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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名录整理
1 

曹硕，张丹，赵金龙 

(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江苏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发展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底蕴深厚，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对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类型、批次、地区分布和包含的传统纺织技艺整理缺乏系统

性研究，相关项目文化传承人和研究者缺少可查资料。［研究方法］文章以国务院公布的江苏省四批国家级纺织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四批省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整理对象，运用图表绘制、比较论

证、整理归纳等方法，系统分析江苏省国家级和省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类别、批次、地区分布和包含的传

统染织技艺情况。［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呈点状分布在长江

三角洲区域，地区项目分布和各地区项目类别分布在数量上都呈巨大失衡现象，地区分布以苏州市为主；四个批次

间数量下滑由线平滑且趋势极其明显，受地区间民族、地理、历史、经济差异性等因素影响巨大;在传统染织工艺

分类下的分布失衡情况比较严重。省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批次间变化与国家级相比略有不同，但分析其

在地区项目分布、各地区间项目类别分布、所属传统染织工艺范围等变化因素时，与国家级染织类非遗项目变化因

素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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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南抵长江三角洲，盘踞长江经济带，京杭大运河南北贯穿其西部，人文资源与经济资源类

型极其丰富。纵观历史发展前鉴，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繁荣的经济枢纽，为江苏省衍育了大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中以“非

遗”替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省非遗不仅展示了江苏人文的发展面貌，还蕴含了江苏历史的源远流长，更代表了江苏

拼搏的进取精神，是中国非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笔者在整理过程中比对发现，其他学者梳理的我国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名

录数据之间缺乏一致性，故存在误差，且关于江苏省纺织类非遗项目系统性整理文献十分稀少。基于学者李强从文化维度对“染

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词条的定义解析，本文将对江苏省纺织类非遗项目按批次、类别、地区等分布方式进行详细整理和分析。

截至 2020年 11月，国务院共分四批公布了 3145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江苏省以苏绣及其扩展项目①为代表的刺绣工艺，南京云锦、

宋锦、苏州绰丝、传统棉纺织为代表的织造技艺以及苏州用直水乡妇女服饰均属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江苏省共拥有国家级

纺织类非遗项目 13项（表 1）,由 5项传统美术类、7项传统技艺类和 1项民俗类共同组成；分布在省内 6个区市，除徐州市，

其余 5个区市呈点状式分布在长江经济三角洲区域，地域分布特征性明显。江苏省人民政府于 2007年、2009年、2011年和 2015

年陆续公布了省级非遗项日，据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数据显示，省级非遗项目收录多达 746 项，纺织类非遗项目在整体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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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仅接近 6%。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共计 42项，分为 13项传统美术类、27项传统技艺类和 2项民俗类。 

表 1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特点
②
 

序号 申报批次 所属类别 名称 项目特色 申报单位 编号 

1 

第一批 

传统美术 苏绣 
构图创意巧妙、图案清新秀丽、色彩高雅、针法活泼、

绣工严谨 
苏州市 VⅡ-18 

2 

传统技艺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

工织造技艺 

制作水平精湛高超，有极大的创意性，在文化、科技

等方面内涵丰富，古代三大名棉之一 
南京市 VШ-13 

3 宋锦织造技艺 

织物色线和组织层次丰富，纹案传统、色彩鲜致、工

序复杂，采用经线、纬线联合显花的组织结构，技艺

上采用彩抛换色 

苏州市 VШ-14 

4 苏州缂丝织造技艺 

技艺精湛、色彩丰富鲜明、色阶齐备、在秀而不艳中

体现出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制品耐久度强，为丝织

品中最高品级，有“千年不坏艺术织品”美称 

苏州市 VШ-15 

5 
南通蓝印花布 

印染技艺 

通常选用吉祥图案、耐脏耐磨、经久耐用，使用植物

蓝靛染料和刻板漏浆防染工艺 
南通市 VШ-24 

6 剧装戏具制作技艺 

类别齐全，图案独特，色彩秀雅，工艺严谨。技艺手

法多样，融合刺绣、绘画、文学、历史等文化艺术元

素，拥有一整套特殊且系统的手工制作技艺流程 

苏州市 VШ-82 

7 民俗 
苏州用直水乡 

妇女服饰 

体系完整，主要为花布、土布、深浅士林布面料,创造

性采用拼、接、拆、卸多种技艺，色彩艳而不俗，对

比强烈，装饰工艺极为考究 

苏州市 X-63 

8 

第二批 传统美术 

苏绣（无锡精微绣） 
简称“锡绣”，包含多种剌绣针法,主要素材为植物和

吉祥图案，卷幅微小、绣技精湛、构思巧妙 
无锡市 VⅡ-18 

9 苏绣（南通仿真绣） 

融汇美术光影技法，内容源于西洋油画人物肖像、风

景等，使用旋针、虚实针表现物体肌理。擅长人物绣，

针法多变，色调柔和自然,五官刺绣传神 

南通市 VⅡ-18 

10 香包（徐州香包） 
敦实朴素,色彩对比鲜明，立体造型栩栩如生，外观粗

犷简洁，极具装饰性，局部刺绣细腻且严谨 
徐州市 VⅡ-26 

11 

第三批 传统技艺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

工织造技艺 

多使用优质名贵材料，认真考究,主要为真金线、纯银

线、五彩蚕丝线。纹样与众不同，视觉效果金碧辉煌，

位中国四大名锦之首，被誉为“东方瑰宝”、“中华

绝艺” 

