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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省有着丰富的纺织非遗,覆盖传统织染工艺的纺、织、染、印、绣和传统服饰。四川省有国家级纺织非遗

项目14项、省级45项。涉及传统服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有38项、省级非遗项目178项。通过对四川省纺织非遗项目的

非遗类型分布、传统织染工艺类别分布、地域分布和民族分布进行整理,系统分析四川省少数民族纺织非遗项目的特点。

四川纺织非遗受到地理人文环境因素影响,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纺织非遗是古代科学技术,应科学、系统和专业

地研究,才能很好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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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简称川或蜀,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处长江上

游,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1],分布有汉族、彝族、藏
族、羌族、回族等50余个民族,是中国的第二大藏区,
也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丰

富的少数民族资源和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非常丰

富的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纺织非遗”)。
既有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蜀锦织造技艺),又有誉满全

国的四大名绣之一的蜀绣,更有体现浓郁民族特色的

彝族、藏族、羌族、傈僳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纺织非

遗。项目涉及传统织染工艺的纺、织、染、印、绣和传

统服饰,是当地人民群众千百年来的结晶。研究四川

省纺织非遗的类型分布、传统织染工艺类别分布、地域

分布和民族分布,方便人们对四川省纺织非遗进行系

统研究。

1 四川省国家级纺织非遗的分布

目前,已公布的5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四川省共

有纺织非遗14项,占全省国家级非遗项目153项的

9.2%。其中,第一批2项,第二批5项,第三批2项,
第四批3项,第五批2项。四川省国家级纺织非遗项

目的量比较稳定。

表1 四川省国家级纺织非遗项目统计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批 次 类 别 染织工艺 民 族 地 区

1 Ⅶ-21 蜀绣 第一批 传统美术 刺绣类 汉族 成都市

2 Ⅷ-16 蜀锦织造技艺 第一批 传统技艺 纺织类 汉族 成都市

3 Ⅶ-76 羌族刺绣 第二批 传统美术 刺绣类 羌族 阿坝州

4 Ⅶ-77 民间绣活(麻柳刺绣) 第二批 传统美术 刺绣类 汉族 广元市

5 Ⅷ-26 扎染技艺(自贡扎染技艺) 第二批 传统技艺 印类染 汉族 自贡市

6 Ⅷ-101 毛纺织及擀制技艺(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 第二批 传统技艺 纺织类 彝族 凉山州

7 Ⅷ-101 毛纺织及擀制技艺(藏族牛羊毛编织技艺) 第二批 传统技艺 纺织类 藏族 甘孜州

8 Ⅶ-106 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 第三批 传统美术 纺织类 藏族 阿坝州

9 Ⅷ-25 蜡染技艺(苗族蜡染技艺) 第三批 传统技艺 印类染 苗族 宜宾市

10 Ⅷ-100 传统棉纺织技艺(傈僳族火草织布技艺) 第四批 传统技艺 纺织类 傈僳族 凉山州

11 Ⅷ-110 地毯织造技艺(阆中丝毯织造技艺) 第四批 传统技艺 纺织类 汉族 南充市

12 Ⅹ-156 彝族服饰 第四批 民俗 传统服饰类 彝族 凉山州

13 Ⅶ-130 彝族刺绣(凉山彝族刺绣) 第五批 传统美术 刺绣类 彝族 凉山州

14 Ⅷ-115 手工制鞋技艺(唐昌布鞋制作技艺) 第五批 传统技艺 传统服饰类 汉族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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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2017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对纺织类非遗内涵进

