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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云纱俗称茛绸、云纱，是一种用广东特色植物

薯莨的汁水对桑蚕丝织物涂层、再用珠三角地区特

有的含矿河涌塘泥覆盖、经日晒加工而成的一种昂

贵的纱绸制品。由于穿着走路会“沙沙”作响，所以

最初叫“响云纱”，后人以谐音叫作“香云纱”。

佛山顺德地区的香云纱生产至今已有500多年

的历史，目前在全国来说，生产规模依然位居前列。

8月13日，记者走进顺德伦教镇香云纱文化遗

产保护基地，在这里，一栋楼高五层具有岭南特色的

香云纱博物馆正拔地而起。

上午八点刚过，晒布工人已到达基地，这里有好

几处香云纱晒布场，地上铺满了香云纱布匹，正等待

着晾晒。

“这些天没有下雨，气温又高，正适合晒布。每

匹布要来回染30遍，并至少晒26遍才够型。”84岁高

龄的“香云纱染整技艺”非遗传承人梁珠介绍，香云

纱布匹成品一般长15米，宽1米，要经过染色、晾晒、

过河泥、扫色等多个工序。由于香云纱制作受风雷

雨电的影响，在日照充足的条件下，全靠手工制作，

因此产量不大。

梁珠介绍，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顺德伦教镇周

边，薯莨经过粉碎榨汁后，汁液被当作染料，丝绸经

过多次染色后，稠面上覆盖着伦教镇特有的泥巴晾

晒，因泥巴中含有0.6-0.8%的铁，与薯莨中的单宁酸

发生化学反应，覆盖过泥巴的一面变成了黑色，而另

一面成了褐色，经过二十多遍的反复染色暴晒，才制

成了特有的香云纱布料。由于用香云纱制作的服装

穿起来十分凉快，还可以抗过敏，对皮肤能起到保养

作用，因此顺德地区生产的香云纱早已远销国外。

“明年年初博物馆投入使用后，我们将不断完善

香云纱的整个产业链，从种

桑、养蚕、织布、染整、设计、

成衣制作，开展一条龙服

务。在香云纱生产制作方

面，希望能得到政府有关政

策方面的支持。”广东新天成

香云纱生态文化开发有限公

司经理何伟明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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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云纱 浸染岁月静美

（扫码看香云纱制作视频）

▲一名工人收集晒好的香云纱

▲刚刚切开的薯莨

▲工人用薯莨汁液浸泡丝绸

▲工人正在晒布中

▲丝绸布匹每次浸过薯莨汁液后都要扫布▲香云纱晒布场，工人正在叠起布匹▲香云纱成衣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