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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又备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公司产值逐

年攀升，2017 年成为规模以上企业。

    

火草纺织技艺濒临失传
    

2017 年，在朋友的大力推荐下，火

草走进了李蓉丽的视野。火草是生长在

我国西南地区箐沟和山坡上的一种草本

植物，少数民族制作和使用火草历史悠

久。火草一直是云南纳西族、彝族、白族、

傈僳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生活中密不可

分的一部分，他们把火草叶片背面的绒

毛纤维撕下来捻线织布，制成各式各样

的衣服。

为了探究火草纺织技艺，李蓉丽到

昆明周边彝族、苗族等聚居地走访调研。

然而，让她遗憾的是，懂这门技艺的人

寥寥无几。

“在石林县鹿阜街道路美邑村，仅

有一户人家还在用火草织布。在昆明市

五华区西翥街道瓦恭社区，仅有个别 80

多岁的老人会这门技艺。在更多的地方，

这项技艺濒临失传，很多曾经纺织火草

布的架子被丢弃在门外。”对于长期致

力于保护和传承云南民族文化的李蓉丽

来说，这项非遗保护项目的衰败让她痛

惜不已。

如何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及其产品得

以传承与发展，使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成为李蓉丽一直思考的问题。所幸，

英国手工艺协会选派手工纺织专家来到

云南，李蓉丽与他们一起开展火草手工

纺织技艺培训，并对火草纺织技艺进行

改良，创新研发出新产品。

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2018年，昆

明玖雍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有限公司开发的

火草产品获得两项由世界手工艺理事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手

工艺徽章”认证。有了荣誉加持，火草

织成的围巾等产品得以远销欧美市场。

    

打造火草文化产业链
    

近年来，野生的火草越来越少，加

之火草布仅能手工纺织，因其成本高，

产品售价也高。“要挖掘这门技艺的更

多潜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

蓉丽说。

为了持续推广火草文化，李蓉丽萌

生出一个颇为大胆的想法——打造一条

集火草种植、纺织纱线、产品设计的火

草文化发展产业链。

在此过程中，李蓉丽找到东华大学

纺织和机械制造方面的专家，研究火草

的纤维，改良火草的纺织技艺。她还多

次到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

寻求人工种植火草的方法。

2018 年，李蓉丽在瓦恭社区租下

5亩地种植火草。然而，种植过程并不

顺利。第一年，成功育种育苗，但移栽

后遭遇一场大雨，幼苗受损严重。第二年，

部分火草长势较好。第三年，火草长出

来了，但叶片很小，绒毛纤维撕不下来。

火草的人工种植难度超出预期，但

李蓉丽并没有放弃，她告诉记者：“今

年我们与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合作，火草

长势越来越好，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火草是一种古老的‘新’材料。”

东华大学纺织专家程隆棣告诉李蓉丽，

火草纤维比蚕丝纤维还要细，非常柔软，

亲肤性好；火草纤维构造与羊绒相似，

其保暖性好，并且火草纤维还有较好的

抑菌效果。

火草的研究成果让李蓉丽喜出望

外，更加坚定了她发展火草产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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