行的界定,即纺织非遗包括纺、织、印、染、绣和传统服饰。
根据实际产品属性明确纺织非遗的范围,传统织染工艺包

括纺织、刺绣、印染和传统服饰四大类[2]。四川省国家级

纺织非遗按传统织染工艺可划分为:纺织类6项,刺绣类4
项,印染类2项,传统服饰类2项。

四川省国家级纺织非遗按非遗类别划分,传统美

术5项,包括蜀绣、羌族刺绣、麻柳刺绣、藏族编织(挑
花刺绣工艺)、凉山彝族刺绣,基本属刺绣类;传统技艺

8项,包括蜀锦织造技艺、自贡扎染技艺、彝族毛纺织

及擀制技艺、藏族牛羊毛编织技艺、苗族蜡染技艺、傈
僳族火草织布技艺、阆中丝毯织造技艺和唐昌布鞋制

作技艺,其中纺织类5项,印染类2项,传统服饰类1
项;民俗1项,彝族服饰,属于传统服饰类。

按民族划分,汉族6项,彝族3项,藏族2项,羌
族、苗族和傈僳族各1项,主要涉及6个民族。彝族的

纺织非遗项目有: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彝族泥染、
凉山彝族刺绣和彝族服饰,涵盖纺织全产业链,说明彝

族先民在古代已掌握了纺织服装制作的全流程。

按地域统计,凉山州4项,成都市3项,阿坝州2
项,甘孜州、自贡市、广元市、南充市和宜宾市各1项。
凉山州由于是彝族和傈僳族的聚居区,有3项彝族和1
项傈僳族纺织非遗项目,依靠其民族特色领跑全川。

表1中第6、7项都为毛纺织擀制技艺,是一种特

殊的织造工艺,分属彝族和藏族。它是先将羊毛、骆驼

毛等用热水浸湿,然后加以挤压,用棍棒碾轧和揉搓等

方式使毛绒粘合在一起,形成名为“毡”的无纺织型毛

织品。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有用棍棒碾轧制毡

的工艺。彝族主要用于袈什、瓦拉、毛裙、毡帽、毡袜等

服饰生产,藏族主要用于卡垫、帮典、氆氇和藏被等日

常生活用品生产。

2 四川省省级纺织非遗的分布

四川省省级非遗项目有800项,纺织非遗项目有

45项,占5.6%。按非遗类别划分,传统美术8项,主
要为刺绣类项目;传统技艺27项,包括纺织类15项,
印染类5项,刺绣类4项和传统服饰类3项;民俗10
项,全部为传统服饰类。

表2 四川省省级纺织非遗项目统计

序号 编 号 名 称 类 别 染织工艺 民 族 地 区

1 Ⅶ-11 蜀绣 传统美术 刺绣类 汉族 成都市

2 Ⅷ-1 蜀锦织造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汉族 成都市

3 Ⅶ-2 麻柳刺绣 传统美术 刺绣类 汉族 广元市

4 Ⅷ-7 羌绣传统刺绣工艺 传统技艺 刺绣类 羌族 阿坝州

5 Ⅷ-6 藏族牛羊毛手工编织工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藏族 甘孜州

6 Ⅷ-7 羌绣传统刺绣工艺 传统技艺 刺绣类 羌族 阿坝州

7 Ⅷ-4 隆昌夏布编织工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汉族 内江市

8 Ⅷ-3 凉山彝族羊毛纺织及擀制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彝族 凉山州

9 Ⅷ-2 自贡扎染工艺 传统技艺 印染类 汉族 自贡市

10 Ⅶ-14 苗族刺绣 传统美术 刺绣类 苗族 宜宾市

11 Ⅶ-13 小凉山彝族刺绣 传统美术 刺绣类 彝族 乐山市

12 Ⅹ-17 彝族服饰(彝族奥索布迪服饰艺术) 民俗 传统服饰类 彝族 凉山州

13 Ⅹ-17 彝族服饰(义诺彝族服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彝族 凉山州

14 Ⅹ-17 彝族服饰(彝族服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彝族 凉山州

15 Ⅹ-16 傈僳族服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傈僳族 凉山州

16 Ⅷ-35 遂宁福锦手工编织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汉族 遂宁市

17 Ⅷ-32 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藏族 阿坝州

18 Ⅷ-18 四川苗族蜡染 传统技艺 印染类 苗族 宜宾市

19 Ⅶ-3 傈僳族刺绣技艺(新山傈僳族刺绣技艺) 传统美术 刺绣类 傈僳族 攀枝花市

20 Ⅶ-3 傈僳族刺绣技艺(傈僳族刺绣技艺) 传统美术 刺绣类 傈僳族 凉山州

21 Ⅶ-2 彝族传统刺绣技艺 传统美术 刺绣类 彝族 凉山州

22 Ⅹ-20 羌族服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羌族 阿坝州

23 Ⅹ-14 苗族服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苗族 凉山州

24 Ⅹ-13 藏族服饰(尔苏藏族服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藏族 凉山州

25 Ⅷ-8 麻布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羌族 阿坝州

26 Ⅷ-6 羌族传统编织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羌族 阿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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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编 号 名 称 类 别 染织工艺 民 族 地 区

