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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潮涌，“织”出花团锦绣

海宁市许村镇：国潮时尚小镇起势腾飞
褚晶君 陆 凛 周琳虹 张 会

国风潮涌，“织”出花团锦绣

海宁市许村镇：国潮时尚小镇起势腾飞
褚晶君 陆 凛 周琳虹 张 会

初冬时节，龙渡湖畔，浙北小城海宁市许村镇迎来“全国流

量”。11月14日至16日，第八届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

在海宁市许村镇举办。

随着国潮兴起，今年年初，被誉为中国布艺名镇的海宁许村，

凭借其生产的马面裙面料而声名鹊起；如今，第八届中国纺织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在此举办，这座小镇再次成为焦点。

在这一年里，许村的“一块布”催生了哪些创新成果？又带来

了哪些值得深思的产业变革？

文化赋能
“一块布”焕发新魅力

从成为全国知名的马面裙面料供
应基地，到成功承办高规格的纺织非
遗大会，许村生产的“一块布”频频出
圈。这背后，是因为海宁市许村镇纺
织历史源远流长，纺织产业基础雄厚。

在许村，每一寸布料都承载着深厚
的历史与文化。其中，许村家纺正是因
蚕丝织造、棉麻织造、云锦织造等为代
表的织造技艺而兴起。

龟背纹套装、团花旗袍、只此青绿
桌垫⋯⋯在纺织非遗创意馆，展厅里时
尚国潮服装和精美手工艺品诠释着当
下最新的纺织流行趋势，可以近距离领
略织锦的美。

许村织锦，以其精湛的织造技艺和
绚丽多彩的图案而著称。织锦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如今，织锦工艺
也广泛运用于马面裙、汉服之中。在去
年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期间，由海宁中
纺面料科技有限公司所负责的亚运礼
服、真丝旗袍等系列高定服饰中也运用
了织锦技艺。

创新传承，让传统产业“潮”起来。
多年来，许村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同时，
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如将传统纺织非遗
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造出既符合
当代审美又不失传统韵味的面料和服
饰。

4 年前，海宁中国家纺城与浙江理
工大学成立时尚面料创新中心。截至
目前，该中心已经与浙江理工大学、中
国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多所高校
以及当地众多家纺企业建立合作，累计
开发 4000 多款面料。“像马面裙面料的
研发，我们3年前就开始了，改良融合了
宋锦、云锦中的众多元素。”海宁中国家
纺城设计总监、时尚面料创新中心负责
人贺荣表示，这样的创新，既保留了传
统的精髓，又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

在第八届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会开幕式上，“非遗传承·国风潮
涌”非遗服饰大秀成为最大亮点。这场
令人瞩目的大秀，设计灵感从何而来？
贺荣给出了答案：织锦以其精湛的技艺
和华美的图案，承载了匠心独运的东方
美学，各大博物馆内珍藏的传统经典纹
样，海宁皮影戏、硖石灯彩等具有浓厚
地方特色的传统元素，为设计者提供源
源不断的灵感源泉。

集群壮大
“一块布”织出新图景

许村虽是一座镇，但产业集群优势
明显，发展的劲头始终很大。

作为家纺产业的领军之地，中国布
艺名镇许村镇，一直是海宁家纺产业的
摇篮与高地。一直以来，许村以蚕丝织
造、棉麻织造、云锦织造等纺织非遗技艺
为基石，成功“织”就了嘉兴市首个工业
产值破百亿的城镇。

历经40年的发展，许村家纺产业演
绎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发展
奇迹。这里建有大型家纺面料生产基地
和提花家纺产销中心，拥有家纺经营主
体近8000家、家纺企业2000余家、从业
人员 4 万余人，已形成集“面料生产、设
计研发、布艺织造、印染后整理、成品‘智
造’、平台销售、智慧物流”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生态。历年来，许村家纺产品市场
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高达 35%以上；
家纺产品年产量稳居全国第一，多达 28
亿米，远销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届大会是中国纺织非遗大会创办
以来首次走进纺织产业集群地和纺织专
业市场，也是首次在街镇举办，依托海宁

