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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手艺的温度  
编辑·方媛、叶子 摄影·曹有涛 撰文·Sally Zhao、潘潘  版式设计·高涵

夏布，是由苎麻手工织造的布料，它在中国由来已久，被称为

苎布、苎麻布或葛布。纯手工织造的苎麻布，呈现朴素的平纹

样貌，清凉透气，吸湿排汗，在棉布出现前，它曾是人们日常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裁衣饰屋，四季皆用。随着棉质织

物的出现及产量增多，苎麻布逐渐被取代，不再成为衣料中的

主力军。此时，昔日的苎麻布也由从前的“四季皆用”变为

了“夏季独用”，并被亲切地唤为“夏布”。而如今，提到夏

布，它更多的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而存在，或是被一些

独立设计师做成成衣被小众群体所认可，或是飘洋过海出口日

韩。随着人们对环保的重视，夏布作为一种环保面料的独特质

感、纯天然的材质、全手工制造的珍贵正逐步被发掘。本期我

们前往夏布产地之一湖南浏阳，拜访了还在从事夏布工作的织

造师、经营者以及推广人，希望将夏布之美带给更多人，为这

种传统面料如何融入现代生活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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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作《天工开物》中，曾有关于“夏服”的记述。“夏

服”顾名思义，即适合于夏季的服装，而用于制作夏服的物料，正

是凉爽宜人的苎麻夏布。不同于棉布的细软或丝物的柔滑，夏布

所裁制的衣物，外形挺括而富有垂感，天生带有一种君子气节，暗

藏兰竹之雅与智慧巧思，以至于明、清年间，夏布除了是朝堂上的

贡品佳物，也曾一度享誉海外。在当时，颇具名望的夏布产地有

江西宜丰、重庆荣昌、四川隆昌、浙江天台、湖南浏阳等。其中，

宜丰夏布以种类取胜，其布料分为粗细几等，被赞为“平如水镜，

轻如罗绡”。而重庆荣昌的夏布，早在唐、宋时就已被奉为贡品，

由于这里出产的布匹幅宽较大，常被文人用于书画，还有“夏布

中的画布”一说。同样是在蜀地，四川隆昌的夏布，集合了传自湖

广的织造经验与本地特色，曾一举赢得海内外青睐，使夏布成为

中国最早出口的纺织品。此外，浙江的天台、湖南的浏阳，历来都

以盛产苎麻而闻名，因而前者有“南山苎麻”的美誉，后者有“以

杭州纺绸换浏阳夏布”的佳话。

栽苎麻与织夏布
夏布的美好，离不开苎麻的特别，苎麻每每春季栽下，便可在

一年之内收获三至四次。5月、7月、10月都是收剥苎麻的时节。其

中，头麻与二麻收获的纤维较好，尤为长而韧，纤维的丝线通常可

达1~2米，这是其他荨麻科植物所不能比拟的。从事手工纺织的

人们，向来重视纤维的长度，所以与蚕丝、亚麻、棉、毛相较，苎

麻的特性显得尤为难得。春、秋两季收获的苎麻，要经过浸麻、

剥麻、漂洗、绩纱、成线、绞团、梳麻、上浆、纺织等多道手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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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夏布用的苎麻，被称为“中国草”，

是我国的原产麻，存世4700余年。

夏布产地之一，湖南浏阳大平村。

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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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才可得夏布一匹。整个织造过程中，由于苎麻原料的胶