27 Ⅷ-9 傈僳族织布技艺(新山傈僳族织布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傈僳族 攀枝花市

28 Ⅹ-83 木里“桑股”头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藏族 凉山州

29 Ⅹ-76 摩梭人服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纳西族 凉山州

30 Ⅷ-17 彝族泥染 传统技艺 印染类 彝族 凉山州

31 Ⅷ-141 木雅藏族服饰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传统服饰类 藏族 甘孜州

32 Ⅷ-139 白马毡帽擀制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藏族 绵阳市

33 Ⅷ-138 雅安全手工工艺软包皮拖鞋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传统服饰类 汉族 雅安市

34 Ⅷ-137 唐昌布鞋传统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传统服饰类 汉族 成都市

35 Ⅷ-136 蓝印花布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印染类 汉族 巴中市

36 Ⅷ-135 丝绸传统织染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汉族 南充市

37 Ⅶ-11 蜀绣(观音绣) 传统美术 刺绣类 汉族 遂宁市

38 Ⅹ-17 彝族服饰(呷咪服饰) 民俗 传统服饰类 彝族 凉山州

39 Ⅷ-93 丝毯手工编织技艺(歧坪真丝地挂毯织造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汉族 广元市

40 Ⅷ-8 麻布制作技艺(木里麻布手工纺织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纳西族 凉山州

41 Ⅷ-7 羌绣传统刺绣工艺 传统技艺 刺绣类 羌族 绵阳市

42 Ⅷ-7 羌绣传统刺绣工艺 传统技艺 刺绣类 羌族 绵阳市

43 Ⅷ-35 丝毯手工编织技艺(手工打结丝毯编织技艺) 传统技艺 刺绣类 汉族 南充市

44 Ⅷ-6 藏族牛羊毛手工编织技艺(藏族毛纺织品编织技艺) 传统技艺 纺织类 藏族 凉山州

45 Ⅷ-2 自贡扎染工艺 传统技艺 印染类 汉族 自贡市

  四川省纺织非遗项目按传统织染工艺划分:纺织

类14项,印染类5项,刺绣类13项和传统服饰类13
项,覆盖从纺织到服装的全过程,分布比较均衡。四川

省少数民族种类丰富,形成了以彝族、藏族、羌族、苗族

等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群体,主要依山、河而居,交通闭

塞,受到外界的影响小,封闭的环境促使其传统文化仍

较多保留着本民族特色。按民族划分,汉族14项,彝
族8项,藏族7项,羌族7项,傈僳族4项,苗族3项,
纳西族2项。汉族由于地域优势,生活富裕,纺织非遗

项目多从实用品向工艺品方向发展,如蜀绣、蜀锦、遂
宁福锦和丝毯手工编织技艺等。三国时期,蜀锦、蜀绣

频繁用于与邻国的贸易往来,锦绣产业因此成为蜀汉

政权的经济支柱。
按地域统计,凉山州有纺织非遗15项,阿坝州6

项,成都市和绵阳市各3项,甘孜州、攀枝花市、广元

市、宜宾市、自贡市和南充市各2项,巴中市、乐山市、
内江市和雅安市各1项。凉山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各民族历史悠久,风情古朴动人;彝族、藏族、回族、布
依族、傈僳族等十多个世居民族的生活习俗丰富多彩;
凉山州省级纺织非遗项目有彝族7项,藏族3项,傈僳

族和纳西族各2项,苗族1项,成为纺织非遗最多的地

区。同时,凉山彝族的服饰多姿多彩,风格独具。历史

上,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各地服饰区别明显,
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产生了4项纺织非

