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科技创新发展

JZK publishing 2024 年 1 卷 3 期

92

基于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探究——以香云

纱染整工艺为例
杨婷婷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510510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民族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能够爆发出强大的能力。但是由于时代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

产需要在结合创新与科技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性保护和价值性升级，这样才能时刻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为了进一

步分析基于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和实践思路，本文会以香云纱染整工艺为例围绕

该主题展开深入分析，希望能够为相关文化产业保护工作提供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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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制造工艺方面分析，香云纱染整工艺具有一定的

繁复性特点。在开展香云纱染整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企

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才

能确保香云纱产品的优质性。但是由于其生产工艺的特

殊性，该项染整工作的生产环境非常恶劣。基于以上客

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现代化工业纺织产品类型的逐渐

增多，很多年轻人对于香云纱产品的购买热情并不高，

更加没有意愿参与到香云纱染整生产活动之中。而如果

香云纱染整工艺无法通过自身的突出价值吸引年轻人

的话，其在传承过程中就会遭遇严重的危机，继而在传

承过程中失去动力。因此，针对香云纱生产技术和染整

工艺进行全面创新，可以帮助其将本项非遗文化延续下

去，进而促使香云纱染整工艺满足现代化市场的生产要

求。

1.基于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概

念分析

1.1 创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趋势

纵观上下五千年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经受住

时间的洗礼，必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的创新

和发展。创新能够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迸发出新的

活力。从香云纱染整工艺的发展状况来看，其自身独特

的生产工艺特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动力之一，但

是这种独特的生产工艺对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在从事香云纱染整生产活动的过程中，

企业需要根据其生产工艺特点，结合自身的生产条件，

创新生产模式和生产流程，以提升香云纱染整工艺在新

时代市场竞争局势中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香云纱染整工艺的创新性需求进行分析可以

知道，社会中各个行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会促使非物质文

化遗产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该项生产工艺无法适应社

会的发展，那么其势必会面临失传的风险。另外，还有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受到现代化工艺技

术的影响，其制造工艺和应用材料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比如明代之前，玉雕工艺的主要应用材料是和田玉等珍

贵且稀有的玉石，但是随着电力技术的发展，很多合成

材料应运而生，利用精密加工技术合成的玉石材料逐渐

替代了大部分的天然玉石材料，进而形成了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会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而创新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1.2 创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途径

文化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不断积累的

智慧财富，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征。不同民族和不同

地区会因为其独特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形成具

有明显差异性的地域文化。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

文化展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呈现

出特定的时代特点。地域文化作为可贵的文化财富，为

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文创产品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参考

依据。

创新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提供新

的契机，同时也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来的发展开辟

新的渠道。如果单纯的墨守成规，不主动求新求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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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因为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被淘汰出局。比如河北传统的衡水内画工艺之前都被应

用于鼻烟壶制造中，而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之后，鼻烟

壶制造工艺已经彻底失去了原本的市场需求，因此传统

工艺人将衡水内画工艺转移应用在其他产品设计和制

造过程中，比如化妆盒、香水瓶以及各种微型雕像等。

这种传统工艺手法被广泛应用之后收获了消费者的一

致好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由此可见，创新能够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

竞争优势。因此，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一

定要注重创新工艺和创新宣传的关键性促进作用，以确

保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经受住时间和时代发展的考验。

2.目前香云纱染整工艺的保护状况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促使人们的生

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节奏逐渐加快的生活对各种工艺

品性价比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传统制造工艺的制造周期

普遍比较长，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成本，因此很多传

统工艺和传统文化产品在现代化社会中的竞争优势并

不大，部分产品还会因为过于落后的生产模式处于完全

被动的竞争局面中。除了生产模式落后因素之外，传统

审美与现代化审美之间的差异也会限制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香云纱是广东地区特有的织物

类型，其具有易洗快干且轻薄等诸多优势特点。在生产

和制造香云纱的过程中，生产人员不需要使用任何具有

污染性的物质。也就是说，香云纱自身的环保价值非常

高，这是其在现代化市场竞争中的明显优势。

但是由于受到制造工艺繁复，投入成本较高等因素

的限制，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程度并不高。因

为其商业化程度不高，香云纱无法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模

式，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遭遇到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干

扰，比如工艺创新性不足、生产流程不够规范、宣传途

径不够广泛等。现如今，香云纱染整工艺已经陷入后继

无人的尴尬局面之中，这也是香云纱生产技术在之后的

发展过程中需要集中攻克的难题。总之，从目前的发展

状况和生产性保护局势来看，香云纱染整工艺的未来发

展前景不容乐观，因此相关单位和企业需要针对这种工

艺进行创新性研究，并在创新的基础上探索生产性保护

措施的进一步升级，最终帮助香云纱染整工艺以新时代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传承并延续下去。

3.基于创新的香云纱染整工艺生产性保护措

施

3.1 产品功能创新

基于创新理念的香云纱制造工艺需要进行生产性

保护的升级和优化，在创新工艺的过程中，相关企业应

该在不违背生产规律和运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利用生

产实践活动对香云纱染整工艺进行创新性改良，帮助该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创新发展。在创新生产特性的同

