原有的文化土壤，成为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日常生活中几乎难觅其踪迹。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

独特的文化遗产，2006年，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方政府也积极

采取行动，通过建立博物馆、传习所等方式，致力于

这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周民森和谢云泉[3]在《吴中

区创建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艺术之乡浅析》中强

调了将这一服饰作为地方特色文化进行推广的重要

性。李宛夏 [4]在《活态传承，助推苏州甪直水乡妇女

服饰发展》中指出只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紧密

结合，让其在现实生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才能实现

真正的活态传承。

近年来，随着现代设计理念的广泛传播与融合，甪

直水乡妇女服饰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开始

受到学者和设计师们的广泛关注。例如，梁惠娥等[5]

在《甪直水乡妇女服饰元素解析及其在文创产品中的

设计应用》中，对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进行了深入的元素

解析，并探讨了这些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具体应

用方法。周丹[6]在《近代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文化研

究及其文创产品设计》中，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研究领

域，提出了符合现代语境的文创产品开发思路。然而，

尽管已有学者对甪直水乡妇女服饰在文创产品中的应

用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但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

仍显不足。具体而言，目前对于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

化的利用和呈现方式尚显有限，文创产品的形式相对

单一，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同时，在数字化技术迅猛

发展的背景下，对于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数字化文创

设计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大的空白。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从符号学角度引入文

化转译的方法，探讨如何通过文化转译的方式，深入挖

掘水乡妇女服饰中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进而构建独特

的水乡服饰文化 IP，并将其融入现代数字文创设计中，

以实现甪直水乡服饰文化的创新传承。

一、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文化因子提取及转译

方式

（一）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文化转译思路

1. 转译的概念

“转译”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转译本意是指一

种文字通过媒介语被翻译为另一种文字特殊的翻译行

为[7]。而本文所提及的文化转译，实际是在转译思想

的引领之下，围绕传统文化所实施的一系列深入剖析

的举动。通过全方位且细致入微地对传统文化的内涵

与特质予以挖掘，进而对其进行充满创意的表达，采用

全新的模式来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8]。并且在此

基础上，对其展开再构及传播，使传统文化能够以一种

更为契合时代需求、更易被大众理解与接纳的形式呈

现在众人面前。这一整个过程并非仅是单纯的文化传

递，而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升华，促使传统文化在

当今社会环境下能够焕发出崭新的活力，拥有更为广

泛的影响力及更为深远的价值。

2. 转译的思路

基于文化转译视角的甪直水乡妇女服饰创新设计

研究，旨在通过文化转译理论，探索如何将甪直水乡妇

女服饰的独特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呈现出一

种融合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视觉意象表达 [9]。

本研究不仅聚焦于服饰设计的款式、色彩、面料等外在

表现，且更加深入地挖掘和传承服饰背后所承载的丰

富文化意义、历史底蕴和社会价值。

因此本文基于物质、行为及精神三个层面，有序且

系统地推动文化转译工作。通过对甪直水乡妇女服饰

的造型特点、行为习惯及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后，将

该服饰中各个具有代表性的因子，进行层次递进式地

提炼、创新与设计，从而达成符号化表达和视觉化呈现

之目的。在此过程中，充分借助数字化技术，将甪直水

乡妇女服饰文化 IP转译到数字文创产品中。例如，通

过设计相关的应用 app，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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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相关知识，或者结合现代审