江苏汉唐 

织锦科技 

有限公司 

VШ-13 

12 

传统棉纺织技 

（南通色织 

土布技艺） 

至今仍使用单锭手摇纺车纺纱，结合古式脚踏手投梭

木机的织造技艺，保留原始工序方法，工艺复杂，构

图花式繁多，产品美观，色彩丰富 

南通市 VШ-100 

13 第四批 传统美术 
苏绣 

（扬州刺绣） 

擅长水墨意象，画理与绣理相融，风格洒脱，韵味醇

厚。绣制针法多样。线条排列疏密得当;镶色和顺，丝

理自然。劈丝精细，针法细致缜密，色彩搭配非常丰

富，整体呈现清新淡雅的风格 

扬州市 V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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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分析 

在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中，并没有对于纺织类非遗进行单独分类，有关纺织类的非遗项目主要分布在传统美

术、传统技艺、民俗三大类中。通过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表 2）同全国范围内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表 3）对比发

现，研究地区与全国范围内纺织类非遗的比较结果，可更直观地体现差异性的动态分布，便于江苏省纺织类非遗保护工作有针

对性的开展。 

表 2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批次项目分布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总计 

传统美术 1 3 0 1 5 

传统技艺 5 0 2 0 7 

民俗 1 0 0 0 1 

总计 7 3 2 1 13 

 

表 3全国国家级纺织类非遗批次项目分布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总计 

传统美术 17 33 10 10 70 

传统技艺 22 37 17 8 84 

民俗 6 33 1 10 50 

总计 45 103 28 28 204 

 

1.1 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批次与类 

别分布整理分析 

从类别上看，江苏省传统美术 5 项，传统技艺 7 项，民俗仅 1 项，前两项数量相差甚微，但民俗类与前两项比较出现巨大

落差。我国国家级纺织类非遗在三大类别中均存在数量失衡现象，民俗类分布数量最少 50 项，次之为传统美术类 70 项，传统

技艺类分布数量最多为 84项，从数量上可以发现与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主要涵盖类别方向相同，在数量相对比例上有所差异。

在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批次分类中，第…批 7项,其中传统技艺类占据 5项，传统美术和民俗类分别 1项，类别分布十分不

均；第二批 3项，全部集中在以刺绣为代表的传统美术类，类别分布同样失衡;第三批 2项，都集中在以织造技艺为代表的传统

技艺中；第四批仅有 1 项，为扬州刺绣所在的传统美术类。由此可见，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在总体变化上呈下滑

现象，第一批至第二批数量下降的变化趋势特别明显，第二批至第四批则呈平稳下降趋势。 

其中，全国范围内的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在第一批至第二批区间内上升趋势非常明显，出现了超半数增长。江苏省

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却在全国呈良好上升势头期间内出现超半数下降现象。可见，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变化波动或与地方非遗

保护工作之间存在部分联系，变化的原因值得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 

从各批次数量变化趋势对比图中可以看出（图 1）,第一批 7 项约占同批全国总量的 16%,远高总占比例 6%（图 2）,表明江

苏省对我国在 2004年和 2005年期间内颁布的政策法规重视程度高，同时表现出对纺织类非遗保护工作具有提前意识。第二批 3

项仅占同批总量的 3%,且在全国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上升的大好趋势下出现下降情况，项目数量相差 102 项,为四批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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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最大。如表 4所示,在第二批中有 26个省、地区较第一批实现了增长，新疆自治区和贵州省增长幅度最大分别是 13项和 10

项。新疆自治区和贵州省都属于多民族聚居区域，少数民族种类众多，在文化基因、生活习惯、审美认知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性，

造就了纺织类非遗的多样化与独特性。而江苏省主要以汉族为主体，占比 99.5%,是少数民族散居区域，故少数民族结构的单一

性是构成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稀少的因素之一。国务院于 2008年 6月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从表 1 可以看出，江苏省第二批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 3 项在类型上皆属于扩展项目，与新增项目而言，表现出对非遗项目纵

向挖掘深度不够，出现横向挖掘的现象，未能推陈出新。第三批、第四批的国家级纺织类非遗数量分别为 2项、1项，各占同批

全国总量的 7%和 3%,也均同属于扩展项目，挖掘的工作同样呈现纵向转横向发掘现象。 

 

