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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创创

“技能双创，元生万物。”第四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2023长三角青年文创设计大赛暨“SCC森迹
杯”文创设计项目由青年报社、上海森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限定主题为“刺绣文创”。各高校
专家和青年学子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和创造力，共提交了263件作品，这一系列集聚创意且精心设计的
作品体现了创作者对文化创意的热爱，同时也表现出他们扎根文化，以数字化技能推动创意设计，进而
不断探索更多可能性的勇气和决心。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实习生 王雯祺

数字文创新探索 刺绣技艺焕新生
“SCC森迹杯”文创设计项目共收到263件作品

■创业指导

一路用心创作
探索刺绣文化的新表达方式

陈萍是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
院数字媒体专业的主任，也是上
海市职业教育教学名师。她一直
鼓励师生发挥想象力，跳出传统
的束缚。在此次比赛中，她与上
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应用技术学
院数媒专业教师程晓冰一起指导
学生展开了团队合作的工作。“激
发创新思维，让刺绣技艺在数字
时代焕发新生，探索刺绣文化的
新表达方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
的生命力，展现现代生活和年轻
人关注点。这是我们在教导学生
时反复强调的。”

学生蔡云婷的参赛作品是
国潮风的品牌 VI 设计“龙的目
光”，该作品结合了传统龙的元
素和时尚潮流的色彩，充满了创
新精神。为了更好地完善这个
作品，她经常与老师讨论，深夜
里反复调整创意和策划方案。
除此之外，她还在校外进行了大
量调研，涉及苏绣、粤秀等传统
民间技艺。“为了呼应本次刺绣
的主题，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
选择红色、黄色、绿色作为基础
颜色，并结合黑色的描边，使画
面在和谐统一的同时又不失丰
富性。”回忆起一路创作的过程，
蔡云婷万分感慨。

“比赛是对课堂教学最好的
补充。”程晓冰老师如是说，“创
意设计仅仅靠在课堂上的练习

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走到生活
中，观察、调研并接受外界的考
验。”他强调，正是通过这样能够
让学生自己动手展现才华的比
赛平台，师生才得以从课本中走
出来，融入现实世界。在他看
来，深度挖掘刺绣文化并结合数
字创新，不仅能够有效地保护和
传承这一传统技艺，还能为其注
入新的活力，使其在现代社会中
焕发新的光彩。

作品类型多样
在具体设计中融入创新元素

来自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
校影视动画专业的陈晓暘老师介
绍说，学校师生对本次“SCC森迹
杯”文创设计比赛非常感兴趣，

“学校有很多师生参与到了本次
比赛中，影视动画专业组在专业
负责人的牵头下，全员积极参
赛。”为了确定选题，陈晓暘与学
生做了大量刺绣历史、种类、花样
等调研，最终的参赛作品类型多
样，涵盖了实体刺绣作品、数字类

“IP形象设计”作品，以及结合实
物和数字元素的作品。

学生诸幸怡的参赛作品“四
大名绣”从最初创意到最终完
成，这个过程离不开陈晓暘的指
导与帮助。“我希望将我国传统
文化创意生成大众喜爱的卡通
IP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
化的魅力。”带着这样的设计构
想和理念，诸幸怡开始了作品的
探索和创作。如何将刺绣文化

融入到形象设计中去，同时又兼
具实用性与美观性？面对这一
问题，诸幸怡犯了难，“幸运的
是，老师及时帮助，给我提了诸
多宝贵意见。”

就这样，设计构想了无数方
案后，最终作品以卡通人物形象
呈现，顺利完成。“目前来说年轻
人对于刺绣文化的了解其实还
是比较少的，我们认为刺绣作为
传统文化，在传承传统的过程中
也需要融入一定的创新元素，这
样受众群体才会越来越广。”陈
晓暘老师解释道。

谈及参与比赛的收获和感
受，陈晓暘强调“以赛促教”的
过程对学生和老师都是一个挑
战自我、超越自我的机会。在
整个参赛过程中，大家做了大
量准备工作和调研，从中更深
入地了解了刺绣文化，感受到
了身上所肩负着的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能
和学生在参赛的过程中共同成
长，非常值得，也是很美好的回
忆。”陈晓暘说。