美趋势和市场需求，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 IP形象，为

文创产品增添更多的附加值和吸引力，以此拓展非遗

文化保护的活态发展路径。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转

译思路（见图1）。

（二）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因子提取

提取甪直水乡妇女服饰不同层次的文化因子，是

其文化转译的基础所在[10]，这有助于充分认识、理解甪

直水乡妇女服饰，并有效地展开转译。

1. 水乡服饰造型特征提取

首先，需对水乡妇女服饰的造型款式、色彩以及图

案特点展开分析。水乡服饰的款式丰富多样，涵盖包

头、肚兜、大襟拼接衫、拼裆裤、襡裙、束腰、卷膀、绣花

鞋等“八大件”[11]（见图2），并且每种款式均具有其特定

的功能性作用。例如，包头巾不但能够压住头发以防

止遮挡视线，还兼具防尘保洁、挡风御寒、遮阳抗晒等

诸多功能，其设计精巧地契合了水乡妇女的日常生活

与劳作习惯。

图2 甪直水乡服饰八大件（图片来源：吴文化博物馆）

在工艺方面，水乡服饰运用了独特的拼接拆卸技

术，常见于包头、拼接衫、作腰、作裙、拼裆裤及卷膀等

品类。妇女们在拼接过程中会精心挑选耐磨、耐洗的

面料进行搭配，由于劳动妇女上衣的肩部与肘部均为

易磨损之处，故而进行此类拼接，一旦出现破损，可进

行局部更换，而非打补丁，既实用又美观。在拼接时，

妇女们还极为注重整体造型的匀称与协调，她们通过

对不同颜色、质地及图案的面料予以巧妙搭配，促使服

饰在视觉上呈现出和谐统一的美感。

在图案选择上，由于水乡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农耕

为主，因此，植物纹样成为了水乡民间服饰中备受欢迎

的题材[12] ，例如牡丹纹、荷花纹和梅花纹等，除了植物

纹样外，水乡民间服饰中还有丰富的组合纹样、动物纹

样和几何纹样。组合纹样通过巧妙地组合与搭配，将

不同元素融为一体，展现出水乡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

性，动物纹样以其生动形象的描绘和独特的象征意义，

为服饰增添了趣味性和文化深度，而几何纹样则以其

简洁明快的图形和富有节奏感的构图，展现了水乡人

民对美的独特理解和追求，（见表 1）。在色彩运用层

面，水乡妇女服饰的基本色调主要涵盖黑、白、青、蓝、

绿等，而这些色彩极为巧妙地与水乡自然环境中的黑

瓦、白墙、青禾、蓝天及绿水相互融合[13]。与此同时，在

服饰中亦融入了部分鲜艳色彩以作点缀，促使服饰于

深沉之中不失淡雅之韵，于淡雅之中又具俏皮之感，于

俏皮之中亦不失艳丽之态，进而构筑成了水乡服饰显

图1 文化转译思路图

表1 图案元素提取

分类

植物

纹样

动物

纹样

几何

纹样

组合

纹样

实物纹样 纹样内容

荷花、牡丹、

小碎花、蓝

印花等

蝴蝶等

盘长纹、万

字纹等

荷花、小桥、

流水、人物、

蝴蝶、牡丹

等相互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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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地域特色及别具一格的审美风格。

2. 水乡服饰行为习惯提取

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使用场景与行为习惯，随着

年龄的变化展现不同的个性化审美追求。在服饰的款

式设计、色彩搭配及装饰元素等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妇

女均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色彩选择上，老年妇女偏爱

深沉且单一的色调，如深蓝、墨绿等，这些色彩不仅彰

显了她们的成熟与稳重，也体现了她们对传统色彩的

偏好，而青年女性则热衷于对比鲜明、花俏的色彩搭

配，如鲜艳的红、黄、蓝等，这些色彩不仅展现了她们的

活泼与时尚感，也体现了她们对个性化和创新的追求

（见表2）。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水乡妇女会根据不同

场合选择不同的搭配方式，如劳作时穿着便于活动的

轻便服饰，节日时则换上更为华丽的装束。甪直水乡

妇女服饰承载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与信仰观念，如婚礼、

做寿、风俗活动等场合穿的服饰，都蕴含着吉祥美好寓

意。比如妇女结婚必备的三双绣花鞋，是由各种花卉

图案组成的“玉堂福贵”“福寿双全”“梅兰竹菊”的吉祥

语，寓意合家欢乐、富贵吉祥、和谐幸福、白头偕老，人

们将婚姻的幸福美满、家庭富裕兴旺的美好理想和愿

望，巧妙地组合描绘在新婚绣花鞋的花样之中，通过花

卉名称的谐音表达出来[14]。这体现了水乡妇女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这种通过服饰表达吉祥寓意的行

