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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延续优秀文化命脉在于传承与发展。香云纱作

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以广东香云纱为例,基于乡村振兴的背景探索产品创新设计及应用推

广,立足当地的文化内涵,从现代的审美观念及市场真实需求出发,挖掘非遗香云纱在艺术表现及产品类型上的新可能。

并通过文旅融合、多渠道发展的推广方式,使更多人了解香云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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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遗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承载一个地区

的文化记忆。随着传统非遗文化的普及,市场对中国

传统丝绸香云纱的接受度也逐渐提高。现代生活品质

的提高以及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转变,使得现代的香

云纱产品创新应用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同时也

面临许多挑战。香云纱产品在设计方面存在图案缺乏

美学特色、色彩难以适应现代市场、地方文化属性联系

弱、应用推广方面缺乏品牌化宣传、市场认知度不高等

问题。传统工艺源于乡土,近年来乡村振兴政策的提

出,令更多人以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方式感受当地传

统的文化记忆,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更能了解其价值。
为香云纱传统手工艺的推广打开一扇窗口。

1 香云纱概述

香云纱原产于我国广东地区,是我国南方地区以

及东南亚各国在炎热夏季时常使用的一种真丝面料。
作为真丝、绸缎类织物,因在穿着运动时沙沙作响,为
表达美好寓意,将“响云”谐音“香云”为其命名。香云

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挺爽柔润,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
水性强,易洗易干,色深耐脏,不沾皮肤,轻薄不易起

皱,柔软而富有身骨,经久耐穿,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有“黑色闪光珍珠”之称。现佛山市顺德区等地依然完

整保存了香云纱的染整技艺。
香云纱的染整工艺结合了植物染和矿物染两种天

然材料染整方法。香云纱的染整工艺流程多达三十

道,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香云纱染整技艺需经历

以下过程:纱绸准备→浸莨水1次(头过水)→晒莨→
洒莨水6次(两过水)→封莨水6次(三过水)→晒莨→
煮练→封莨水12次(四过水)→晒干→卷绸→过乌→
水洗→晒干→封莨水→晒干→摊雾→拉幅→卷绸→尺

码检整→成品入库。整个染整过程纯天然,是世界纺

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

誉为 “软黄金”。同时薯莨榨汁后的滤渣晒干后既可

以作为燃料又可以作为花圃防虫抗病的肥料,是一种

可持续性生产方式。

2 非遗香云纱产品开发价值

2.1 内涵丰富的艺术审美价值

古往今来,众多文人学者都曾为香云纱独特气质

钟情。其具有金属光泽的表面、似皮非皮的皮质感、若
隐若现的暗花,是时间与自然的耦合,是超越时光的历

史沉淀。接受了薯莨汁赋予的香气,阳光及河泥络合

出的斑驳,形成天然雕琢出的纹理和捉摸不透的神秘

色彩。内秀含蓄的香云纱契合了东方审美哲学中大道

至简、化无为为有为。

2.2 以人为本的实用价值

现代生活的产品均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首先,
香云纱使用有机天然原料的制作过程,满足现代人对

有机产品的推崇。并且香云纱的清洁方式简单,无需

过多洗涤剂。一方面符合“绿色生活”的初衷,一方面

也满足人们易清洁的懒人心态。其次,香云纱作为一

种特殊丝绸,兼具丝绸的吸湿、透湿性、阻挡紫外线及

优良的医疗保健功能性。好的香云旧衣更胜新裳,越
穿越柔,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勤俭节约的惜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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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非遗传承和地域文化保护

21世纪的人们除了寻求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外,更
多的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精神文化领域。在这个多元