质厚重，成麻不规则，所以每道工序只可采用手工方式，不

能以机器替代，这导致了夏布在工业科技发达的当下，仍

旧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但也正因如此，夏布才更

加弥足珍贵。

在众多道织造工序中，工艺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夏布的

品质。比如初期的“浸麻”，是以浸渍的方式将麻纤维周

身的胶质去掉，使其纤维变得松散，为后期制作麻线做准

备工作。在古代，人们常用自然发酵的方法进行脱胶，《诗

经》中曾载：“东门之地，可以沤苎。”“沤苎”说的就是

将苎麻浸泡于池水中。通常情况下，经过浸泡的苎麻会被

取出暴晒，然后再次浸泡，反复多次后，即可获得白色的

苎麻纤维。诸如此类的脱胶漂白方式还有很多，像是石灰

水漂法、炭熏法、牛粪浸渍法等等，在“一湿一干”间，展

现出古人的智慧与才能。另一道名为“绩纱”的工艺，是鉴

别夏布细致与否的标杆，十分考验师傅的功底。在这道将

苎麻纤维转换为麻线的过程中，越是要“绩”出细如发丝

的麻线，越耗费精力，即使是资历较老的师傅，一天也仅

能出50克麻线。如果按照一匹粗织夏布需要6斤麻线来计

算，加上前前后后的工艺耗时，怕是要近一个月才可织造

完工。这种由细麻线所制成的夏布，近乎于丝绸质感，光

泽细腻，质感垂顺，道出了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守艺原则。

浏阳河中的白纻
浏阳盛产苎麻，明末清初，其东、南、西三乡就以种麻

织布垂为家风。当地的苎麻品种“鸡骨白”，属于白麻中的

一类，是远近闻名的上等原料。而遍地苎麻的浏阳，又恰

逢浏阳河中利于“漂洗”的碱性水质，这一切仿佛注定了

夏布兴旺于此的缘分。浏阳当地的白纻夏布享有盛名，后

人总结原因有四：一是原料好，宜于绩麻织布；二是绩纱工

匠好，那里的绩纱女工心细工巧，所得纱线丝丝如发；三

是织工好，参与织造的男工手艺精良；四是漂工好，因为浏

阳河水为山中溪水，碱性的特质造就了它易于漂洗白净的

特点。加上浏阳河以卵石为底，所以漂出的布料不仅白皙，

还隐约可见卵石花纹，颇为独特。

现如今，浏阳当初随处可见的牵纱晒布之景、不绝于

耳的机杼之声已经越来越少。随着国外的订单逐渐减少，

夏布工坊的倒闭，原材料的缺失，产自这里的白纻夏布和

流传已久的织布技艺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境况。当地人称，

浏阳夏布的从业人员目前已经不足百人，这种现象在其他

夏布产地也同样存在。许多传承而来的手工夏布技术，在

未来都有可能失传，到那时，人们失去的将不单单是一种

布艺，而是一份手艺和一方人文景观。但值得庆幸的是，在

夏布的传承之路上，我们看到依然有人在坚守，从手艺人

到爱好者，再到传播人，他们被苎麻丝线紧密相连，正努力

编织夏布的新篇章。

充沛的降雨量，
是决定苎麻纤维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柔中带刚的夏布，
以平纹织造为特点，色泽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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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传
夏木工作室  
将古老技艺做成时尚定制