时，企业和研究团队应该率先围绕其产品的各项功能进

行创新。香云纱在岭南地区属于被广泛使用的日常产品，

而随着各种工业纺织品的大面积普及，香云纱在同类型

产品市场竞争局势中逐渐落于下风。为了帮助香云纱提

升市场竞争力，相关企业需要针对其产品特性进行完善

和改良。比如将香云纱与红木材料相结合，制造出具有

现代特征和传统文化属性的高档灯具、屏风、饰品、扇

子以及壁挂等；再比如将香云纱应用在产品包装产业中，

以此提升产品包装的整体文化格调。诸如此类，将香云

纱与其他生产工艺、材料相结合的创新性生产方式能够

有效拓宽香云纱的使用范围，以创新设计和创新理念推

动香云纱的传承与保护，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和了解香

云纱产品。

3.2 生产工艺创新

在传统染色模式中，生产人员需要利用特殊植物薯

莨中的成分和蚕丝蛋白对布料进行处理，进而促使纺织

物呈现红棕色；接下来，生产人员还需要利用珠江三角

洲地区特有的富含多种矿物质成分的河涌淤泥将纺织

物的表面进行覆盖，这样一来矿物质中的铁离子就会与

其发生反应产生鞣酸亚铁，鞣酸亚铁在与空气接触的过

程中逐渐氧化，形成黑色不可溶的鞣酸铁成分，最终纺

织物就会呈现出黑色外观。从香云纱的染色工艺中可以

看出，这种传统的染色技术具有非常高的环保效益。

在实践生产中，相关企业可以考虑将拔白和防染技

术应用到香云纱的制造过程中。拔白技术的应用原理是

利用酸性物质或其他氧化剂将织物表面的鞣酸铁去除，

进而使其呈现出织物本来的颜色。之前，曾经有一些研

究人员针对香云纱拔染工艺进行了多次实验，经过实验

之后发现市场上大部分拔染剂对鞣酸铁成分无法进行

有效拔染效果，或者拔染效果不够明显。而且这些拔染

剂会对织物纤维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严重的还会引发

织物内部丝绸蛋白的变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相关领

域的专家团队研发出了一种既能满足香云纱拔染要求，

又不会导致丝绸蛋白变性拔染剂配方。在使用过程中，

生产人员需要先用拔染剂对织物进行喷绘，然后再借助

定位技术在初次拔白的位置进行彩色打印，这样制作出

来的香云纱才会呈现出图案鲜明、色彩明亮的优势特点。

3.3 宣传推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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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化

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生产工具。互联网的大面积普及

加快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之前很多信息闭塞的地区

因为有了互联网的帮助，得以在短时间之内认识和了解

更多各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而对于国内民众来说，互联

网覆盖面积的快速扩大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更多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的

信息传播途径获得更多的传承和发展机会。由于网络技

术的发展，基于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策略

需要进行全面的升级。换言之，香云纱染整工艺需要借

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途径获得更多年轻人的青睐，进而

打造出具有时代特性的宣传推广新模式。比如在 2015

年的时候，建窑建盏烧制技艺通过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功

能在某众筹网站发起文化众筹活动，仅仅在二十天之内

达到了超过十五万元的融资目标。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

借助互联网的高速信息传播功能，提升非遗的影响力和

发展动力。香云纱属于地区性非遗工艺产品，因此当地

政府和相关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让更多人了解香云纱，

以此提高该项非遗产品的社会关注度。比如，企业可以

在网络公司的支持之下，建立关于香云纱的网络宣传平

台，平台上可设置多种信息交流通道，以实现项目发起

者和支持者之间的信息无缝对接；香云纱工艺的爱好者

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进行留言，对产品研发提出合理建议，

帮助香云纱产品更快更好地跟上市场的竞争节奏。

3.4 文创研究创新

文创研究就是针对文化创意产品开展的针对性研

究工作。商品的价值本质永远是交易，因此在对文化创

意产品进行研究和创新性升值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

以商品价值为核心，将文化属性看作商品的附加值，提

升文化产品的商业竞争力。近年来，国家通过发布政策

和文件的方式极力倡导文创产业的发展，比如故宫文创

产品、非遗文化产品等。这些文创产品一经推出，立刻

收获大批年轻人的追捧，可见文化商品拥有无限的魅力

和商业竞争力。因此，香云纱工艺产品也可以借助文创

发展渠道，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在推动香云纱工艺产

业的发展过程中，相关企业需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其本身

的文化属性和独特工艺优势，以全面拓宽其应用范围，

将香云纱的艺术价值进一步发挥。

另外，在创新香云纱文创产品的过程中，企业可以

适当考虑将该项非遗文化与其他传统文化形式相结合，

以将其社会效益进一步的提升。比如企业可以尝试将香

云纱与龙舟龙狮文化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文创产

品，让两者的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最后需要重点

强调的是，在开展文创产品创新性研究的过程中，相关

单位或者企业一定要在保持香云纱传统文化特点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迎合市场的需求，这样才能充分保证文

创产品的基础价值不受负面因素的影响。

总结

综上所述，佛山的香云纱染整工艺属于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其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传

承和发扬该非遗文化的过程中，相关单位或者企业需要

借助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对传统生产工艺进行有效创新，

以确保该项传统工艺技术可以满足现代化市场的竞争

要求。但是在创新香云纱生产工艺和文化呈现方式的过

程中，研究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

问题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香云纱生产工艺的进一步发

展。为了帮助香云纱染整工艺攻克创新发展道路上的障

碍，相关企业需要对其生产流程、制造工艺、宣传方式

以及文创研究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创新，促使该项非遗文

化更好的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节奏，以尽快实现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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