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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非遗的融合与创新——以绒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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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消逝，部分传统手工

业逐渐被工业化，智能化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更为重要。本文主要以绒花为例，对非遗绒花手工艺品的历

史发展、艺术特点、传承现状和绒花的创新思路方向进行参考分析，寻找能与之融合的其他非遗产品，进行南北非遗融合

创新，将这些非遗产品以全新的方式推陈出新，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关键词】非遗绒花手工艺品；南北非遗；融合创新；传承发展

【基金项目】2023年西安培华学院校级、陕西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寻花路--以绒花为例

进行南北非遗融合创新，项目校级编号：PHDC2023021；省级编号：s202311400027。

传统非遗绒花手工艺品具有与众不同的悠久的历史进

程，但也随着当代网络的发展，渐渐被人们遗忘，被工业化

产品代替[1]。想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又能顺应时代发展，使

其融入到当代社会发展潮流中去，就需要对传统非遗绒花工

艺品的历史发展进行深入了解，寻找能与之融合的南北非遗

进行融合创新，再通过符合当代社会审美和潮流的现在科技

进行宣传与推广，使其不再受发展局限的影响，将非遗绒花

手工艺品能够融入当代人们生活中去，才能推动我国非遗绒

花手工艺品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1　非遗绒花的传承与创新研究意义

成立“寻花路”手工艺工作室，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介宣传普及非遗传承与保护；以保护为前提，将非遗融入国

民教育体系，激活非遗利用活力，让文化自信“强起来”。

与时俱进融合潮流时代，融入现代元素，从实用性出发创新

出符合现代审美，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以南京为试点，

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为文旅经济赋能接着通过将绒花非遗

与其他城市已经相较成熟的一些非遗产品进行合作与融合，

一方面借鉴成熟非遗的宣传体系和知名度来对绒花进行一种

宣扬，另一方面将绒花与其他非遗进行结合，打出一种组合

技的效果，既宣扬了其他非遗，又宣传了自身，既将绒花带

入其他非遗宣传地，扩大传播面，又将其他非遗产品带向南

方，使得非遗产品传承下去，为更多人所熟知。

1.1　为传统技艺类非遗品牌形象设计提供研究方法

绒花非遗品牌形象设计能够推广绒花制作技艺、提升非

遗绒花的知名度，增加附加价值，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传统

手工技艺类品牌形象，更好地推动非遗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

与发展。通过对绒花进行品牌化设计与研究，归纳出本课题

调查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能够为其他非遗品牌化建设提供

设计与研究的参考。

1.2　推动南北非遗融合创新与发展

将绒花与掐丝珐琅，合阳提线木偶，竹编等北方非遗融

合，以此来达到一种南北非遗融合的效果，不光带动本身绒

花的发展，也能让绒花走出南京，走出江苏，走出南方，来

到北方扎根，推动传播发展。除此之外，北方的非遗也能通

过这种方式来到南方，让南方人产生兴趣，吸引购买，达到

宣传效果 ，开发出一种非遗结合的新模式，彼此在各自所

在地的知名度，带动彼此发展，进而推动共同传承发展，共

赢共生。

1.3　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感，增强文化自觉与

文化自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世界各族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种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结晶，也是

弥足珍贵的文明见证。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劳作中创造

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绒

花流传至今已数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它蕴含

每一个朝代的手工制作业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

步绒花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变迁，其文化

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逐渐深厚。利用当代品牌形象设

计使绒花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社会文化生活完美融合，有助

于提升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文

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2　非遗绒花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比如摸排“非遗”保护现状、建立“非遗”档案、

培养传承人、依托非遗项目“创富增收”等，都旨在留住

历史的“根与魂”。由于非遗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所以

需要凝聚非遗资源整合力量，而增强“全民意识”无疑是

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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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花的谐音是“荣华”，具有荣华富贵平安幸福的意

思，这是一种以天然蚕丝为主要制作原料的手工饰品，它

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南京绒花制作开始于唐代，武则天

时，南京绒花就被列为皇家贡品，在当时，南京绒花有专

门的作坊，生产具有一定规模，而到了清朝，南京绒花的

生产更是进入了鼎盛时期，产品销往各处。绒花流传至今

已数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它蕴含每一个朝

代的手工制作业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绒花

一定程度上见证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变迁，其文化价值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逐渐深厚[2]。在这样一个网络化、智能

化快速普及以及科技畅销的时代，部分传统手工技艺文化

逐渐被工业化、智能化取代。绒花由于成本高，产值低，

样式老套，缺少传承人以及制作工艺复杂，生产压力大，

收益慢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绒花曾在宫廷里风靡一时享尽

人间繁华到后来无人问津被人遗忘。

为了保护非遗绒花，《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规定了对传统非遗的一系列问题和解决方法，场地与

