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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高校中关于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普及的

第一本教材，也是系统研究我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拓荒

之作。本书对我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

析研究，围绕着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创新问题，从总体状况、

项目申报、文化符号、民族文化、保护机制、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对部分有代表性的纺织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附录的形式做了简要介绍。

本书全面客观，图文结合，雅俗共赏，信息丰富，有利于

广大爱好者、工作者系统了解和深入学习，同时对民族文化的

弘扬和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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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还是个较新的概念，往往逢人还须费些唇舌解

释。其实日本早在 1950 年就已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法》，并明确把文化遗产

称为文化财。美国则在 1965 年开始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信托基金”，致力于全

球文化保护。这些都是后来联合国提倡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滥觞，由来久矣。

个别国家致力于保护其文化财，与全球性的文化保存，性质并不同。因

为很显然前者出于国族主义，后者着眼于全球化，思路及做法都会有很大差

异。但很有趣的是 ：在 20 世纪末，这两种思路奇妙地结合了起来，遂形成

这几十年波澜壮阔的世界文化运动。

先说全球化的发展。19 世纪以来，全球秩序的建构，乃是朝向一体化的

进程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努力想发展为全球体系，最后遂形成两大阵

营的对抗。20 世纪末期，苏联解体，颇令人有资本主义体系终于达致全球化

的感觉。因为金融、教育甚至政治体制，大家都越来越趋于一致了。欧洲整

合、美国文化泛滥，世界各国的文化表现与价值观也已日渐同质化。

可是这种所谓的“全球化”事实上也与苏联解体一样，正在迅速解体中。

刚统合起来的全球化体系，遭遇到一个新概念的冲击，叫做“全球在地化”。

全球在地化是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说的，认为在一个全球愈来愈同质化的

时代，当人与人、国与国、城市与城市，风貌越来越相似以后，人反而希望

能看到一些差异，因为只有差异，才能产生认同。大家都长得一样，谁也不

认识谁，怎么认同某甲，某乙？你自己又怎么认同你自己？所以，在全球化

越甚之处，在地化的特征就越重要，否则面目模糊，就谁也不晓得你是谁，

更没人会记得你。20 世纪后期迄今，联合国大力推动自然及文化遗产保护、

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就体现了这种世界文化的新动向。

在地化的地，一是指地本身，自然的地质、地形、地貌 ；二是指地上之

中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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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人文创造之语言、文字、习俗、技艺、生活样态。前者称为自然遗产，

是老天赋予我们的 ；后者称为文化遗产，是祖先遗赠给我们的。前者是有

形，物质性的 ；后者属于文化状态或技艺、生活方式、思想信仰，故又称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然，这些术语都是不准确的，会带来认识的歧义。因为人死了以后的

东西才叫遗产，可是那些民族技艺、生活样式等，其实目前往往还鲜活地存

续于各民族中，不好说它们只是遗产。而且那些信仰、习俗、技艺等，事实

上也仍不断创造出各种具物质性地东西来，怎么说它就一定是非物质？例如

纺织，苏绣、湘绣、蜀绣、缂丝、云锦等，其技艺即表现于具体地织品中，

“道”与“器”向来是合一地 ；“使其形者”与“形”也是合一地。名之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显有未当。

但语言毕竟只是个描述工具，不必太过执着，只要明白它在说什么就够

了。它说的，乃是 20 世纪新的世界史大叙事、大趋向，教我们在 20 世纪热

切追求现代化、参与世界体系之后，转过来关心我们自己在地的文化。

这样的动向或趋势，恰好又是符合我们国家民族之需要的。国家或民族

的历史、文化、地理，过去曾经被视为现代化、全球化之障碍，是耻辱与落

后的标识，如今却因此重新获得认同、重新吸引全世界之目光，当然是重建

民族自信的重要方法。我国自 1987 年开始，积极参与世界自然文化之申报，

原因即在于此。

现今，我国已是全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因此今后要做的，

不再是让人家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珍贵的遗产，而是如何保护、传承、发扬下

去这些珍贵的遗产。而这些工作才是艰巨庞大的，需要我们动员全社会的人

一起来做。

天津工业大学现代纺织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就是致力于非遗研究与知

识普及工作的一支劲旅。在我国之非遗项目中，纺织乃一大类，至为重要。

但专注于这方面研究及推广的团队其实还不多，因此他们的表现格外引人注

目。现在他们承担了“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的课题项目，编撰了

这么好的教材，实在令人欣喜，特此申贺，并以为序。

龚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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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精神

的象征、民族历史的见证和民族身份的标志，正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

学术界以及相关民间组织的重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保护理念和保护手段稍显落后，但整体进展较