 

表 4中国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分地域数量统计 

序号 省份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总计 

1 江苏 7 3 2 1 13 

2 安徽 0 1 0 0 1 

3 北京 0 5 0 1 6 

4 河北 0 2 0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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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黑龙江 1 1 0 2 4 

6 吉林 0 2 0 0 2 

7 湖北 1 3 0 0 4 

8 山东 0 2 0 0 2 

9 河南 0 1 0 0 1 

10 新疆 1 14 4 1 20 

11 辽宁 0 2 0 0 2 

12 内蒙古 0 3 0 4 7 

13 山西 0 5 0 2 7 

14 上海 2 0 4 0 6 

15 天津 0 0 1 0 1 

16 浙江 0 6 6 1 13 

17 福建 1 1 0 0 2 

18 江西 0 1 0 1 2 

19 湖南 3 5 2 0 10 

20 广东 2 1 1 2 6 

21 广西 3 0 0 1 4 

22 海南 6 2 0 0 8 

23 重庆 0 2 0 0 2 

24 四川 3 5 2 3 13 

25 贵州 5 15 5 2 27 

26 云南 2 2 0 1 5 

27 西藏 4 9 1 0 11 

28 陕西 0 2 0 0 2 

29 甘肃 1 3 0 1 5 

30 青海 2 5 0 1 8 

31 宁夏 1 0 0 1 2 

 总计 45 103 28 28 204 

 

换言之，我国的非遗开发和保护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各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所在地的非遗资源进行开发，提供了

非常宽松的政策环境与全面的支持。在这样举国重视的环境下，也并未激发起江苏省后期对于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申报工作

潜力，一方面是江苏省在前期非遗挖掘工作中已经展开了全面细致的非遗普查调研，再无新增项目出现；一方面是非遗工作申

请难度加大，对非遗项目的界定标准提高，现存生产劳动与文化创作方式不能够达到非遗的标准。 

1.2 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批次与类别分布 

整理分析 

1.2.1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批次分布整理分析 

2007 年 3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省级非遗项目中染织类非遗项目共 20 项（表 5）,其中传统美术类 9 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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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类 10项、民俗类 1项。可见，江苏省第…批纺织类非遗项目中民俗类数量只占比例 5%,类别分布极其不平衡。2009年 6月，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二批省级非遗项目中纺织类非遗项目共 7 项（表 6）,包含以东台发绣、邳州绣花鞋为代表的传统美术

类 2项，以南通色织土布技艺、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沛县色织土布技艺和邳州蓝印花布为代表的传统技艺类 4项，

以胜浦水乡妇女服饰为代表的民俗类 1 项。江苏省第二批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较第一批相比明显下降。2011 年 6 月，江苏省人

民政府公布的第三批省级非遗产项目中染织类非遗项目共 7 项（表 7）,包含以南通彩锦绣为代表的传统美术类 1 项，以如皋丝

毯织造技艺、南通色织土布技艺、南通扎染技艺、南通勾针技艺和苏州彰锻织造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技艺类 4 项，民俗类 0 项。

江苏省第三批染织类非遗项目数量于第二批相比基本持平，但从项目类别看分布极其失衡，民俗类未有一项属于省级染织类非

遗项目。2015年 1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四批省级非遗产项目中纺织类非遗项目共 9项（表 8）,包含以苏州发绣为代表

的传统美术类 1 项，以吴罗织造技艺、缂丝织造技艺、传统棉纺织技艺、皮毛制作技艺和新沂蓑衣编织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技艺

类 8 项，民俗类 0 项。江苏省第四批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与第三批相比增加 2 项，但在项目类别分布上同样呈现极其失衡的情