人员是南京绒花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在场地方面通

过走访民俗博物馆的绒花作坊发现作坊的面积在容纳了赵

先生以及四名学徒之后已经显得特别的拥挤无法再容纳更

多的学徒场地问题成为更多学习者加入的一大阻碍。其次

即便场地得到解决目前南京绒花的制作者大多是出于兴趣

自发性地拜师学艺在这个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加上当

地政府没有履行招募常随学员的相关政策人员流失将对南

京绒花的保护和发展产生毁灭性打击。再次江苏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给与六十岁以上的省级

传承人重点保护为其提供工作和生活便利”。然而在走访

绒花坊的过程中并未发现赵树宪先生得到特殊照顾[3]。对于

怎样重点保护该条例中也没有给出详细说明因此在执行过

程中无法有效落实。

南京绒花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劳动人民高超技艺

的具体体现与国家文化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

息息相关。目前南京绒花的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片

面的保护措施并不能保证其长期发展因此形成多层次、全

方位的保护对南京绒花的生存至关重要。只有每个相关部

门和相关个人在南京绒花保护方面都尽到责任南京绒花才

能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3　非遗绒花在传承中的创新策略探析

3.1　南北非遗概述

3.1.1掐丝珐琅技艺

（1）介绍。掐丝珐琅（Cloisonne），正名为铜胎掐丝

珐琅，俗名珐蓝，又称嵌珐琅，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

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 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

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是传统工艺"燕京八绝"

之一，是中国的著名特种金属工艺品之一，属于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悠久的历史、典雅优美的造型、鲜艳夺

目的色彩、华丽多姿的图案、繁多的品种造型著名。

（2）发展历史。掐丝珐琅由元代引入中国，而掐丝

珐琅其工艺成熟的生产且运用在宫廷器皿是从代宣德年间

（1426～1435年）开始的，而后演变出了供观赏的景泰蓝

工艺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受西方人喜好的影响，珐琅

器出现了犹如昙花一现一般的短暂繁荣发展。民间逐渐出

现珐琅作坊商号等。1950年6月，为扶持北京传统手工业，

北京市政府成立特种工艺品公司1951年，特艺公司下设城

里了研制景泰蓝的特艺实验厂。同时，清华大学营建系（

今建筑学院）在梁思成、林徽因的主持下成立抢救景泰蓝

工艺的美术小组。2006年，景泰蓝工艺被国家列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的支持下，景泰蓝工艺不

再仅仅是孤傲遥不可及的艺术品，大至建筑装饰小至茶叶

罐小首饰，掐丝珐琅在慢慢渗入百姓的生活中。

（3）传承面临的问题。掐丝珐琅的传承现状并不乐

观，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这项技的传承需要耗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还需要具备许多关于美术、工艺等

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对年轻人而言具有一定的挑

战性。其次掐丝珐琅制作工艺复杂、制作周期较长无法适

应如今较快的生活节奏，难以吸引年轻人加入到该行业。

3.1.2　泉州提线木偶

（1）介绍。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福建省泉州

市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提线木偶戏是

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传统戏剧形式，主要发祥地在泉州，

也叫作泉州提线木偶戏。

（2）发展历史。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唐代，古时被称

作“悬丝傀儡戏”，具有巫文化和“人神沟通”等性质；

同时，传统的提线木偶戏剧目采用了木偶头雕刻工艺，隐

含了民间信仰及婚丧喜庆等习俗，是泉州人民和闽南语

系地区人民生老病死礼俗中的重要内容之一。2006年5月

20日，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编

号：Ⅳ-92。

（3）传承面临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文化生

活的丰富以及审美情趣的变化，观赏兴国提线木偶戏的人

越来越少。由于受众萎缩，最近10多年来，各提线木偶戏

班的经济效益差，演出次数越来越少，愿意学习这门手艺

的人更是难找，从而使提线木偶演员年龄结构出现断层。

现有的线戏艺人逐渐步入古稀之年，面临后继无人的境

地，尤其是一些木偶制作技艺和演出技法濒临失传。

3.1.3　竹编

（1）介绍。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国的陶器始于新石

器时代，它的形成与竹编的编制密切相关，以竹藤编制

的篮筐作为模型，再在篮筐里外涂上糊泥，制成竹藤胎

的陶培。

（2）发展历史。殷商时代，竹藤的编织纹样丰富起

来。春秋战国时代，竹的利用率得到扩大，竹子的编织逐

步像工艺方面发展，编织也日见精细。战国时期还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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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致力于竹编技艺研究的人，他就是泰山。秦汉时期的竹