为，其体现的是一种“吉祥行为”。

3. 水乡服饰文化内涵提取

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甪直

水乡妇女服饰的艺术特征别具匠心，其形制、色彩、材

质、工艺及纹饰，不仅展现出劳动妇女们审美意识和当

地风土人情，更是甪直水乡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蕴

含着水乡妇女对吉祥文化、惜物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精神文化的诠释表达[15]。首先服饰上精美的图案、

细腻的刺绣等元素，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

现了水乡女性精神世界与情感追求。例如，常见的组

合纹样“蝶恋花”，不仅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更寄托了

人们对纯真爱情的憧憬和对幸福生活的祈愿；而植物

纹样“梅花纹”，又被称为“小妹壮”，则寄托了长辈对女

童健康成长、一生幸福的深深祝福；此外，几何纹样“盘

长纹”以其连绵不断、循环往复的线条，象征着财源滚

滚、爱情长存，体现了水乡女性对财富和爱情的双重追

求。其次甪直水乡服饰中的拼接衫，更是物尽其用理

念的生动体现，在布料的选择上，它巧妙地运用了各种

边角料进行拼接，将原本可能被遗弃的布料赋予了新

的价值，展现了对资源的珍视和合理利用。此外，甪直

水乡服饰的色彩与水乡环境相结合，这不仅是对自然

变化的敏感捕捉，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观念

的生动诠释。

（三）物质层的转译

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物质层的转译是对其文化的视

觉设计转译，注重“形”的转译。具体表现为将服饰的

款式、色彩、图案、材质等可视化元素以合适的视觉形

式展现 [10]，使其更具特色并符合现代受众的审美需

求。根据服饰的款式寓意、色彩寓意、图案寓意，从甪

直水乡妇女服饰丰富的元素中筛选出极具代表性的元

图3 物质层转译图

表2 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色彩年龄选择差异

穿着

人群

中老年

妇女

青年

女性

穿着提取 色彩元素 特点

深沉、

单一

鲜明、

花哨

注：图片来源严焕文摄《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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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文化 IP转译（见图 3）。在款式的转译上，对经

典的款式造型元素进行变形与组合，创造出既保留水

乡服饰特点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新样式；在色彩的转译

上，选取并归纳主题色，使配色呈现浓郁的水乡服饰风

情的色彩特点；在图案的转译方面，通过运用解构、变

形、重组等多样手法，设计出兼具传统与新颖特质的图

形（见图4）。择取了甪直水乡服饰里具有典型性的图

案纹样，并针对该纹样的轮廓实施了概括式的提取操

作，其目的在于保留其初始韵味，又可剔除繁杂的细节

部分，进而让图案更为简洁清晰。紧接着，展开图案元

素的解构进程，把各个组成部分逐一单独提取出来，运

用二方连续式排列、旋转式排列、自由式排列等排列形

式进行重新组合，以此形成全新的图案效果。在色彩

的处理环节，选用归纳后的主题色，对色彩的饱和度与

明度予以重新调配，力求在维持原有色彩基调的基础

上，为图案赋予更为鲜明和生动的视觉呈现效果。

（四）行为层的转译

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行为层的转译，旨在将水乡女

性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独特穿着习惯与行为模式，转

化为现代移动端交互设计中用户可感知、可体验的信

息架构与交互逻辑[16]。以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穿着过程

中的“吉祥行为”为中心，将服饰的使用习惯、使用场景

视作具体的操作行为和交互场景，以此转译甪直水乡

妇女服饰的行为层（见图 5）。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

“吉祥行为”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水乡女性会依据不同的

场合选择服装的款式、色彩、图案，以表达不同的寓

意。那么在移动端设计上，可以设计制定出根据用户

个人喜好和场合需求，选择或设计服饰的款式、色彩和

图案的交互界面与操作流程，从而表达不同的祈愿和

祝福的个性化服务[17]。同时，为了增强用户的参与感

和体验感，可以开发虚拟试穿功能，用户可以在虚拟环

境中实时预览所选服饰的穿着效果，并通过调整、对比

和选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搭配方案。为了促进用户

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设计社交分享功能，用户可以

图4 图案转译过程

图5 行为层转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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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搭配方案分享给朋友，或者接收朋友赠送的