况，且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中民俗类出现空白现象。 

表 5江苏省第一批省级纺织类非遗目录 

序号 所属类别 名称 项目特色 申报单位 编号 

1 

传统美术 

苏绣 同表 1中的序号 1特色 苏州市 JS-01-VⅡ-0007-01 

2 平绣 

无锡区域平绣，又称“锡绣”“无锡精微绣”，刺绣产

品大都为实用性用品，以植物中的折枝花果、吉祥图案

作为主要的绣制纹案，刺绣针法灵活多样，变化无穷。

整体卷幅尺寸微小却又构思巧妙、整幅绣品无处不体出

精湛的绣技 

无锡市 JS-01-VⅡ-0008-01 

3 平绣 

扬州刺绣针法多达数十种，变化无穷，线条排列紧实有

致;丝理自然，色彩柔顺;针针相嵌，皮皮相迭;形成了

扬派刺绣“精、雅、和、顺、匀、活、透、洁”的独有

的艺术特点 

扬州市 JS-01-VⅡ-0008-02 

4 平绣 

南通地区的平绣图案大多来自西方油画中的人物肖像

和自然风景一类，融汇美术光影技法，使用虚实针和旋

针表现物体肌理。擅长人物绣，针法变化无穷,色调柔

和自然，五官刺绣传神 

南通市崇川区 JS-01-VⅡ-0008-03 

5 乱针绣 以针线表情达意,采用疏密叠绣、长短并重、纵横交错、

巧妙灵活、分层加色的乱针技巧，形成绣面绚丽多彩、

线条流畅、层次分明的艺术风格 

常州市钟楼区 JS-01-VⅡ-0009-01 

6 乱针绣 镇江市丹阳市 JS-01-VⅡ-0009-02 

7 上党挑花 

沿袭了手工刺绣技艺，分十字花和平挑花两种方式。通

常使用麻布或土布做底布，绣线使用棉线，将五彩丝线

以十字花或平挑花的样式挑制在底布的经线与纬线交

错的网格上,形成炫彩夺目、光影分明的图案 

镇江市丹徒区 JS-01-VⅡ-0010 

8 徐州香包工艺 

内容多取喜庆吉祥素材，造型嬗变。外观敦实朴素，色

彩对比鲜明，立体造型栩栩如生，外观粗犷简单,装饰

性强,局部刺绣精致且严谨 

徐州市 JS-01-VⅡ-0011 

9 盐城老虎鞋 

虎鞋色彩丰富，和谐统一，杂而不艳。布料色彩具有民

族民间风情；鞋底用料充实。手工彩线钉纳，图案绣有

“万”字；鞋口形状圆润；鞋帮图案为绣制龙凤呈祥和

八卦太极。虎鞋手工针线精细，外观形象逼真，产品扎

实耐用 

盐城市盐都区 JS-01-VⅡ-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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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传统技艺 

南京云锦木机妆

花手工织造技艺 

拥有完整且庞大复杂的工艺体系，主要工艺环节由纹样

设计、意匠、挑花结本、原料准备、织造等构成，有绘

图、设计、挑花、倒花、拼花、拽花、盘织、打纬、送

经与卷取等百道工序。用料名贵，是以蚕丝线、黄金线、

孔雀羽线等织出的华丽织物 

南京市 JS-01-VШ-0002 

11 宋锦织造技艺 

运用彩抛换色的独特工艺,经线和纬线联合显花的组织

结构，织物表面色线丰富，组织层次清晰。在艺术表现

中以变化几何形做骨架，以自然花卉、吉祥如意纹做内

容，外配自然和谐、主体略有对比的色彩 

苏州市 JS-01-VШ-0003 

12 
苏州绰丝织造技

艺 

制作精细、色彩丰富、色阶完整、古朴典雅、秀而不艳，

誉为“织中之圣”。制品耐久度强，为丝织品中最高品

级，有“千年不坏艺术织品”美称 

苏州市 JS-01-VШ-0004-01 

13 
南通蓝印花布印

染技艺 

以天然植物蓝靛做染料，采用刻板漏浆防染工艺，织物

图案吉祥、耐脏耐磨、经久耐用 
南通市 JS-01-VШ-0005 

11 剧装戏具制作工

艺 

同表 1中序号 6特色 苏州市 JS-01-VШ-0014 

15 绒花制作技艺 

绒花装饰精品具有色彩艳丽饱满，寓意吉祥，造型别致

的艺术特点。手法运用夸张变形，形象塑造简练生动，

神态活泼玲珑、趣味浓厚 

南京市 JS-01-VШ-0020-01 

16 绒花制作技艺 

宫花和喜花是扬州绒花的别称，作为雅俗共赏的民间艺

术品，艳丽多姿却艳而不俗，优美动人却美而不娇，被

世人赞誉为工艺品中的“小家碧玉” 

扬州市 JS-01-VШ-0020-02 

17 天鹅绒织造技艺 
天鹅绒的花纹是人工雕刻出来的，花纹十分清晰，故变

化自如。根据用途的不同,有适用于服装面料的四方连

续的花样，也可用于一枝花的件料花样,适合用于装饰

的图案，如白描或单色画稿、黑白图案，可用于高档服

饰和壁挂、镜框、靠垫等多种装饰工艺品 

南京市 JS-01-VШ-0021-01 

18 天鹅绒织造技艺 镇江市丹阳市 JS-01-VШ-0021-01 

19 
常熟花边制作技

艺 

第一特点特别擅长呈现镂雕的艺术效果;第二特点是不

用绷架 
苏州市 JS-01-VШ-0022 

20 民俗 
苏州用直水乡妇

女服饰 

服饰体系完整，创造性采用拼、接、拆、卸技艺，通常

使用上布、花布和深浅士林布作为服饰面料，虽然色彩

对比强烈却鲜艳而不庸俗，装饰工艺复杂且极为讲究 

苏州市 JS-01-X-0003 

 