编沿袭了楚国的编织技艺。此外，竹编也被能工巧匠们制

成小孩的玩具。灯节活动自唐代以来就在民间流传，至

宋代已经十分流行。明清时期，特别是乾隆以后，竹编工

艺得到全面发展。江浙一带出现了竹篮。19世纪末至20世

纪30年代，中国南方各地的工艺竹编勃勃兴起。1990年以

后，浙江嵊州，四川省青神县和渠县先后被评为“中国竹

编之乡”。进入21世纪以后，竹编工艺渐渐失去市场竞争

力而出现滑坡，其编织技艺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3）非遗传承面临的问题。在大多地方，竹编技术只

掌握在一批老一辈的匠人手中，年轻人对竹编不感兴趣，

不愿学习，在产品的设计研发方面也就突显薄弱，产品种

类与风格形式大都固守传统，缺乏创新。作为传统手工

艺的竹编产品，其制作往往都是纯手工过程，因而工艺复

杂，耗时长，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受众范围小。工业

化的发展，使得自动化、机械化、批量化生产的产品具有

成本优势，规模化生产优势，具有更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3.2　南北非遗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和意义

非遗融合发展有利于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使其在当代社会中得到延续和发展。促进文化交流与

融合，非遗融合发展可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与融合，增强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非遗融合发展可

以为当地带来经济收益，促进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非遗融合发展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本地区的非遗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承。非遗融合发展可以为

非遗文化注入新元素和活力，促进其创新与发展，满足现

代人的审美和需求。

3.3　针对非遗绒花展开的南北融合

针对非遗融化展开的南北融合主要体现在掐丝珐琅、提

线木偶、竹编等。

3.3.1掐丝珐琅

掐丝珐琅是一种在铜质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

花纹焊在上面，并且把珐琅质地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部，

从而烧制成的器物。，而我们现在将绒花和掐丝珐琅相结

合，则是在原本铜质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

纹焊上，但是其填充物由色釉变成了我们的绒花，通过这

样融合可以将掐丝珐琅和我们的绒花进行一个创新发展，

将两者的文创产品带入我们的千家万户。通过，掐丝珐琅

的传统的手工艺者，将各种花纹在铜质胎型上进行掐丝和

焊接工艺，然后制作绒花的传统手工艺者，将我们选定的

掐丝珐琅画所需绒花的颜色和绒花的类型制作好。然后将

所选取的绒花，通过裁剪，粘贴等工艺嵌入到我们的掐丝

珐琅，花纹内部，这样一件由掐丝珐琅和我们的传统绒花

相结合的南北非遗融合就制作好了，通过融合，让原本复

杂的掐丝珐琅变得相对简单化。

我们可以通过，出售相融合的非遗文创半成品来激发

人们动手欲望，从而来达到宣传非遗文化的目的。促进我

们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文融合。使我们的非遗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

能够推动我们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经济收益，促进就

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3.3.2提线木偶

木偶戏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古

代传统戏剧的重要形式。但是，随着现在的发展，我们的

提线木偶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

出了观众们的视野，当前的提线木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

地，尤其是一些木偶制作工艺和演出技法都濒临着失传。

非遗绒花相对于提线木偶而言，绒花的发展是相对较好

的，大众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我们可以利用绒花来带动我

们提线木偶的一个发展，将木偶衣服上的花纹以及头饰都

换成我们的非遗绒花，这样可以使得原本的木偶显得更加

的活灵活现，具有勃勃生机，从而引起大众兴趣。通过，

非遗绒花的发展来带动提线木偶的发展，而提线木偶的发

展也将推动着绒花影响力号召力扩大。

3.3.3竹编

在很多地方，我们的竹编工艺只是掌握在了老一辈的

匠人手中，年轻人对竹编不感兴趣，不愿意学习。因此，

竹编的技术传承方面缺乏人才的问题是较为严重的，且竹

编的受众群体较小。但因为其制作往往都是纯手工的，工

艺复杂，耗时长，成本高，它的市场竞争力弱，受众范围

小。那么，我们将竹编和非遗绒花相结合，将我们的绒

花进行一定的工艺制作，将绒花融入到我们的竹编产品当

中去。首先提高了我们竹编手工艺品种类的丰富性，且具

有一定的创新性。可以利用竹编和绒花制作一些小手工艺

品，来吸引我们年轻人的目光，让他们关注到非遗竹编传

承的问题，通过这些小的手工艺品来打  造一条新的竹编市

场和销售渠道，形成一定的品牌化，从而促进竹编和非遗

绒花的发展。

4　结论

结合当代社会发展潮流，以非遗绒花为主进行南北非遗

融合创新，使这些非遗手工艺品能满足当代人们多元化的

审美与需求，使其打破传统手工艺品发展局限，通过品牌

打造提高非遗绒花手工艺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

步提升非遗文化的知名度和非遗品牌价值，保护、传承和

推广非遗绒花技艺，使更多人感受到非遗手工技艺的温度

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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