湖南浏阳，外乡人常将它的代名词定为“浏阳河”、“腊味合

蒸”，而对于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易洪波而言，“夏布”才是他眼中的浏

阳特色。在他的记忆里，曾有“先晓苎麻，后闻夏布”的一段故事。当

年“晓苎麻”时，易洪波还是孩子，印象中，每到初夏5月，总能看到家

乡妇女收获屋后苎麻的场景，密密实实的苎麻丛约有一人余高，株株

碧绿挺拔，人们取其茎秆，经过晾晒、撕麻、络纱、牵梳等一系列工序

后，得到的苎麻线被用来制作传统布鞋的鞋底，或自家日用的绳子，

而至于用其织布，则并不多见。所以湖南盛产苎麻，这是易洪波早

就知晓的，然而听闻“夏布”，则要到少年时期。“我是在读高中时

第一次听说夏布的，但那时仅知道它是浏阳的特产，是一种很舒适

的布料，却从未见过它的真实面貌。后来，我在大学时主修了服装设

计，因专业常常需要裁衣选料，加上我本身就对棉、麻、毛一类的天

然材质有独特的好感，这才让浏阳的夏布进入了我的视野。”易洪波

说道。

与夏布相识，令易洪波备感惊喜，他感慨这种古老布艺至今仍

旧存在的现实，也替其未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普及而感到惋惜。于是

他做了一个决定：辞别学习、工作多年的北京，回到老家湖南，开始了

与夏布为伴的日子。起初，易洪波组建了一个工作室，尝试利用夏布

制作服装、包饰、家居用品等。也正是那一年，他在浏阳结识了同样

视夏布为宝的夏应德厂长。夏厂长原在当地外贸局工作，后来专攻

夏布生产，2008年，原本负责出口贸易的布厂遭遇金融危机而被迫

关闭，许多手艺人都相继离开并转行，但领头人夏厂长不忍放弃，带

着一些织布工匠组建了织造夏布的小团队，为传承这份古老的手工

艺尽微薄之力。在与夏厂长打交道的时光里，易洪波了解到了许多有

关夏布的工艺，也让他明白，唯有纯手工织造的苎麻布艺才可称为夏

布，因为它所拥有的质感与灵性，满载织布人指尖的温度，是任何机

手工织造的夏布，
每匹耗时近一月之久，
而每每半月，
易洪波都会游走于湖南浏阳与北京之间，
去触摸、体悟、保护并推广
这种古老的手工艺制品。
他将清爽的夏布从鱼米水乡搬进了京城胡同，
也将布匹背后暗含的文化内涵、古风精神，
带入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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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作品都无法比拟的。

愈是钻研，愈是痴迷。历经数月的走访调研，让易洪波转变了

对夏布的态度，他不再为制作夏布衍生品而奔波，取而代之的是专

注于布艺本身。从织造工艺，到染色效果，易洪波乐此不疲地游走

在其中，同时，他也将沉甸甸的成果传递给身边的设计师朋友。就

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夏布，夏布从“独享”变为了“共

享”，也从“制定”变为了“定制”，于是，易洪波再次回到了北京，正

式成立了致力于推广夏布的“夏木工作室”，对于一个有着梅雨情结

的南方人来说，前门胡同杨梅竹斜街的光景，似乎给予了他些许家乡

的温存。胡同里的夏木工作室，如同一个“中转库”，易洪波将搜自

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的手工夏布展现给都市中热爱生活的人。平日

里，易洪波总与自制的夏布包饰形影不离，他说：“夏布可以时尚，可

以成为高定秀场上的中国特色，许多设计师朋友也都与我有相同的

愿景。所以过段时间，我希望能把夏布的‘染’、‘织’工艺搬进工作

室，做一些调色、混纺之类的实验，看看能碰撞出怎样的创意。”

眼下，易洪波坦言，织造夏布所用的原材料已经变得尤为珍贵。

夏布工厂、种植苎麻户与纺制麻纱的工坊正在濒临消失，从事夏布织

造的手艺人也越来越少，但这丝毫不影响易洪波传承夏布、推广夏布

的决心。因为他能切身感受到，那些来到他工作室触碰过夏布的人

们，都从心底喜欢它、认可它，易洪波说：“夏布能够受到人们的喜

爱，本身就给予了我莫大的动力，我想我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展现

其美感、实用性，并扩散它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力。我相信，夏布会

再次迎来自己的春天。虽然也有质疑声，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会让许

多事物沉没消亡，但不要忘记，人们淘汰的是‘劣’，而夏布本身拥有

精良的品质，也具备‘优胜’的前提。”的确，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速

食时代”，夏布的身影显得尤为珍贵，因为它骨子里蕴含着中华民族

内敛、包容的文化精神，源远流长的古韵情愫，并时刻用沉静清爽的

声音提醒着世人，生活，要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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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昂贵，日本订单也在逐年减少。浏阳当地的年轻人也不再热衷于

传承夏布技术，毕竟，这是一项清贫又困难的事业，外出打工轻易

便可以得到较高收入。而夏布的织造，从苎麻种植加工，到绩麻接

纱，再到牵梳织布，全程都要手工劳作，人性化的织造过程、技法，

全靠口承心传，一个工序也勉强不得。

谭师傅的家布置得十分简单，只堆满了各种和夏布相关的物

品，大量的麻线团、晾晒中的布匹、以及大量织造好的坯布等。

“我做夏布基本都在家里，因为制作工序很复杂，时间又长，所以

还是在家做最方便也最省力。”目前他和妻子两人一起制作夏布，

说到原因，还是因为省时、省钱。夏布的纺织，不但要心细如发，还

要靠经年的劳作，才能有纯熟的手法。织造夏布的原料，最好的是

纯天然苎麻纱，谭师傅告诉我们，一匹夏布要用六斤苎麻纱，还是

粗犷型布匹的用量，加工原料的费用为60元钱，工钱却一直涨。漂

白后的原麻，撕片卷缕放入清水盆中，用手指梳成细丝，老婆婆们

用手捻接成细纱线，再卷成茧状小团缕，丝丝缕缕，如做茧一般，

容不得半点敷衍。现在，他想要收上质量过关的麻纱都成了问题。

“苎麻纱一天最多加工50克，10天才能做出一斤来，而我们做的布

又比较精细，所以一匹布要六斤麻纱，一个技术熟练的老太太一个

多月只能够加工出一匹布所用的纱。”