表 6江苏省第二批省级纺织类非遗目录 

序号 所属类别 名称 项目特色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1 传统美术 苏绣（东台发绣） 

针法虚实结合变化无穷，利用深浅浓淡人发作为

“色线”，绣画结合，按照图的颜色使用“色线”，

彩绣画面内容丰富，呈现“墨中有色，色中有墨”

的视觉效果 

盐城市东台市 JS-O2-VⅡ-0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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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间绣活 

（邳州绣花鞋） 

纹样造型活泼生动,深厚圆润,色彩浓稠鲜艳，对

比强烈，古朴大方，艳而不俗。绣工细致，既有

北方针法的粗犷豪放，又有南方针法的细腻隽秀，

集南北方绣艺之精华，独具邳州地方民族民间工

艺风格与特色 

徐州市邳州市 JS-02-VⅡ-0012-02 

3 

传统技艺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

工织造技艺 

具有超凡脱俗的纹样风格、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和宛若天成的艺术境界，列中国四大名锦之首。

其文化和内涵丰富，被誉为“东方瑰宝”“中华

绝艺” 

南京市 JS-02-VШ-0002-02 

4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邳州蓝印花布） 

也常被称作“青花布”和“药斑布”，防染浆料

以黄豆粉、石灰加水调制成,蓝靛染料自天然植物

蓼蓝草提取提取 

徐州市邳州市 JS-02-VIII-0005-02 

5 

色织土布技艺 

（南通色织土布 

技艺） 

目前技艺方式仍为使用单锭手摇纺车纺纱和古式

脚踏手投梭木机结合的织造技术，保留传统工序

方法，工艺复杂,构图花式繁多，产品美观，色彩

丰富，在我国农村土布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 

南通市 JS-02-VIII-0035-01 

6 

色织土布技艺 

（沛县色织 

土布技艺） 

在原始木机上采用通经断纬、手送木梭、挑换纬

纱打织完成。织布用染色丝线。采用纺织中的“挖

梭”工艺，五颜六色的纬线仅仅于图案花纹需要

处与经线交错织造,经线在锦面上贯通而不间断 

徐州市沛县 JS-02-VIII-0035-02 

7 民俗 

水乡妇女服饰 

（胜浦水乡 

妇女服饰） 

包头颜色通常以双色相间，大襟纽攀拼接上衣独

特别致，绣祠福裙飘逸洒脱的，福腰带五彩斑斓，

百纳绣花鞋瑰丽多彩的，肚兜古朴简洁,卷黯简便

实惠 

苏州市苏州工业

园区 
JS-02-VIII-0003-02 

 

表 7江苏省第三批省级纺织类非遗 

序号 所属类别 名称 项目特色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1 传统美术 苏绣（南通彩锦绣） 

彩锦绣在绣制过程中，使用了民间两种传统针法，

“点彩”和“纳锦”，现已展现出新的特点，由

原先的单面刺绣改进为双面绣和双面异色绣;创

造新的纳锦纹样；在画面结构、虚实、色彩等处

理上和发挥材料特质和工艺手法多样性上，都有

高水平的突破 

南通市 JS-03-VⅡ-0007-03 

2 

传统技艺 

彰锻织造技艺（苏州彰

锻织造技艺） 

漳缎面料缎地紧密肥亮,质地挺刮厚实，绒花饱满

缜密，花纹立体感强,主要用作高档的服饰面料、

室内装饰及工艺品 

苏州市 JS-03-VШ-0021-02 

3 
色织土布技艺 

（南通色织上布技艺） 

擅长几何形式花纹,装饰效果突出，节奏感鲜明。

利用提花、织锦与经纬交织技术的交替使用，格

律中表现变化，简朴中蕴涵丰富,审美价值别具一

致 

南通市启东市 JS-03-VШ-00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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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皋丝毯织造技艺 

在原料上采用优质的自然野生柞绢丝，为了重新

展现画面分色、套色、韵色、跳色等效果，所以

使用特殊的手工打结技艺，保持丝毯毯造型尺寸

准确，在颜色上也能够体现出精练与凝重，能够

完美地将不同流派画家作品的艺术特色表现的淋

漓尽致 

南通市如皋市 JS-03-VШ-0071 

5 南通扎染技艺 

创造性地运用了扎染工艺的由点及线、由线及面

和点、线、面结合编组的技艺，使结扎方法松紧

有致，以其“松”给予染料以渗透的余地，产生

“水墨”效果；以其“紧”，防其渗透而保证图

案的清晰度 

南通市海安市 JS-03-VШ-0072 

6 南通勾针技艺 
使用勾针工具，以不同质地的线为原料编织而成

的民间工艺品 
南通市海安市 JS-03-VШ-0073 

 

 

