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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云锦是中国汉族传统经典丝制品之一"在元*明*清三代均为皇家御用供品&其复杂的

制作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被誉为$中华一绝%&

+,,?

年"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成功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章通过简述云锦的发展历史"阐述

其织锦技术的人文价值&云锦织造技术特点及工艺流程印证了云锦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而最能体

现出社会价值的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独特的传承方式"它既是云锦制造技艺传承需要

面对的危机"也是其发展的契机&就云锦织造技术的继承与发展机制提出若干问题"以期启发人们

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的思考与实践&

关键词!云锦+织造技术+四维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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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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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云锦织造的过程中'需要两个织工使用丝绸(黄金(孔雀羽毛等优良材料同时操作复杂织机

的上部和下部才能完成%该技术曾经用于尊贵服装制作'如皇帝的龙袍等,时至今日'云锦仍然被用来制作

高档服装和纪念品%中国东部的江苏省至今保存着云锦的一百多个程序织制传统'包括制造织机(起草模

式(建立编织提花卡的编程等阶段%云锦的织制过程极富艺术氛围'编工们在)通经列纬*中吟唱助记符歌

谣'以提醒他们的织锦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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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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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云锦的织锦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了中国的独特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从业者提

供了一种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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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鼓励年轻人学习传统手工艺'同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人类的创造力(文

化间的对话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地方(国家及国际层面提高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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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提议和保障措施'如深化识别(研究和传播的南京云锦织造技术等活动'被清楚准确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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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构及织锦工匠在事先知情的情况下准备了提名文件'并在此文件中自由地表明了他们意愿%

`'C

&

S5;;&;F;1=8<81<G08R;K%1=5;@2=8%12&O8<=%3]1=21

6

8R&;4)&=)02&Z;08=2

6

;2KF818<=;0;KR

>

=5;

W;

*

20=F;1=%3]1=21

6

8R&;4)&=)02&Z;08=2

6

;%3=5;J818<=0

>

%34)&=)0;'

C

"南京云锦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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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的发展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丝绸大国'是桑蚕丝帛的发源地'距今已有
",,,

年历史%周代织造多种颜色的)周

锦*'战国时'中国已发明了提花织物%在古代丝织品中')锦*是最高水平的丝织物%

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京'气候温润潮湿'盛产丝绸'植物染料和金线%该地区的基础条件为云锦的织造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公元
-+,

年'东晋政府在南京成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标志着云锦的诞生%

云锦由宋代的彩锦演变而来%元朝时'蒙古人入主中原'国力强盛'黄金开采量增大'统治者习尚用真金

装点官服%江南不可比拟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蚕桑资源以及卓越的工匠技艺等因素促使南京成为云锦的故

乡%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南京地区高超的丝织技艺完美结合'使得以织金夹银为主要特征的云

锦脱颖而出'成为最珍贵(工艺水平最高的丝织品种'受到封建君主和豪门贵族的宠爱'也受到蒙(藏(维吾尔

等少数民族人民的喜爱%

元朝
#+D,

年'南京成立)东织染局*和)西织染局*%)库金*)织金锦(缎*也随之发展起来%明朝
#!.D

年'成立)内织染局*)圣丝厅*和)织机供应处*%此时的云锦发展创造了加金)妆花*锦缎'可在织造时进行自

由配色'从而取得逐花异色'多样而统一的效果%

#..!

年'清政府成立了专门为王室和政府官员提供云锦的

)江宁织布局*%乾隆时期'在仿汉(唐锦式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花式和织法'带来了锦缎花式的新变化%

元(明(清三朝都将云锦制定为皇室御用贡品'用于龙袍(凤衣(宫帷和官服等顶级服饰的制作%

民国时期'由于封建王朝被推翻后'云锦便失去了传统的主要销路%为了继续生存'曾一度创造了结合

时代生活的)洋庄货*%

#?C"

年'博科南京云锦研究所成立'该机构现已成为中央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保护(继

承和发展云锦织造技术%目前'

#+,

多个云锦工艺传承人都将保护(传承和发展云锦这一中国宝贵文化遗产

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经过多年来的努力'云锦艺术品在当代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

!

南京云锦织造技术特点

南京云锦用料考究(工艺精巧(图案生动(色彩艳丽'犹如天上的云彩一般靓丽'因而称之为)云锦*%南

京云锦织锦工艺有一套完整的系统'体现了人类非凡的创造力%作为中国传统的编织技术的经典之作'在当

代仍然被认为是高档纺织面料'深受大众喜爱%

南京云锦织造技术是一种传统的手工技艺'其历史超过
#C,,

年%通过使用精致而豪华的材料'如丝线'

金线和孔雀羽毛线'由提花工和织花工在大型木织机上同时操作'运用 )通经断纬*和)挖花盘织*的等核心

纺织技术编织出奢华的面料%云锦的精湛技艺在王室的龙袍和冠服面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代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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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锦工艺的最高水平%

%

!

南京云锦织造技术工艺流程

南京云锦工艺品织造系统由
#,,

多道程序构成'包括材料的制备(成形(织机(提花卡图案设计制造和编

织等%南京云锦在织造时需要两人同时在大花楼木织机上!