化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避免文化挪用、强调民族文化

的认同意识逐渐提升,而非遗文化是地区历史文化的

重要体现。香云纱承载着岭南非遗文化的内核。香云

纱是岭南人对抗炎热又潮湿多雨天气的法宝之一。当

地特有的地理环境是孕育出这样一种工艺的前提。人

们将生活中的美好愿望融入香云纱的织造工艺中,又
从自然与劳作中获得染整的灵感。香云纱集岭南文化

中艺术审美与文化价值于其中,是时代印记和民族文

化变迁的活体史书。是岭南人杰地灵的物质载体,不
可复制,无可替代。因此,以非遗文化为主体,打造更

适应时代潮流的产品。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性的香云纱

产品对坚定文化自信,丰富民众精神生活,推动中国文

化走出国门,打破以西方视角为主流的审美语境有重

要意义。

3 乡村振兴战略下香云纱产品的创新设计

3.1 工艺融合

3.1.1 香云纱原胚种类拓展

岭南地区位处亚热带,全年气侯炎热多雨,因而轻

薄透气的传统香云纱适宜穿着。而随着现代消费生活

的变化,香云纱的客户群也不再局限于位处气温炎热

地区的人。首先对于服装设计来说,香云纱的面料种

类的扩展可以从季节变化的角度来考虑。例如冬季使

用夹棉的重磅真丝香云纱面料或者电力纺等保暖性较

好的绸缎面料。而夏季能做的类型更多,在遵循传统

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流行元素对香云纱白胚纱的花型进

行改良,并使用一些轻薄飘逸的真丝面料,如真丝欧根

纱、真丝绡等。半透明的纱质感,结合香云纱染整工艺

将带来相对现代化的肌理效果。其次考虑到开发的产

品类型不同,香云纱的面料种类也做出相应的变化。
如一些家纺类的产品可以使用棉麻类的面料或是交织

面料。综合考量不同地区使用习惯、消费特点、季节、
天气等因素,改善现有香云纱面料种类,帮助香云纱产

品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范围。

3.1.2 工艺嫁接与肌理再造

改善香云纱单一化的色彩外观,在保留传统文化

特色的基础上结合多种工艺。首先,结合中国传统非

遗染色工艺,从工艺的角度改变香云纱染色呈现的外

观。如扎染、蜡染、糊染等。区别于现代数码印花的方

式,与多种传统工艺结合更能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

时多种染色方法结合绗缝、刺绣、钉珠、钻花等现代装

饰工艺能呈现出多元化的图案风格和创意美感。其

次,面料改造作为一种肌理常用表现的技巧,也是一个

重要突破口。结合拼贴、褶皱、水洗、烧花、激光雕刻等

手段能够使香云纱表面产生全新的视觉效果,提升时

尚度与丰富面料层次。不同外观肌理的呈现将推动香

云纱产品的时尚化迭代。

3.1.3 异质材料搭配与拼接

现代生活习惯中,潮流趋势是重要的时尚风向标。
香云纱面料的外观色泽暗沉,从工艺的角度难以改善

这一特点,但可通过改善设计手法或混搭流行元素的

方式,强化香云纱的流行属性,改善提升香云纱产品的

外观质感,打造都市化、时尚化香云纱品牌概念。首先

设计手法上,使用香云纱作为点缀色运用在服装局部

(如领口、袖口)或是充分利用双面异色的特点正反拼

嵌、使用彩色明线装饰。在符合流行趋势的同时,也将

丰富香云纱服饰的外观色彩图案。其次通过结合蕾

丝、织锦、皮革、亮片、流苏等材质,改善香云纱单调的

视觉效果。再者通过搭配一些金属配件、珍珠、翡翠等

质感各异的饰品,提升艺术装饰效果。通过流行元素

的加入增强设计感,在传统中融入现代时尚气息,使设

计内涵更加丰富,迎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3.2 融入地域美学意识

岭南地区作为我国与世界通商贸易、文化交流的

窗口,向世界传递着东方文明的魅力。香云纱独特的

艺术特征体现在面料的织造图案上,也体现在古朴宁

静,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色彩上。香云纱暗纹肌理含蓄

优雅,不仅有象征美好寓意的自然图案,也有富有韵律

的几何图案,展现了岭南文化中图案结构雅致气韵、玲
珑精巧的审美特点。在色彩上也秉承了岭南禅宗文化

“见素抱朴”的审美思想,呈现一面褐色一面黑色双面

异色的质朴之美。在现代设计中不仅需要结合香云纱

本身蕴含的审美特点还要从大众审美的角度出发。在

尊重传统创造的同时,融入美学意识,把握现代生活方

式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和品位,将传统与现代的美学意

识兼容并集,让这种传统的手工艺融入更多的艺术形

式与形态,从而丰富香云纱产品类型,形成一种既有审

美价值又有实用功能的的香云纱文化品牌。

3.3 产品品类多元化

香云纱目前在市面上主要用途为服装生产,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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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价格不菲。发掘香云纱文化衍生品,扩大产品类型

使它能够面向更广的消费者群体。依据其具有保健功

能及抑菌防霉等特点,进行香云纱面料家居服、内衣等

新产品品类的开发与研究。由于香云纱生产成本极

高,裁剪面料会余下许多废料,针对这部分废料,可进

行再设计生产产品,如发饰、香囊等,从而提高面料利

用率减少浪费。简单的配饰价格不会过高,能使普通

消费者消费得起。研究开发文创产品,充分利用香云

纱生产DIY材料包、包袋、配饰、服装、钥匙扣、书签等

香云纱衍生产品,融合传统工艺和新的生活方式形成

以香云纱为品牌文化的产业,可解决乡村振兴和传统

工艺传承发展上的难题。

4 香云纱品牌推广策略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产品品类多元化的时代,消费

者的选择也多种多样。与工业化大生产相比,传统手

工业的劣势明显,耗时耗人力的制作方式使它“酒香也

怕巷子深”。推广和宣传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在国

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打造一村一品的香云

纱品牌标识,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令游客在旅游体验

中了解到香云纱的价值,对提升香云纱的知名度,提高

消费者欲望都有极大帮助。

4.1 打造香云纱文化标识

加深品牌文化标识,为香云纱的品牌化、个性化发

展以及广泛传播提供方案。悠远的香云纱文化历史和

从业者不断创新以及当代文化建设者经过数十年的耕

耘,香云纱的非遗标志印象已逐渐成型。除此以外,还
可以在地域文化属性、人文精神、生态功能属性上融

入,丰富文化标识层级。首先盘点香云纱的艺术价值,
在对香云纱历史溯源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美学”研究,
围绕传统审美观、价值观展开对香云纱色彩、图案的要