序号 所属类别 名称 项目特色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1 传统美术 苏绣（南通彩锦绣） 彩锦绣在绣制过程中，使用了民间两种传统针法，“点彩”和“纳锦”，现已展现出

新的特点，由原先的单面刺绣改进为双面绣和双面异色绣;创造新的纳锦纹样；在画面结构、虚实、色彩等处理上和发挥材料特

质和工艺手法多样性上，都有高水平的突破 南通市 JS-03-VH-0007-03 

2 传统技艺 彰锻织造技艺（苏州彰锻织造技艺） 漳缎面料缎地紧密肥亮,质地挺刮厚实，绒花饱满缜密，花纹立体感

强,主要用作高档的服饰面料、室内装饰及工艺品 苏州市 JS-03-W-0021-02 

3  色织土布技艺 

（南通色织上布技艺） 擅长几何形式花纹,装饰效果突出，节奏感鲜明。利用提花、织锦与经纬交织技术的交替使用，

格律中表现变化，简朴中蕴涵丰富,审美价值别具一致 南通市启东市 JS-03-W-0035-03 

4  如皋丝毯织造技艺 在原料上采用优质的自然野生柞绢丝，为了重新展现画面分色、套色、韵色、跳色等效果，

所以使用特殊的手工打结技艺，保持丝毯毯造型尺寸准确，在颜色上也能够体现出精练与凝重，能够完美地将不同流派画家作

品的艺术特色表现的淋漓尽致 南通市如皋市 JS-03-W-0071 

5  南通扎染技艺 创造性地运用了扎染工艺的由点及线、由线及面和点、线、面结合编组的技艺，使结扎方法松

紧有致，以其“松”给予染料以渗透的余地，产生“水墨”效果；以其“紧”，防其渗透而保证图案的清晰度 南通市海安市

 JS-03-W-0072 

6  南通勾针技艺 使用勾针工具，以不同质地的线为原料编织而成的民间工艺品 南通市海安市 JS-03-W-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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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江苏省第四批省级纺织类非遗目录 

序号 所属类别 名称 项目特色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1 传统美术 
苏绣 

（苏州发绣） 

发绣是苏绣中的一种，以发代线，利用本身然色

体的色泽和其他物理特性，运用多种针法刺绣，

针迹细密，图象生动，对比鲜明 

苏州市姑苏区 
JS-04-VⅡ 

-0007-04 

2 

传统技艺 

缂丝织造技艺 

（苏州缂丝织造技艺） 

在丝织品中被列为最高品级，具有制作精良、艳

中带秀、淳厚朴实的特点 
苏州市相城区 

JS-04-VIII 

-0004-02 

3 
缂丝织造技艺 

（南通缂丝织造技艺） 

历史悠久，南通地区的缂丝织造历史应该追寻到

北宋时期。自 2008至 2010年开始亮相社会之后，

南通缂丝分别获得世界、中国、省级的金、银、

铜大奖等奖项。从此南通缂丝在中国的缂丝领域

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 

南通市 
JS-04-VIII 

-0004-03 

4 
传统棉纺织技艺 

（雷沟大布制作技艺） 

使用传统手工方式进行纯棉纺纱,再结合旧式木

机进行织造，产品环保，采用天然植物提炼染色，

在染和织方面都拥有高超的技术。布料坚实紧

密，吸汗性强，柔软厚实，保暖性强，冬暖夏凉，

用途广泛 

苏州市张家港市 
JS-04-VIII 

-0035-02 

5 
传统棉纺织技艺 

（丰县棉纺织技艺） 

丰县民间纺织技艺的载体为家织布。服装被褥、

鞋袜等用布为平纹布面，由两匹缗织成。手巾为

斜纹布，由四匹缗织就。手工纺织，工序繁多，

技艺水平高，技巧难度大，成品种类多 

徐州市丰县 
JS-04-VIII 

-0035-03 

6 
吴罗织造技艺 

（四经绞罗织造技艺） 

先由绞综将经线绞缠理顺,再使用纬线来回穿插

织造，使经线相互呈绞状固定，从而形成纱罗织

物。技艺过程繁琐复杂，织造产品价值不菲 

苏州市苏州工业

园区 

JS-04-VIII 

-0092-01 

7 
吴罗织造技艺 

（纱罗织造技艺） 

不但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学价值、

经济价值，还能体现出珍稀性、原真性、系列性

的特点 

苏州市吴中区 
JS-04-VIII 

-0092-02 

8 皮毛制作技艺 

完全使用手工技艺完成禄口皮毛制作过程，从生

皮加工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制作成衣,对原料

选择、配皮等非常考究，深受海外客商欢迎 

南京市江宁区 
JS-04-VIII 

-0096 

9 
草编 

（新沂蓑衣编织技艺） 

新沂蓑衣与其他地区所以有所不同，主要原料是

当地官草，把整理好的官草用手搓，草有韧性，

耐磨漂亮。成品蓑衣一般重 4斤左右，状如披风，

短至腰部，造型美观、绿色环保、经久耐用 

徐州市新沂市 
JS-04-VIII 

-0100-02 

 