虚拟服饰作为礼物，这种社交化的设计不仅可以丰富

用户的交互体验，也可以增强用户对产品的情感连接。

（五）精神层的转译

精神层的转译旨在呈现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中

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这一过程着

重于“意”的表达。甪直水乡妇女服饰不仅是一种服

饰，更是文化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忆，它见证了甪直水乡

妇女的勤劳与智慧，传承了江南水乡文化的精髓。在

转译过程中提取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价值，通过故事性、叙事性、情感化、环境塑造的

方法[18]，构思场景意象，塑造出富有文化氛围的情境，

进而造就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与情感上的感染，引发

用户的情感共鸣。值得一提的是，“情感化设计”的理

念在这一转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美国心理

学家唐纳德·诺曼所言，“产品必须是吸引人的，有效的

可理解的，令人快乐和有趣的[19]。”在如今全民体验的

时代，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物质层

面，他们更渴望在精神文化层面找到共鸣。因此，在展

示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时，不仅要呈现服饰的美感，

更要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将用户带入一个充满水乡

风情的世界，让他们感受到甪直水乡妇女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活哲学。同时，叙事性地梳理和展示服饰文

化的历史脉络，让用户更加深入地理解其背后的文化

价值，再通过细腻的插画、动人的音乐，有感染力的文

字，营造出一种充满文化氛围的情境，让用户仿佛置身

于甪直水乡，亲身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最后，环境塑

造也是精神层转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精心设计

的界面布局、色彩搭配和光影效果，塑造出一个既真实

又梦幻的甪直水乡场景，为用户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

冲击与享受。

二、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数字文创设计创新

（一）水乡服饰APP设计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文化APP在促进文化传承

与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地方文旅经济的发展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以甪直水乡妇女服饰及其相关元素设计了一