传统与现代结合
呈现作品独特的魅力
刁玉琦是苏州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园林工程学院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专业的专任教师，曾在
多家媒体公司任职和实践的她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行业深
耕多年，她始终对传统文化技艺
抱有敬畏之心，在日常指导学生

时，她注重强调传承和发展中华
传统文化技艺的重要性，“这些
传统技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
贵遗产，也是当代文创设计的灵
感来源。”

在此次比赛中，刁玉琦也秉
持着将传统引入现代，指导学生
将作品创意与苏绣结合。学生
徐海源的参赛作品《露华》就是
一个典范。这件作品作为一个
项链饰品，以传统珠宝项链中的
宝石颜色，结合重金属工艺，突
出表现苏绣制作中的绣布、植
物、动物以及花卉等刺绣元素，
又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我们
前后改稿几十次，才最终呈现出
现在的设计效果。”回忆整个创
作过程，徐海源坦言，在设计过
程中经过了多次调研，先在网上
和图书馆查找资料，然后直接实
地寻访苏绣大师，深入了解苏绣
的制作工艺和历史背景。“其间，
我的有些设计想法有点不切实
际，成本颇高，在刁玉琦老师的
帮助下，重新找到了合适的方
向。”徐海源感激地说。

在刁玉琦看来，从最初的
“纸上谈兵”到现在的实际运用，
通过参赛，让学生对设计有了更
深入的理解。这次比赛不仅提
升了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创新思
维，还加深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热爱。她表示，未来，将
继续带领学生，努力让传统与现
代在作品中和谐共生，为传承和
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不懈努力。

用法律为创业
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明玉君“创
业路上，遇到法律问题，不要惊
慌。”“感谢老师的分享，让我吃
了‘定心丸’，明白了遇到纠纷
要冷静处理。”……近日，创业
梦想屋之曲阳 e 创堂——曲阳
社区创业学院专题讲座结束
后，创业者纷纷表达着各自的
收获和感想。

当天，律师李斌带来了《创
业路上的法律争端与解决》专题
讲座，现场，他以真实案例切入，
引导创业者明白创业规则和法
律争端的处理技巧。作为上海
市创业指导专家，他强调这不是
简单的法律知识普及，而是从公
司经营或者创业过程中遇到的
法律问题出发，希望带给创业者
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了解其存
在的风险及后果。

互动环节，他针对创业者提
出的问题一一作答，现场气氛热
烈。据悉，曲阳路街道不断深化

“创业梦想屋”品牌建设，打造曲
阳社区标志性创业孵化空间，配
备免费共享工位、随e工位、公益
直播间等，实现线上、线下同步
预约。

创业指导站
专场活动顺利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明玉君“创
业繁花，盛开淮海。”近日，由黄
浦区就业促进中心指导，黄浦区
淮海中路街道办事处主办的创
业指导站专场活动上，创业指导
专家、金融人士及创业者等40余
人齐聚一堂，聊创业政策、话商
业模式、谈金融普惠举措，现场
创业氛围浓厚。

当天，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
首席创业咨询师罗方隽详细解
读了黄浦区创业政策，他从政策
扶持、能力提升、专业服务等方
面着重做了分享，尤其针对青年
创业的黄浦创卡引起了现场创
业者的关注。

“谁是你的汪小姐？”“寻找
你的爷叔。”“建设你的至真
园。”……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
郭涵芳结合热播剧，提醒创业
者：创业路上，要多跟行业前辈
沟通，找对人，才能少走弯路。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业务部总
经理孙杰带来了企业普惠金融
政策，他强调要以高质量的金融
支持服务为创新创业赋能。

“我是一名海归创业者，感
谢政府、街道、专家对我的指导
与帮助。”上海满托丹伦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陆轶伦坦言，时常相
聚、抱团发展，让他对于创业更
加坚定，充满信心。

接下来，黄浦区淮海中路街
道办事处将继续集聚资源、搭建
平台，吸引更多创业企业落地在
淮海、成长在淮海。

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陈晓暘老师对学

生作品给予指导。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刁玉琦老师正在指导学生创作。

上海邦德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程晓冰在
指导学生进行创作。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