而这还只是织造夏布万里长征里的第一步，这以后，捏筘、阴

纱、成坨、牵纱、上浆，最后上机织布，织就之后再脱浆、整理、削

毛、漂白，繁复的步骤中，每一步都有不传之秘。在谭师傅的作坊

里，工业化生产、流水线和温湿度控制的那一套信仰全得抛掉，这

古老的植物有娇贵的性子，天气潮湿或太干燥了，都纺不出纱线，

在谭师傅所在的村子里，
人人都会做夏布，
但技艺的精与粗、织法的巧与拙，又大有不同。
谭师傅从十四岁开始跟着爸爸学织布，
几十年的岁月里，
一直都在和夏布打交道。
如今，他是浏阳最好的夏布传承者之一，
布匹的精细或者粗疏，
纺织者的手艺和技术，
只要一眼望去，就清晰可辩。

坚持古老手作  
织好一匹夏布的成就感

来到夏布出产地之一的湖南浏阳，我们首先来拜访的就是当

地大平村的谭师傅，据说，他是湖南当地制作夏布手艺最为精湛

的传承人之一。谭师傅的织布手艺是家传的，父亲也做夏布，算来

也有几十个年头了。初入大平村，我们惊讶于村中的安静与人烟冷

寂。谭师傅解释说：“大家基本都出去打工了。浏阳本地的经济，相

对于湖南其他县市要好，尤其是有花炮产业，村子里的人都做花炮

挣钱去了，根本不理夏布这种可怜巴巴的作坊。所以现在做的人越

来越少了，基本都是老年人在做。”已经织夏布几十年的谭师傅如

是评价本地的夏布产业，“可怜巴巴”也许是最恰当的形容词。过

去，来自日本的订单每年有将近一万匹左右，而如今，汇率高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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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布
做
成
的
蚊
帐

是
以
往
嫁
娶
女
儿
的
陪
嫁
老
物
，

它
也
是
夏
布
的
传
统
用
法
之
一
，

即
使
已
饱
经
风
霜
，

仍
不
腐
不
蛀
。

也不能一直下雨，雨下得久了，苎麻纤维也会断掉，品质不好。要是

用现代纺织业那种温度湿度管理的办法来做，是行不通的，倒是浏

阳人的老办法最灵—织布的地点选在黑暗的屋子里面。更彻底一

点的办法是干脆挖一个洞，把织布机放在洞里，泥窑里的清凉恰到

好处。

夏布的最美之处还是它的质感、它的温度，将它穿到身上，你

的身体温度可以下降4℃左右，因而很适合夏天穿着。尽管夏布不

是什么垄断的技术，但谈及自己织造夏布的手法，谭师傅口中全是

自豪。在他看来，浏阳夏布的品质，是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邻近的

万载、宜春和上饶也都是夏布的产地，但工艺就要粗糙得多。谭师

傅最大的客户就是来自日本的桥本隆先生，“日本人知道真正的好

布就在浏阳，他们也喜欢使用夏布，用它做茶席、门帘、衣服甚至

背包、扇子，这和他们追求的文化与生活美学相关。”多年相处下

来，谭师傅与桥本先生已成为朋友。谭师傅很聪明，手也很巧，最重

要的是能接受新东西、会改良，只要给他详细的图样和纹理，他就

能织出一样的图案。这种图案、纹理的变化，也是湖南浏阳夏布区

别于其他产地夏布的最大特点。

“我也想过，我们要找一个好的设计师，把我们的夏布做成设

计成品。”可是这样的事，远非一蹴而就。眼下，依然是日本客户的

收购撑起了夏布的市场。来自日本或是韩国的贸易商人，往往可以

因此赚取高额的附加价值，但在浏阳，谭师傅依然期待着来自桥本

先生的订单，绩纱的老婆婆也要等着谭师傅家开工再来收购苎麻，

一环扣一环。一点点现实的冲击，都会让这个链条断掉。谭师傅家

的夏布作坊，全靠夫妻两人动手支撑，一年前，他收了一个徒弟，但

能否传承下去这门手艺，依然是个未知数。前几天，他抱着织好的

布匹去给桥本先生发货，“邮局的老职员问我，‘小谭你还坚持到了

今天啊，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有坚持下去’。”谭师傅的语调里有一点

得意，但更多的是孤独和无奈，“村子里现在还在做夏布的都是上

了年纪的人，我现在就希望知道夏布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也能

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越多越好。”