款名为《水乡之韵》APP。首先在引导页设计中，采用

动态图画的形式，通过展现妇女身着水乡服饰在稻田

中劳作的生动场景，为用户呈现了一幅美丽且富有生

活气息的画面，引发用户对水乡服饰文化的兴趣和好

奇心。其次是功能页的设计，包括七大功能板块：1. 文

化历史；2. 服饰欣赏；3. 创作中心；4. 虚拟试衣；5. 游戏

娱乐；6. 商城；7. 我的。

APP界面作为用户接触的第一感官，其界面的视

觉性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感官和体验[20]，因此在进行

《水乡之韵》APP界面设计时，将水乡服的款式与色彩

搭配融入其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服饰的精美细

节与独特风格。图标设计引入了水乡服饰的经典图案

元素，使得用户在浏览APP时一眼就能够感受到水乡

文化的独特韵味；在色彩选择上，以水乡服常见的蓝、

绿、白等色调为主，这些色彩不仅与水乡的自然环境相

得益彰，更凸显了其清新与雅致；在界面布局方面，注

重整体的疏密有致，通过合理的排版和布局，确保信息

的清晰传达，为用户带来了愉悦的视觉享受。

甪直水乡妇女服饰 APP 致力于打造一个沉浸式

的文化体验空间。用户通过这一平台，不仅可以了解

水乡妇女服饰的悠久历史、精湛制作工艺及其丰富的

文化内涵，还能亲身参与到各种互动体验中。APP内

设有创作中心与虚拟试衣功能，首先，用户需在 APP

的主界面上准确找到并点击“创作中心”这一入口。于

创作中心内部，用户能够目睹多种可供选择的服饰类

型，诸如上衣、裙子、裤子、配饰等。继而点击期望设计

的服饰类型，即可进入相应的设计界面，在该设计界面

中，用户可凭借拖拽、缩放、旋转等操作手段，对服饰的

款式予以调整。APP还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款式模板及

自定义工具，这使用户能够较为轻松地设计出契合自

身心意的服饰。用户能够选取不同的颜色搭配方案，

既能够针对服饰的每一个部分进行单独的色彩搭配，

也能够对整个服饰实施统一的色调调整，而且APP对

实时预览效果予以支持，如此便能为用户提供随时进

行调整的便利。此外，用户既可以从APP所提供的图

案库中挑选钟爱的图案，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案以进

行应用，该图案能够被应用于服饰的任何一个部分，并

且用户可以自由地对图案的大小、位置、角度等参数进

行调节，待完成设计后，用户能够进行保存操作，亦能

开展虚拟试穿，同时还可将其分享至社交媒体上，与朋

图6 创作中心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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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展示自身的创意成果（见图6）。

为了进一步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和体验感，APP还

特别设计了一系列趣味小游戏，如模拟农田劳作、体验

水乡游玩、参与节日庆典等，让用户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深刻感受水乡服饰文化的魅力。同时，APP还设有

商城功能，用户可以随时在这里购买到精美的水乡服

饰及其相关文创产品。

甪直水乡妇女服饰文化 IP的精髓在于深刻地传

递其文化内涵，这一核心元素不仅贯穿于整个文化体

验之中，更是构成其独特魅力的关键所在。此款APP

希望通过策划的丰富内容和多样化的功能，实现文化

体验、情感共鸣及文化消费等多重目标，让用户能够全

面而深入地了解和感受水乡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水

乡之韵》APP部分界面（见图7）。

（二）水乡服饰 IP形象设计

数字虚拟 IP形象是现代数字媒介传播中重要的

视觉形式，它可让用户在体验产品时获得情感交互，能

快速实现产品的情感价值赋能，对用户的黏度有积极

作用[21]。小女孩“璐璐”的 IP 形象设计，以 Q 版卡通风

格为基石，并融合江南女子可爱清新，形象温婉柔和的

特质（见图 8）。在“璐璐”的动作设计方面，其手中握

着一束金黄的水稻，这象征着水乡服饰与水稻的深厚

渊源，她面带微笑，仿佛正在体验丰收的喜悦。在“璐

璐”的服饰设计方面，款式上选取水乡服饰中的拼接

衫、绣花鞋、包头及襡裙等；在图案上，选择蝶恋花、荷

花纹样、梅花图案及盘长纹等富含美好寓意的图案，这

些图案不但美观大方，更寓意着幸福、吉祥和美满，这

些元素经归纳、创意演绎与重构后，以全新的形式呈现

在“璐璐”的 IP 形象设计中；在色彩搭配上，运用水乡

服饰经典色彩中比较鲜艳的色彩，使整体形象更符合

“璐璐”的年龄特点，既活泼又不失优雅。这样的设计

使“璐璐”的形象更加鲜活、立体，她仿佛成为了水乡文

化的使者，通过她的形象设计，希望可以使人们更为直

观地感受到水乡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结语

基于文化转译理念，在对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进行

数字文创设计的探索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文化

与现代技术融合所带来的巨大潜力，通过深入研究甪

直水乡妇女服饰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将其独特的

元素进行了转译和再创作，使其以全新的数字文创形

式展现在数字文创产品之上。这种设计转译路径不仅

有助于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更让其在当

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魅力。同时，数字文创设

计为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更为广泛

的渠道和可能性，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使更多人能够跨

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了解、欣赏并体验到这一服饰所

蕴含的文化之美。这一实践过程也为其他传统地域文

化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未来将会

有更多优秀的数字文创作品涌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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