C'.Fi#'-Fi-F

"进行操作'拽花工在织机上

层'提升经线'织手负责穿经营纬'装金赋彩%织造云锦首先要绘制设计图'以古老结绳记事的方法用丝线和

棉线编成)挖花*程序'这称之为)结本*%南京云锦织造中的)挑花结本*相当于现代的电子软件'是把纹样过

度到织物的桥梁%设计的图案越丰富'色彩越复杂'信息量越大')花本*也就越长%织手每次投梭穿纬均需

要拽花工先提线升经%要经过多次花本提拉才能拼接成一根纬线'这就是)通经断纬*的)挖花*技术%最长

的花本超过
#",F

'重
.,X

6

'堪称)世界之最*%

提及)造机*'是根据不同品种规格的要求'设置不同的经纱'使其符合织制的需要'经轴上的经线是由两

人合作牵引而成%纬线除了各色鲜艳的丝线外'还有经特定工具和特殊方法精炼的加金线和孔雀羽毛线等%

)拉花盘织*可根据个人经验临场发挥'这种织法是云锦制作工艺中的一种特殊工艺'提经穿纬需要两人

配合且手(脑(心(眼的高度配合%一件织物花纹的配色可以达到几十种'织手可以根据需要在同一纬道配以

丰富多彩的纬线'经多次纬线的盘织才能完成%两个人在默契配合的情况下'一天才能织
CGF

左右'所有就

有了)寸锦寸金*的说法%

在
#C,,

多年的传承过程中'云锦的织制过程已成为一座艺术的舞台%编织者在长期的劳作中'形成了

大量关于记忆和传授云锦织制技术规范(操作要点和经验歌谣%赋予了云锦工艺听觉上的艺术价值%即使

在今天'南京云锦的特殊工艺技术'也不能被现代织布机取代%

&

!

面临危机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消费和审美观念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京云锦这一传统手工艺陷入了十

分尴尬的境地'其未来的发展也面临着改革(人才和资金等诸多困难%首先是投入云锦织造技术的资金不

足'加之手工云锦的织造速度缓慢'无法量产'导致其产量与销售额有限,其次'市场意识淡薄'在过去的十几

年里'政府或研究机构将云锦的文化价值置于发展首位'其主要价值是用于研究和复制'弱化云锦的商业价

值'导致云锦在市场上无法被消费者熟知,另外'有关于南京云锦的创意设计也极为有限'其品种和花样无法

与时俱进'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同时'南京云锦的发展还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遗传威胁%研究和生产

人员的断层'使得云锦的研发能力得不到提高'更能推陈出新适应市场的变化%

'

!

保护传承

那些贯穿于织锦过程的繁杂操作步骤(标准(口诀及歌谣等'是一代代云锦艺人从无数次的艺术实践中

摸索创造出的宝贵经验'从保护和继承活态文化遗产的角度'这些代表了中国传统织锦技法的最高水平和审

美标准%

为了保护和传承南京云锦织造技术'

+,,-

年')南京云锦博科博物馆*成立了南京云锦博科有限公司%

+,,.

年'举办了)南京云锦国际学术论坛*'对云锦的价值进行国际性的研究讨论'展开关于云锦织造技术的研发交

流%

+,,"

年'南京云锦博科有限公司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南京云锦的措施'如商标注册等%

+,,D

年
?

月'该公司

出版发行了
C

部有关于云锦成就的著作%著作推广和宣传了南京云锦织锦的文化价值'使大众对云锦的认知度

得以提高%同时'保障云锦技术传承人的收入'提高老手工业者的社会影响力'为云锦的传承活动创造优先发展

条件,与南京轻纺职业学校联合办学'传授云锦制造技术'完善南京云锦织造工艺继承机制%

(

!

四维价值

南京云锦的诞生(发展与创新'印记了中国手工艺发展历史中的又一个巅峰'见证了古人在学术(技术和

艺术上的智慧%云锦的色彩与图案承载了人们美好的生活愿望'其制造技术的传承使云锦的在延续地方文

化(保存祖先技艺方面实现了其突出的文化价值%云锦的精美华贵赢得了朝廷权贵的青睐'并为其上贡(赏

赐(贸易专门设置了国家以及地方管理机构'用于管理云锦上下游产业'在当地时政(就业(口碑等方面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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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的社会价值%

云锦的精致华丽广受认同'除了带来政治关注和跨域交流以外'必然促进地方的商贸发展'加速各界交

流'由云锦织造过程所带动的衍生产业链!如蚕桑(锻金等"联动而产生的经济价值不可忽视%世代承继的传

统文化(富足繁荣的地方经济和稳定高效的社会管理成就了物阜民丰的繁荣景象'创制了当时南京地区和谐

安乐的人文环境%

世易时移'如今的南京云锦织造技术除了用于高端服装及礼品制作以外'常被用于遗物复制!如古代丝

绸面料"'为历史学(考古学和纺织研究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有助于历史研究和艺术传承%无法用机器

替代的云锦织造技术在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认可和推崇'其国际地位

进一步提高的同时'维护并促进着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交流'在激发人们技术和艺术创

造力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云锦作为皇权贵族的象征意义向现代国家文化

符号转变'使得云锦织造技术所带来的产业联动(国际贸易等经济价值及极具文化底蕴的人文环境能够反作

用于该技术的传授(就业(盛誉等社会价值要素%

四维价值作用模式的古今变化'反映了社会制度的更替对于不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有形产品与无形技

术在文化基质(产业集成(发展机制等方面的变化%

在当代'南京云锦织造技术传达的观念艺术(遗产文化及其民间智慧为基础'它的遗传与创新性发展为

人们提供了深入探寻其继承与发展机制的契机%让我们共同思考以下问题&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的变化'古老的云锦在未来的前景如何1

其古老的创作过程在适应当代发展机制的同时将会如何促进城市的发展1

其独特的手工作坊社区模式是否为新城市社区发展提供空间策略参考1

如何运用云锦的人文特点'根据地域条件差异'创造出有人文内涵和特殊价值的公共空间1

云锦的文化基质能否与新型城镇化城市空间形态进行结构性契合'构建个性鲜明且具有新文化价值的

城市空间形态1

云锦产业如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和循环产业1

如何使云锦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重放异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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