织
造
好
的
夏
布
洁
白
细
腻
。

将
它
裁
剪
做
成
茶
席
，
搭
配
上
木
与
器
，

那
种
安
静
平
和
的
气
质

也
正
是
夏
布
的
最
大
魅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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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应德厂长是夏布的生产经营者，他将谭师傅等人做好的夏

布收集进行对外贸易。拜访夏厂长是一个雨后的下午，我们驱车来

到一个宁静的院子中，这里曾是夏布的制作厂，现今基本只作为夏

布的储藏地而存在。因为夏布的制造时间实在太长，织造夏布的师

傅们更愿意在家里做，这样才能更灵活地安排时间。夏厂长充满儒

雅气质，他接触夏布的时间很长，可谓见证了近代夏布的辉煌到衰

落。在中国，浏阳并不是夏布唯一的产地。但在夏厂长心目中，即使

同是夏布生产大县，同样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各自的品质差异也不

小。不同地方纺织出来的布，各有不同的性子，有的坚韧些，有的松

散些。“江西的上高就是纱多一点，上饶的也是粗纱。江西的布是

以稀疏一点的粗纱为主，产量比较大。”而最与众不同的，则是浏

阳夏布的花色，现在在江西、在四川都找不到夏布的织花技法了。

“织一点点花在里面，像格子、条纹啊，只有浏阳的夏布才有这些

花色。四川的夏布是平板的，没有花色，但是织得比较细，江西的比

较粗疏，但产量大，不过其他产地的夏布都没有像浏阳这里的花色

这么多。”说起夏布的昔日风光，夏厂长如数家珍，“那时候浏阳做

的夏布细到什么程度？一件衬衫只有二两，跟丝绸一样。”那时浏阳

所绩的麻细如发丝，经过复杂的工序才能织就这样细密轻盈的夏

布，价格极贵。如今，这样极致的技术在浏阳已经基本失传了，“没

有人再做这么细的布了。”