许村纺织产业集群力量，更好地推进纺
织非遗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布艺名镇，许村正面临产
业转型关键期，在传承和创新上有着强
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当下，也需要进一
步掀起国潮新风尚。为此，我们双方是
一拍即合，双向奔赴。”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原副会长、中国纺织非遗大会总策

划孙淮滨如此解释将大会放在许
村举办的原因。

“许村之所以能在环
绕周边的大城市中脱颖

而出，成为本次大会
的举办地，靠的就是
找准了自身定位、
发展时机和创新方
向。”许村镇相关
负责人说。

从“一块布”到
“一个家”再到“一
座城”，许村人的步

履 不 停 、创 新 不 止 。
当下，许村正在大力发

展时尚产业，拥有服装经
营主体 7000 余个、服装企业

1500 家、从业人员超 15 万人，
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许村辨

识度的产业集群，形成“规模化、规范化、
品牌化”的发展特征。特别是今年以来，
许村敏锐地抓住“国潮风起”的机遇，大
力进军“国风服装面料”新赛道。目前，
全镇超 100 家企业生产国风面料，日产
量达 3 万多米，占全国产量 70%以上，

“国潮时尚小镇”开始名声大噪。
这场全国纺织非遗行业盛会花落许

村，充分展现了海宁家纺产业集群资源
优势，同时也展现了“国潮时尚小镇”许
村强大的创新力、生产力和生命力。

“大会在许村举办，是海宁纺织产业
集群融合文化时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行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杨
兆华说，接下来，希望许村将以此次大会
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纺织产业集群优势，
为推进新时代纺织非遗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链”上发力
“一块布”向“新”而兴

中国纺织非遗大会是纺织非遗传
承发展、成果交流的行业性平台，是国
内目前非遗大类中唯一由国家级行业
组织举办的非遗品牌盛会。本届大会

通过专题发言、传承人对话、文旅推介、
成果展览、产教对接、研学交流、创意市
集等，共同探讨纺织非遗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径。

“马面裙只是一个符号，仅仅打开
了我们国潮面料研发的一扇窗户，还需
要我们跟随时代需求，从材料、工艺、设
计等方面去不断革新与突破。”许村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集结政府机
构、行业组织、知名服装设计师、高等院
校及科研院所、优秀纺织企业、知名文
创企业、各大电商平台等纺织非遗领域
专业资源，搭建起了行业交流合作、资
源共享的大平台，助力许村打造“国潮
时尚小镇”。

通过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
会，链接全国纺织领域的各方力量，许
村这座小城市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大会上，中国纺联非遗办、海宁中国家
纺城、浙江理工大学、四川文旅局、北京
财贸职业学院、松雷集团等签订了合作
协议，内容涵盖标准合作、共创展示空
间、产学研合作、设计大赛、转化战略合

作等。
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办到

了家纺产业链上，是推动纺织非遗高质
量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在家纺产业集
群地举办本次大会，能够进一步开拓当
地纺织非遗传承人和从业者的眼界和思
路，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高质量发展，提
升家纺产业文化内涵和设计创新，对于
全国纺织工业具有示范引领意义。”浙江
理工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丝
绸学院）教授、纺织行业非遗推广大使祝
成炎如是表示。

在当下，随着国潮风尚愈发盛行，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与审
视深度也在不断提升。打造马面裙面
料的核心产区，创立纺织非遗创意展
示馆，推出以新中式面料为主打的杭
海面辅料中心⋯⋯许村正不断推动传
统产业革新，并将借助此次大会举办
的契机，不断汇聚时尚元素、吸纳时尚
人才、培育时尚企业，打造全国纺织非
遗时尚新高地，让“国潮时尚小镇”起
势腾飞。

琳琅满目的国风服饰

（本版图片由海宁市许村镇提供）

模特身穿非遗服饰走秀

游客正在逛展览

中国布艺名镇许村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