1.2.2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类别分布整理分析 

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主要体现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民俗三大类，共计 42 项（表 9）。从项目类别分布情况看，

在传统美术类中，主要是以苏绣及其扩展项目、平绣及其扩展项目、乱针绣及其扩展项目、上党挑花、徐州香包工艺、盐城老

虎鞋、邳州绣花鞋等为代表的 13项；传统技艺类中，主要以云锦、宋锦、苏州绰丝、南通蓝印花布印染、绒花制作、天鹅绒织

造、彰锻织造等织造技艺为代表的 27项；民俗类分布最少仅有苏州用直水乡妇女服饰和胜浦水乡妇女服饰 2项，数量大小极值

差为 25项，传统技艺类数量超过其他两类的数量总和，可见类别分布极其不平衡。将类别分布情况与批次分布情况结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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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图表（图 3）,可以更简洁明了地发现第一批次至第四批次总数量变化曲线呈“U”字型，第二、三、四批次较第-批次相

比数量下降尤其明显，下降数量超第一批数量半数以上。尤其明显的是，各批次中传统技艺类的数量一直处于榜首位置未曾动

摇，民俗类的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一直处在低谷状态鲜有回弹，在最后两批申报项目中甚至未有上榜。 

表 9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类别分布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总计 

传统美术 9 2 1 1 13 

传统技艺 10 4 5 8 27 

民俗 1 1 0 0 2 

总计 20 7 6 9 42 

 

 

2 江苏省纺织类非遗项目地区分布整理分析 

2.1 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地区分布整理分析 

截至 2020年 11月，在国务院公布的四批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分布在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苏州市、南通市、

扬州市共 6个地区，其余 7个地区项目数量为零，项目分布地区未过全省下辖 13个区市的二分之一（表 10）。从地区数量分布

上发现苏州市数量最多共 5 项，南通市 3 项，南京市 2 项、无锡市、徐州市和扬州市各 1 项，其余区市皆为 0 项。各地区类别

分布上也存在失衡现象，在民俗类别涵盖的纺织类非遗中仅苏州市拥有 1项，其他地区在民俗类皆为 0项；更为突出的现象是，

也仅有苏州市在三大类中均有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体现，就类别分布属比较平衡状态。由此可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在

江苏省内的地区分布上极其不平均;就国家级纺织类非遗存在的部分地区来看，三大分类中除苏州市外，其余地区均存在分布失

衡的状况。 

2.2 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地区分布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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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1 月（表 6）,在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四批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分别分布在镇江市、扬州市、盐城市、南通

市、苏州市、常州市、徐州市、无锡市和南京市共 9 个地区，连云港市、淮安市、泰州市和宿迁市 4 个地区均未拥有省级纺织

类非遗项目。其中，苏州地区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数量最多为 13项，南通地区仅次于苏州地区为 9项，徐州地区和南京地区数

量较为接近分别为 6项和 5项，盐城地区、扬州地区、镇江地区数量较少分别为 2项、2项和 3项，无锡市和常州市数量最少均

为 1 项。由此可见，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在地区分布上也同样存在分布不合理现象，部分地区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出现

空缺情况，且在南北地理分化上十分严重，以苏州、南京地区为代表的苏南地区与以徐州为代表的苏北地区在项目数量上差距

甚大。 

综上可见,江苏省纺织类非遗项目在地区分布和地区类别分布上都出现了失衡的现象。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地理因素,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棉花及其他材料质量好产量高，加上水路交通便利，促进贸易繁荣,为南部地

区的染织行业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储备，便利的交通促进了周边染织文化交流，为江苏省纺织类非遗扩展项目创造了条件；第二，

历史条件，自元明以来，长三角地区纺织业一直呈现出极度兴盛的景象，明清之后，南通并未受到战火侵袭，从而使得传统的

江南棉纺业在这里得以保存，由此构成的纺织群体为江苏省纺织类非遗保留了技术与人才；第三，经济方式，北部沿海地区自

古多以渔盐、养殖为生，对染织行业的生活需求和贸易需求都远低于苏南地区，缺乏对染织行业的重视和基础建设，长此以往

造成了当地纺织类非遗项 0资源的流失，从而缺少纺织类非遗项目。 

3 江苏省纺织类非遗项目中传统染织 

工艺整理分析 

3.1 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中传统染织 

工艺整理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可见，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在三大类中都有体现，取得之成果自离不开其中传统染织工艺的强有力

支撑。作为传统技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环节，中国传统织造技艺和杰出的印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古代劳动人民发明