目前和他合作最多的还是被他戏称为“文艺青年”的日本的桥

本隆先生。“他30多岁的时候想做导演、演电影，但一直没有成功。

直到发现了夏布的商机，他就找到了我。”夏厂长说。夏布的产地虽

多，但桥本隆坚持把厂设在浏阳，也在一个巧字上。手工织出夏布的

花色，全湖南也基本只有谭师傅做得最好，他研发的心思最巧，能织

出别人做不出来的花色。在谭师傅口中，这些花色不过是“一梭子

打上去以后，捏一个怎样的坨坨”，但是在其他技师看来，绞纱的手

法、插纱的间隔全是难题，偏偏谭师傅就有本事，无论画出什么样

的设计图，都能照单完成。

长沙马王堆汉墓是湖南最热门的旅游景点，西汉时湖南所产

的夏布，历经千年，品质依然完好。谈到马王堆出土的夏布衣物，夏

厂长依然有话要说，“我们到省博物馆，那次来了七位日本研究纺

织品的人，他们通过湖北省博物馆的馆长联系过来，想看一看那个

布。虽然当时没看到，但他们带的设备往那个玻璃板上一放，就把

它测出来了，大概一厘米是32~36根，我们现在也已经做到了34到

38根，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了。”如今夏厂长的工厂里细致处理过的

精品夏布，纱支的细密度、布面的平整度，都基本比得上马王堆里出

土的精品夏布。可惜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人们的消费导向开始改

变，浏阳夏布的出口订单也在逐年减少，如何让夏布在国内现代生

活中产生影响，是夏厂长目前正在努力的事。“现在大家都注重环

保，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绿色环保的服饰材料很受关注。其实夏

布就很适合这个热点，它纯天然、手工制作、无化学污染的特点，都

非常适合高品位人群的需要。”正因如此，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

我国的一些学者、研究机构，也都开始关注和着手研究夏布的制作

和植物染色（即草木染），希望之后夏布能真正作为产品，与人的生

活发生联系，将它的质与美展现给更多人。

夏
厂
长
的
厂
子
中
有
很
多
种
类
样
式
的
夏
布
，

不
仅
有
浏
阳
本
地
的
存
货
，

还
有
四
川
、
重
庆
、
江
西
的
精
品
，

甚
至
是
已
经
失
传
的
夏
布
样
品
。

夏厂长已经和夏布打了二十多年交道。
过去，他受日本商人之托，
管理对方投资设立在浏阳的夏布工厂，
现在他依然打点着浏阳本地的夏布织造业务。
夏布的来龙去脉、典故段子，
都在夏厂长的心里，

“严格说来，
做夏布的地方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
手工劳作很辛苦，
经济好的地方是不会做的。”

花样技法 
看到夏布未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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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打
麻

取
春
秋
两
季
苎
麻
，
刮
皮
收
麻
后
入

水
浸
泡
，
再
置
于
河
滩
上
，
洒
水
晒

干
漂
白
。

上
浆

苎
麻
纱
线
毛
头
多
，
容
易
折
断
，
需

要
刷
一
层
米
浆
令
其
顺
滑
、
便
于
纺

织
。
糨
糊
多
为
米
浆
，
要
新
鲜
、
浓

度
适
中
，
下
浆
时
要
平
稳
均
匀
。

整
经

将
一
团
团
的
纱
在
整
经
台
上
分
开
拉

直
，
力
度
要
柔
和
，
不
用
力
会
拉
不

动
，
过
分
用
力
又
容
易
断
线
。

穿
筘

用
绫
棒
将
纱
线
分
组
从
整
经
台
上
取

下
，
交
叉
置
于
筘
板
，
按
布
幅
宽
度

将
纱
线
穿
入
筘
板
后
打
结
。

织
造

浏
阳
本
地
的
织
布
机
大
多
为
天
平
腰

机
，
织
布
时
两
脚
放
在
踏
板
上
，
综

开
时
踩
踏
，
中
筒
开
始
松
脚
，
身
体

后
倾
。
如
此
重
复
，
手
头
投
杼
打

筘
，
即
可
织
成
夏
布
。

绩
纱

将
漂
白
后
的
原
麻
撕
片
卷
缕
放
入
清

水
盆
中
，
用
手
指
梳
理
成
细
丝
，
然

后
在
大
腿
上
用
手
捻
接
成
细
纱
线
，

再
卷
成
茧
状
小
团
缕
。

夏布在中国的产地众多，甚至是在日本、韩国等海外之地，
也时常能看到夏布的身影。为了更好的了解夏布在各地的文
化以及应用，我们特意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蒋玉秋以
及两位手工艺爱好者王雨、林瑾洪，为我们介绍韩国夏布以
及以精细著称的荣昌夏布。

杂谈
韩山苎布，做一件“蜻蜓羽翼衣”

