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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夏   通道 × 隆回



     此次夏令营团队成员来

自九个国家或地区、十所国

内外高校，包含了11位博士、

23位硕士和来自微软、华为

等企业的志愿设计师，他们

以通道县坪坦乡横岭村为营

地，辗转于通道、隆回等地，

为侗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

传播、创新及产业化提供设

计支持。

项目团队



民间智慧采集
遍访湘桂交界地区的10多个特色侗寨，对侗族特色鲜明的传统工艺、建筑艺术和人文风情进行实地调研。



社区研究组
走访观察 20 多户居民 

深入访谈 12 位村民 

绘制横岭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地图 

构建典型家庭生活故事版 

产业发展条件与精神文化需求

design thinking



地区居民基本情况调查



自然人文资源地图



产业发展条件与精神文化需求



侗锦设计组
侗锦图纹数字化 

建立客制化设计品牌“梭说” 

品牌主题与推广策划 

20 余款“梭说”产品研发 

design for heritage 1



“梭说”品牌生产基地 

常驻设计师  3人 

侗锦织娘   12人 



传达侗乡的生活方式 

传达手工产品的价值 

传达独特的文化气质









“梭说”网络定制平台















Design + 侗锦 

材料与造型工作坊

文化产品的叙事性设计 

地域文化设计中传统语言转换 

时装设计概念与新材料的运用 

侗锦与穿戴设备的结合



侗锦文化知识整理 

手工织机体验学习 

织娘织锦经验分享



design for heritage 2 媒体影像组



民族人物影像创作：共记录横岭地区留守儿童与老人 30 位



哥哥：杨贺（左） 

弟弟：杨哲（右） 

6岁 

横岭小学学前班 

家庭情况：爸妈都在外打工 

愿望：哥哥想要快点长大找工作，弟弟想要快点长大



爷：吴国岳 

孙：吴云清 

64岁 1岁半 

家庭情况：除了爷俩其他家人全部外出工作 

愿望：年纪大了不想做什么了



工作营过程与成果记录



人文自然素材采集



民族手工艺采编



家居产品组

回收废旧家居物品 34 件 

采集本地材料与文化资源 

12 款产品再设计

design for heritage 3







      利用当地人废弃的竹

篓与木质窗框，进行二次

设计之后成为一个简易的

储蓄架。

      将回收的斗笠弯曲，

和破损的木桶结合，再以

捡来的树枝支起一盏别致

的落地灯。



基于本地材料与文化元素的设计



与侗锦结合的家居系列



公共设计组

design for happiness 1

大型公共娱乐设施 2 座 

余料再利用玩具若干



龙舟秋千



攀爬小屋



利用余料制作玩具



儿童美术班
design for happiness 2



【叶子贴画】 

 我们带领着小朋友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

然的奇妙。小朋友们将采回的树叶拼贴在纸上，

排列组合成各种图形，也带领我们从不同的视

角体验自然界的美好。 



【建筑写生】 

 一样的横岭村、一样的风景，经过小

朋友们画笔的解构，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不

一样惊喜。小河边，小朋友们用白描的方

式表达他们眼中的风雨桥；回到教室，我

们让小朋友为建筑搭配理想的色彩，孩童

的天真烂漫跃然纸上，奇妙的色彩搭配让

我们感受到他们眼中丰富的世界。



【拼贴画】 

  

 色彩鲜艳的皱纹纸被揉成一条条彩带，

这种“新型材料”激发出小朋友们无限的

创造力，他们各显神通，在纯白色卡纸上

自由创造，用一条条色彩各异的彩带拼贴

出各种极具创意的造型，也让我们认识到

这些小朋友们强大的动手能力。







商业模式组

design for business

 该组成员致力于总结整个侗寨地区的社会背景、经

济条件和产业结构，从商业管理的角度为基于本地的侗

锦、家居与旅游等行业提出不同的、可行的与长远的商

业模式与品牌定位，为之前组别的研究设计真正的产业

转化提供最有利的商业技术支持。



  商业模式组首先通过实地探

访、声像采集等方法，获得了

横岭村商业发展最基本的信息，

并将儿童画制作成交互式地图

表现出来。



对旅游、侗锦和木制家具行业的商业模式分析



产业价值与产业系统分析



隆回·花瑶篇





      本次夏令营也来到湖南邵阳隆回县，对

当地瑶族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及手工技艺进

行了解、采集。通过各种手段分别对花瑶挑

花、滩头年画、 手抄纸工艺进行了详细的影

像记录。 

      暑期工作营中的乡村社区研究组、侗锦

设计组、媒体影像组，分别根据自己的研究

方向对隆回地区的传统文化展开了深入的调

研考察。

隆回·花瑶篇



        乡村社区研究小组对花瑶人家走访调查，

了解花瑶人的生活习惯，生存状态，同时对当

地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记录，为其他各

小组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 





乡村社区研究小组对花瑶人家走访调查，了解花瑶人的生

活习惯，生存状态，同时对于当地文化资源、物质资源、

精神资源等进行了系统的统计记录，并整理成便于观测的

数据为其他各小组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 



侗锦设计组以隆回特有的花瑶挑花为依托，不仅收集

了上百种传统挑花图案，并基于侗锦图纹提炼的经验，

对挑花图案进行再设计。







媒体影像组 - 花瑶山歌影音记录



媒体影像组 - 花瑶山歌影音记录



手抄纸纪录片



手抄纸纪录片



手抄纸纪录片



滩头年画纪录片



滩头年画纪录片



瑶族人物影像创作



瑶族人物影像创作



2014 新通道 

设计与社会创新工作营 

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