的提花机装置和各类印染工艺（如夹缎、蜡缴、绞缎）曾生产出无数璀璨生辉、巧夺天工的织物。以传统染织工艺视角分析江

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可以更直观深入地判断非遗项目背后传统染织工艺，对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的研究和挖

掘乃至传统染织工艺的保护和推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表 6 所示，将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中涵盖的传统染织工艺

分为纺、染、织、绣和服饰五大类，织和绣两类数量最多同为 4项，服饰类 3项，纺和染两类最少分别 1项。由表 12可见，传

统染织工艺在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中的体现主要集中在织、绣和服饰三大类，在总项目数中占 84%；纺和染两类传统染

织工艺各自占比 8%,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在传统染织工艺中分布失衡情况比较突出；从数据中可以认识到在纺织类非遗

项目研究工作中，要格外关注运用纺和染两类传统染织工艺的纺织类非遗项目，并注重对于纺、染传统染织工艺的保护与传承。 

表 10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地区分布 

 南京市 扬州市 徐州市 淮安市 苏州市 南通市 镇江市 常州市 盐城市 无锡市 连云港市 宿迁市 泰州市 总计 

传统美术 0 1 1 0 1 1 0 0 0 1 0 0 0 5 

传统技艺 2 0 0 0 3 2 0 0 0 0 0 0 0 7 

民俗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总计 2 1 1 0 5 3 0 0 0 1 0 0 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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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地区分布 

 南京市 扬州市 徐州市 淮安市 苏州市 南通市 镇江市 常州市 盐城市 无锡市 连云港市 宿迁市 泰州市 总计 

传统美术 0 1 2 1 2 2 0 0 2 1 2 0 0 13 

传统技艺 5 0 4 0 9 7 0 0 0 1 1 0 0 27 

民俗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2 

总计 5 1 6 1 13 9 0 0 2 2 3 0 0 42 

 

表 12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中的传统染织工艺分布 

传统染织工艺 纺 染 织 绣 服饰 总计 

第一批 0 1 3 1 2 7 

第二批 0 0 0 2 1 3 

第三批 1 0 1 0 0 2 

第四批 0 0 0 1 0 1 

总计 1 1 4 4 3 13 

 

 

3.2 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中传统 

染织工艺整理分析 

由表 13和图 5可知，在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涵盖的传统染织工艺中，也同样存在分布不均现象。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中

纺工艺存在空缺，未有一项；染工艺项目数量也是捉襟见肘，仅为 2 项，在总项目数中仅占比 5%；在绣和服饰工艺中，数量出

现明显上升均为 12项，占比相同为 29%；在织工艺中数量最多为 16项，占比为 38%。经数据分析，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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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用的传统染织工艺主要集中在织、绣和服饰三种工艺中，整个传统染织工艺流程缺少完整性。 

表 13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遗中的传统染织工艺分布 

传统染织工艺 纺 染 织 绣 服饰 总计 

第一批 0 1 3 8 8 20 

第二批 0 0 3 2 2 7 

第三批 0 1 4 1 0 6 

第四批 0 0 6 1 2 9 

总计 0 2 16 12 12 42 

 

 

4 总结 

在对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名录的整理和分析后，得出以下几点结论：①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分四批次共

收录 13项，主要以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民俗三类为体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总数中占 6%；呈点状式分布

在长江经济三角洲区域，地区分布以南部的苏州市为主，南通市和南京市为辅。②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在申报过程中，

各批次间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综合民族种类和全国数量变化情况来看，政策法规只为非遗项目前期申报提供了良好的激励条件，

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为中期数量增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后期依靠政策法规进行“单核”驱动申报的劣势出现。如

此表明，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申报需要由“民族结构完整性”和“政策法规”进行双核驱动，与横向挖掘非遗扩展项

目相比，更需要在纵向工作中发力。③江苏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在地区分布上极为不平均，直接原因是南北地区地理条件

不同，间接原因是地理条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方式不同，对纺织类非遗的发展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④江苏省国家级纺织

类非遗项目主要涵盖织和绣的传统染织工艺，对使用纺、染传统染织工艺的非遗项目亟待保护和推广。⑤江苏省省级纺织类非

遗项目批次间变化曲线呈“U”型，与国家级变化曲线的倒“V”型有所不同；在其他分类方面的失衡情况及原因同国家级大致

相同，本文为数据整理性文章故不多做赘述。⑥对纺织类非遗项目的整理分析不应只停留在数量比较上，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其

特有的技术工艺与人文传承价值。本文主要以江苏省纺织类非遗项目分类整理为主，对数量变化波动与分布状况失衡的原因进

行浅析，希望对纺织类非遗研究学者作参考资料之用，诚挚恳请专业学者对本文不足之处及时斧正。 

注释： 

①扩展项目从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开始出现，与已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同名项目共用同一项目编号,但项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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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状况和保护单位不同。 

②表 1 数据更新日期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数据引用来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http://www.ihchina.c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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