苎麻布，韩国旧称苎布或纻布，在多部

古籍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三国时期的《三

国史记》及朝鲜时期的《朝鲜王朝实录》记

录有纻布（或服装）作为贡赐品用于与邻国

之间的藩属之礼；《宫中拨记》记载为王、

妃及世子进上和进献的名录中，各色纻布也

在其列。在诸多生产纻布的地区中，忠清南

道舒川郡的韩山纻布最负盛名，因其纹理细

腻、耐磨强韧、透气吸汗、色质洁白、纱细如

丝而使得“韩山”成为“细纻布”的地域称

谓而享誉全国。相较于盛产大麻的韩国东

部安东地区，西部的韩山因其独特的气候

成为适合苎麻生长的首选之地。

韩山苎麻的制作工序十分繁复，将

其织造成布的还要细化成十几步之多。最

初的步骤叫作纺绩坯麻，苎麻一年可用三

季，即6月、8月、10月，从根部割取苎麻，

去叶取皮，刮削成束，再经暴晒和冲洗，

最后晒干得到一团团坯麻线。韩山苎麻在

暴晒后颜色近乎白色，这也令韩山苎麻以

“白苎布”而闻名。制好的坯麻线要经过

劈制的过程变成细麻线才能使用，这道

工序极耗人工，也是决定细麻布品质的最

重要步骤。麻线可以分别做成织造时的经

线，手工穿经穿综后，将经线从头至尾刷

浆，浆料一般由豆浆制成，其目的是增强

展示有很多与苎麻相关的物品。如记载有

苎麻历史的相关书籍及乡土文化资料，苎

麻的制造工具、从麻籽到成株苎麻60天生

长周期变化的标本、以泥塑的形式再现了

织造的步骤的工序还原，以及苎麻制品样

本等等。

韩国人对苎麻的认知度很高，其日用

也极为普遍，尤其是用于服装制作。苎麻多

用于夏季衣料，极为凉爽解暑，而韩山苎麻

服有着专有名字—“蜻蜓羽翼衣”，表现

了它迎光而视的轻透。历史上苎布的一个

特殊应用是制作寿衣，因韩山苎布价格昂

贵，耗用巨大，导致在贵族中供不应求，国

家不得不强令禁止此种做法，可见苎布自

古以来就是制作服装的绝佳之料。当下，苎

麻除了用来制作衣服外，还被用作苎麻茶、

苎麻糕点等食品饮料，或窗帘、手帕、桌

布、纱帐、帐篷等日用品。

经线的牢固性。苎麻织造对环境有着特殊

要求，因麻线在干燥的环境容易断折，所

以古时的织造只能在低矮潮湿不通风的屋

子里。现代韩山则改变旧俗，在织造时以

空气加湿器来保湿，并在纬线打湿后用塑

料纸包裹以保持湿度等办法来改善环境。

经由如上步骤，真正的织造才算开始，成

匹的布料一般是24米左右，需要熟练女工

花费六天的时间来织造完成。传统苎布除

了白色之外，还有黑色、红色、黄色、褐色

等，从古至今，韩国保留着以草木进行植物

染色的方法。如黄色，以栀子果实捣碎取

汁染得；蓝色，以蓝草为靛汁染成；褐色，

以青柿子榨汁染制；黑色，由五倍子染制

等。罗州地区重要“无形文化财”染色匠

郑官采先生的诸多作品即以韩山苎麻为原

料进行染制。

为避免韩山苎麻技艺失传，韩国政府

特别设立了“韩山苎麻世界化产业团”，已

连续几年举办的每年6月举办时长为一周

的苎麻文化节，开展了很多和苎麻相关的

活动。不管是劈麻大赛及传统织造演示等

传统民俗活动，还是苎麻织造、苎麻草木

染、苎麻时装秀等互动体验活动，都将传

统技艺与现代生活拉近了距离。除了苎麻

节的宣传，在韩山还常设“苎麻传习馆”，

蒋玉秋
1978年生,女,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博
士，硕士生导师。



052 AUGUST 2011

生活·专题 FEATURE

053AUGUST 2011

荣昌夏布探访之旅

“澄怀格物”
由两名手工艺者爱好者组成，他们自发
进行传统手工艺之旅，探访中国各地手
工技艺，专注于手工艺设计与研究。

荣昌县位于重庆市西部，和四川省的

隆昌县接壤，这两个被行政区分开来的地

方都生产夏布，下文统称为“荣昌夏布”。

在古代，夏布是广泛使用的，犹如现在的工

业纺织面料。这和夏布的原材料—苎麻有

很大关系。在古代，苎麻广泛种植在华夏大

地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催生了以江西和

湖南为主的夏布生产地区，重庆荣昌地区

原本并没有种植苎麻，而是种植葛和大麻。

唐《元和郡县志》载有“昌州贡筒布、斑

布”，所谓“筒布”，即中细布，因为它往往

卷成筒形，装入竹筒，便于运输，故称“筒

布”，而织有纹理的布，称为“斑布”。这里