遗,如彝族服饰、彝族奥索布迪服饰艺术、义诺彝族服

饰和呷咪服饰。阿坝州作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有羌

族纺织非遗项目5项,有羌族传统编织技艺、麻布制作

技艺、羌绣传统刺绣工艺和羌族服饰。羌族先民已掌

握了毛、麻纺织技艺。羌绣除分布于阿坝州茂县、汶川

县和理县等地区,也分布于绵阳市平武县和北川羌族

自治县。傈僳族在四川省主要分布于攀枝花市和凉山

州,纺织非遗项目有傈僳族织布技艺、傈僳族刺绣技艺

和傈僳族服饰,傈僳族织布技艺采用火草绒线与火麻

线混纺技艺。四川省作为全国第二大藏区,藏族主要

分布在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和绵阳市,纺织非遗项

目主要是纺织类和传统服饰类,传统技艺项目有藏族

牛羊毛手工编织工艺、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
木雅藏族服饰制作技艺、白马毡帽擀制技艺和藏族毛

纺织品编织技艺;民俗项目有藏族服饰(尔苏藏族服

饰)和木里“桑股”头饰。各民族在千百年生活中已掌

握了丰富的纺织技艺。
另外,四川省还有市(州)级纺织非遗项目65项,

其中传统美术5项,传统技艺45项,民俗15项;区
(县)级纺织非遗项目74项,其中传统美术8项,传统

技艺54项,民俗12项。

3 四川省涉及传统服饰的非遗项目的分布

自古蜀道艰难,地理阻隔,交通不便,传统舞蹈、传
统戏剧和民俗成为居民丰富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在

十类非遗项目中,传统舞蹈、传统戏剧和民俗都涉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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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饰,其传统服饰也是非遗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舞蹈服饰是角色外部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舞台综合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传统戏剧服饰

则是在生活基础上,运用夸张、强调的手法使日常服饰

更加符合舞台和剧情的需要,是戏剧化和传统戏剧服

饰的艺术再加工,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资源。
民俗泛指一个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
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民俗含有礼仪服饰文化、传统

节日服饰文化等,这些文化承载了人们的精神信仰,常
常表现在祈福、祭祀等场景中。服饰是外显的实物器

具,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必不可少的核心组件,
服饰是其传承的重要部分,对其传统服饰的研究是非

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把传统舞蹈、传统戏剧和

民俗涉及传统服饰的非遗项目也归为传统服饰类。
在四川省国家级非遗项目中涉及传统服饰的非遗

项目38项,占全省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比例为24.84%。
其中,传统舞蹈项目20项,如弦子舞、舞和锅庄舞

等;传统戏剧项目7项,如川剧、藏戏和端公戏等;民俗

项目11项,如羌年、彝族年和彝族火把节等。其中藏

族15项,汉族11项,羌族7项,彝族4项,纳西族1
项。羌族涉及传统服饰的非遗项目有传统舞蹈项目卡

斯达温舞和羌族羊皮鼓舞,民俗项目有羌族瓦尔俄足

节和羌年。羌年是四川省羌族的传统节日,于每年农

历十月初一举行庆祝活动,是早期的农耕文化活动的

产物。节日期间,羌族人民祭拜天神、祈祷繁荣,在释

比(神父)的细心指引下,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举行庄

严的祭山仪式,杀羊祭神。
在四川省省级非遗中涉及传统服饰的项目有178

项,占全省省级非遗项目的比例为22.25%。其中,传
统舞蹈项目102项,如锅庄、翻山铰子、龙舞和傈僳族

嘎且且撒勒舞等;传统戏剧项目36项,如灯戏、曲剧和

藏戏等;民俗项目40项,如藏历年、傈僳族婚俗和彝族

婚俗等。其中汉族75项,藏族55项,羌族16项,彝族

15项,傈僳族7项,纳西族5项,苗族4项,回族1项。
藏族涉及传统服饰的省级非遗项目中有传统舞蹈

项目34项,包括博巴森根、金冠舞、甘孜踢踏和锅庄

等;锅庄舞由于地域不同,表演者的装饰、动作节奏还

是表演时的舞姿变化和传统服饰都不同,省级非遗项

目锅庄有19项之多。藏族涉及传统服饰的传统戏剧

有7项,主要包括藏戏和木雅藏族“什结拉布”。其中

藏戏有色达藏戏、巴塘藏戏、德格藏戏、南木达藏戏、理

塘藏戏和木雅藏戏;藏戏是藏族戏剧的泛称,是一个非

常庞大的剧种系统,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生活习俗、文
化传统、服饰穿着和方言语音的不同,它拥有众多的艺