素归纳,作为深化香云纱文化标识的基础。其次挖掘

区域性特色提升文化属性,渗入传统岭南文化,挖掘适

合大众审美的岭南特色元素,增加标识性内容。除此

以外,香云纱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低碳环保无污染,
处处体现着“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儒家思想和“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功能性上有防水

性强,易洗易干,抑菌防霉等特点,符合现代人对养生

保健的生理需求。通过多维度的品牌标识打造,使香

云纱产品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对提高

大众认可度,存续香云纱文化有重要意义。

4.2 文旅融合刺激消费

当今消费者的购物原则更多的基于实用价值与附

加价值的二者合一,即对审美及文化价值都有更高要

求。为了实现香云纱的进一步发展,可整合当地的历

史文化资源,打造文旅融合的新消费态势。以特色旅

游为载体,立足乡村休闲旅游产业,逐步开发香云纱特

色旅游项目,塑造本土香云纱文化品牌。旅游经济蕴

含着强大的消费动力。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以一种切

实的体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文旅区别于传统卖场

的消费形式,不仅能在科普教育层面帮助非遗推广传

播,刺激非遗产品的消费欲望,同时还能以文旅融合带

动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4.3 多渠道推广宣传

互联网时代,通过大数据的精准推送,能够更好地

打开香云纱的销路。运营商广告、文艺作品制作以及

自媒体等多媒体的渠道打开能面向更广大的人群。例

如舞剧《咏春》中以佛山咏春武术文化故事为背景,选
择使用香云纱作为服装的主要面料,强化香云纱与岭

南文化的联结,升华了香云纱的艺术表达。以线上营

销引流推广与线下文旅传播相结合,将通过品牌化运

营提升香云纱知名度。通过线上持续发力宣传,线下

积极配合建设香云纱博物馆、香云纱面料加工体验馆

等特色旅游打卡地,积极发挥线上和线下的联动作用,
将目标客户群体从线上带到线下,在博物馆和体验馆

等场地充分感受香云纱非遗文化魅力,将线下文创产

品在线上进行推广销售,可促进香云纱产地形成以香

云纱为载体的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真正做到助力乡

村振兴。

5 结束语

乡村振兴政策的提出,以及国民文化自信的崛起,
让传统非遗手工艺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广东香云纱”
作为国家级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创新设

计和推广有积极意义。为了使更多人了解到香云纱这

一独具文化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创新其艺术

表现形态带动传承与发展,在进行创新设计过程中融

入多文化元素的现代设计手法,以文旅融合、线上线下

联合的方式带动香云纱推广以及当地乡村旅游业发

展,使更多人了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参与到传承

发展的道路中,推动广东香云纱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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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GambieredCantonGauzeProductsundertheBackgroundofRuralRevitalization

ZHANGYuqing,DUFangfang
(Jiangxi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sthecrystallizationofhumanwisdomandrepresents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Continu-

ingthelifebloodofanexcellentcultureliesin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Asan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gambierodcantongauze

hasitsuniquespiritualandculturalvalue.TakingthegambieredcantongauzeproducedinCantonasanexample,thisarticleexplores

productinnovationdesignandapplicationpromotioninthecontextofruralrevitalization,basedonlocalculturalconnotations,starting
frommodernaestheticconceptsandrealmarketneeds,exploresnewpossibilitiesforgambieredcantongauzeinartisticexpressionand

producttypes.Andthroughthepromotionmethodofculturaltourismintegrationandmulti-channeldevelopment,morepeoplewill

understandgambieredcantongau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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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Shaoxing
PrintingandDyeingEnterpriseunder"DualCarbon"Target

ZHANGCaiqian1,2,MENGShaoni2

(1.ShaoxingUniversityYuanpeiCollege,Shaoxing312000,China;

2.CollegeofJewelryandJadeCarving,NanyangNormalUniversity,Nanyang473061,China)

  Abstract:Inconsiderationoftheexistedproblemsingreenperformancemanagement,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bili-

ty,high-endproductioncapacity,greenproductsstandardsandotheraspectsofShaoxingprintinganddyeingenterprises,thispaper

putsforward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pathunderthe"dualcarbon"goal.Throughstrengtheningpolicyguidanceandtechni-

calsupervision,upgradingprintinganddyeingequipmentandoptimizingproductionprocess,strengtheninginvestment,reducing

quantityandimprovingqualityandothermeasures,thestatusoflow-endandhomogeneityofShaoxingprintinganddyeingindustries

wereChanged,andthedevelopmentlevelandcompetitivenessofShaoxingprintinganddyeingindustrieswere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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