快。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国家级代表名录的公布，我国已经逐步

走上了全面的整体性保护阶段。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区县等多级保护层级，

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多类保护方式和企业、传承人、行业、学校等多

方主体参与的协同保护体系。

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相关基础理论

研究的深化。天津工业大学现代纺织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以纺织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研究以及知识普及为使命，承担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举办了以纺织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全国学术研讨会，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积累

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为了更好地弘扬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一民族奇葩，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更好地了解、学习、宣扬这一优秀文

化，天津工业大学现代纺织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公共选修

课“中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在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讨中，

我们深感有必要对现有的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研

究，有责任对不断推进的保护实践进行理论总结。鉴于此，天津工业大学现

代纺织产业创新研究中心成立了以赵宏教授为组长的课题组，着手制定纺织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的写作方案。经过实地考察、学术交流及中心人员等

的共同努力，形成了本书的初稿。经过有关专家学者的充分论证，写作人员

中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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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修改，数易其稿，最终形成了本书的终稿。

承担本书写作的有 ：

赵宏、王巍（第一章）

马晓虹（第二章）

马大力（第三章）

姜弘（第四章）

尹艳冰、马涛、马艳华、马晓虹、王巍（第五章）

曹明福、陈昌（第六章）

曹明福、冯娅娟（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事记）

其中，王巍参与了第四章第一节第一部分的写作，承担了第五章第三节

第五部分的写作 ；尹艳冰、马涛承担了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的写作 ；马艳

华承担了第五章第三节的写作 ；马晓虹承担了第五章第四节的写作 ；曹明福

承担了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写作 ；陈昌承担了第六章第四节的

写作；曹明福、冯娅娟搜集了我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事记的有关资料。

全书由赵宏、曹明福统稿并定稿。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阅读、参考了国内外学者、传承人等撰写的

有关资料，文中有些数据图片及资料来自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百度百

科、百度图片、互动百科等网络资源，在此，我们对所阅读、参考的有关资

料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 谨对给予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以帮助和支持的专家学

者、传承人、编辑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我国高校中关于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普及的第一本教材，

也是系统研究我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拓荒之作。由于我国纺织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正在不断拓展，保护层面正在不断深入，有些内容没

有完全囊括在书中，加上我们水平所限，书中肯定存在不少不尽完善之处，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正和补充。

                                《中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题组

                                                                             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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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 本章主要内容 ※

本章主要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

定义及特点，并从批次、种类、特点、开发保护、

研究现状等方面对中国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保护纺织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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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

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

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广义的世界遗产包括 ：自然遗产、文化遗

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文化景观遗产以及记忆遗产。狭义的世界遗产包

括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以及文化景观。 

文化遗产可分为物质类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物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指

不可移动文物，如，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刻、石窟寺、壁画等 ；可

移动文物，如，艺术品、文献、历史上重要实物、手稿等 ；以及历史文化名

城、名村镇、名街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是指口头传统、民俗活

动和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空间。它体现了人类的思

想、才智和情感，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人类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是世界文

明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估量的多重价值。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1.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遗

产保护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活动。我们有必要回顾联合国在保护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如表 1-1 所示，正是这些事件推动了世界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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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 17 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称谓，详细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范围，同

时，在《申报书编写指南》中又进一步阐释了其意义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作为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因素，已为国

际所公认。这一遗产在不同文化间互相容忍、相互协调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文化遗产的诸多形式受到文化单一化、

武装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人口外流、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威胁，正面

临消失的危险。”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已比较规范，

各个国家也有了可以依据的申报细则，这意味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表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时间（年） 主体 事件

1965 美国 提出了“世界遗产信托基金”建议案

1972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颁布了

《关于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建议案》；在世界范围

内展开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工

作，并提出了“文化遗产”等概念

1982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正式设立了一个部门，称为 Nonphysical Heritage（非物质

遗产）部门

1987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明确将非物质遗产作为保护对象

1997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通过了《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言》，界定了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含义

2001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都灵会议正式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2001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进行了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的申报工作，包括中国昆曲在内的 19 个代表作获得

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定

2003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第 32 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但

详细地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还通过了《申

报书编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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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引入中文语境、频繁使用始于 2001 年。2001 年我国

参与了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

目”，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举行了一系列活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一概念因此被国内熟知。

此后，我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各项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昆曲、古琴等分别被列入 2001 年度和 2003 年度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与此同时，我国相继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

律法规，如表 1-2 所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表 1-2　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制度

时间 机构 制度

2004 年 8 月

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

2005 年 3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2005 年 3 月 国务院办公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05 年 3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

法》

2005 年 12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2006 年 11 月 文化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2011 年 2 月

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如下定义 ：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传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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