术品种和流派。藏族涉及传统服饰的民俗项目有14
项,主要有赛马节(会)、硗碛上九节和藏历年。

4 传统织染工艺

纺织非遗的概念是传统的纺、织、染、绣、印,服装

类的裁、制和缝等手工技艺,这些传统手工技艺凝聚着

先人的生存智慧。传统织染工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人

类形成之初。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先民们逐渐学会用

兽皮、葛麻等为原料制成简单的御寒蔽体之物,进而在

生活实践中不断提高编、织、染等技术[5]。各地各民族

的先民依靠当地的动植物资源利用纺轮捻线、经纬交

织和手工制毡等技艺生产原始的纺织品;利用植物和

矿物染料进行染色印花;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和喜好

制作本民族的服饰;结合本民族的信仰和图腾刺绣上

丰富的图案。考古表明,蜀锦最早发源于春秋战国时

代,蜀绣起源于商代早期,成熟于商代中晚期。秦汉以

前的各族人民已熟练运用纺织技术,满足人们对衣着

的需求。
传统织染工艺属于古代科学技术,随着人们对自

然的认知和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断提高,同时在历史的

长河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人类历史上任何先进的科

学技术都不会囿于一个狭小的圈子内自我束缚,总是

要打破国家和民族界限进行传播,将人类文明推向前

进[6]。传统织染工艺的发展是民族科技与中外科学技

术相互交流与融汇的结果。
传统织染工艺是历史的产物,由于少数民族地区

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相对闭塞的交通状况,加之少数民

族十分尊重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心理特征,致使许多特

殊的民族工艺被保留下来,没有因外来文明的冲击而

全部消失。开展不同民族同一种工艺的比较研究,有
助于了解历史上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路径。

随着现代化大生产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传统织染

工艺正在逐渐从我们生活中消减。科学、系统和专业

地研究纺织非遗的材料性能、科学原理和技艺特点,是
提高传承人科学认知的关键,是提升纺织非遗市场经

济环境适应能力、生存能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提升

传统产业文化含量与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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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具有丰

富的纺织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活态灵

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是民族文化的生命

密码,承载着独特而丰富的想象力、文化意识和民族精

神。每个历史时期的传统织染工艺都有其独特的艺术

风格与表现形式,这一风格不仅与当时的社会状态、经
济条件、科技发展、文化氛围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而
且更与工艺手段、材质内容、形式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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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DistributionofTextile
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SichuanProvince
FUHongbin1,ZHANGYang2,BAIJiang2,ZHENGGuanghong1

(1.ChengduTextileCollege,Chengdu611731,China;2.ChinaTextileEngineeringSociety,Beijing100025,China)

  Abstract:SichuanProvinceisrichin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coveringthetraditionalweavinganddyeingprocessesof

spinning,weaving,dyeing,printing,embroideryandtraditionalclothing.Thereare14national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projectsand45provincial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jectsinSichuanProvince.Thereare38nationalintangibleculturalher-

itageprojectsand178provincial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jectsinvolvingtraditionalcostumes.Thecharacteristicsoftextileintan-

gibleculturalheritageprojectsofethnicminoritiesinSichuanProvincewereanalyzedsystematicallybysortingoutthedistributionof

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ypes,traditionalweavinganddyeingtechnologytypes,regionaldistributionandethnicdistributionoftex-

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jectsinSichuanProvince.Sichuan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wasinfluencedbygeographical

andculturalenvironmentalfactors,withstrongregionalityandnationality.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sanancientscienceand

technology,onlythroughscientific,systematicandprofessionalresearchcanitbewellinheritedandinnovated.

Keywords: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category;traditionalweavinganddyeing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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