的昌州就是现在的荣昌，可见在唐代，荣昌

生产的麻布就已经是进贡朝廷的贡品了。

明末清初，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

因，湖广客家移民大量进入荣昌地区，并带

来了苎麻种植和织造工艺，与荣昌本地的

织造工艺相融合，逐渐形成了荣昌本地特

色的夏布织造工艺。保留了原来由葛和大

麻织造的粗麻布，当地人称为“大麻”，也

有用苎麻编织的细麻布，称为“小麻”。民

国时期，荣昌夏布大量出口日韩和东南亚

国家，但这也是夏布最后的辉煌时期，随着

现代纺织工艺的发展，越来越多机织的廉

价布料走入人们的生活。纯手工织造的夏

布费时费力，成本高昂，导致终端价格比较

高，渐渐走向小众化。现如今，夏布在国内

几乎没有市场，只有日韩和东南亚等国还有

比较大的需求。

2014年初夏，我们两个人从贵州赤水

出发，前往荣昌寻访夏布。盘龙镇是荣昌夏

布的主要产区，分布着大小几百家夏布制作

作坊。手艺人们一大早就坐在织机前开始

织布了。夏布是由经纬线编织而成，经线数

量是决定夏布粗细的关键。荣昌夏布中的

三二布宽度一尺三寸，是由上下共640根经

线编织而成的，而六百头布是指在一尺五寸

宽度内用600根麻线上下共1200根经线加

丢梭的纬线编织而成。由此可见荣昌夏布

的精细程度。但经线数量不是决定夏布精

细程度的唯一条件，夏布的原材料也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

荣昌夏布共有两种原材料，一种是大

麻，另一种是苎麻。苎麻可以做出更细的麻

线，所以织造出来的夏布也更精细，当地人

称为“小麻”。现在，由于苎麻种植面积在

当地不断减少，夏布作坊只能从贵州等地

买进大麻代替，织出来的布叫作“大麻”。

大麻和小麻的区别其实是麻线粗细的差

别。麻线的制作工序称为绩纱。这个工序现

在大多由分散在农村的留守妇女和老人完

成，然后卖给织布的作坊。搓过的麻线容

易起毛，必须通过上浆让麻线黏在一起。

在一个作坊中，我们就看到了有趣的一幕：

三个师傅在排线上浆，他们前面的大木槽

里放着几十团麻线。麻线先穿过盛满浆水

的挖了孔的竹桶完成上浆，多余的浆水流

出来，滴到下面设置好的回收桶，进行再利

用。上过浆的麻线缓慢地穿过几排横着的

挖满小孔的竹片，从十几米外的转轴绕回，

重新回到原处时已经干燥完成。这种排线

机巧妙利用了时间差，可以大批量排线上

浆，一般是比较大的夏布作坊所采用的方

法。置身其中，虽然麻线密密麻麻，但毫无

纵横交错之感，整个过程极为安静。

在荣昌盘龙镇的大建村，我们看到了

传统的夏布上浆过程以及较为精细的夏布

制造。在一个门额上挂着“义德夏布编织

厂”牌匾的作坊中，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在织

布，他们织的夏布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不同，

极为精细，并且带有纹样，作为经线的麻

线都事先染过色，织造完成后，形成设计

好的图案。他们在织的就是传统荣昌夏布

中的“斑布”，这也是为日本客户赶制的订

单。在荣昌，像田师傅这样的夏布手艺人不

多，而她的丈夫也是村里为数不多能手工

上浆的手艺人，他为此专门拜老师傅为师，

学了好几个月才上手。传统的上浆方式较为

繁复，将穿筘完成的麻线固定并绷紧。师

傅一手捞起一团米浆，一手用白刷子匀速

将米浆甩洒飞溅到麻线上。之后用白刷子

来回刷，反复几次，防止麻线黏在一起，最

后还要刷上菜油。刷油可以更好地防止麻

线粘连，还能让麻线更顺滑，织布也更快

捷。但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气味会留在

布里，闻着不舒服，特别是个别手艺人为了

节约成本，使用劣质菜油，织出来的布气

味难闻。只有布织好、经过脱浆，才能去除

气味。

虽然现今知道夏布的人越来越少，但

荣昌地方政府对于夏布技艺还是很重视

的。恰巧，我们去时赶上了盘龙镇的手工艺

比赛。这个比赛是当地政府举办的夏布技

能大赛，旨在推广发展当地的夏布产业。

比赛分五大部分：绩纱、挽麻团、挽麻芋

子、上浆梳布、织布。比赛开始前，80多岁

的夏布国家级传承人颜坤吉激情地唱起了

当地的《夏布歌》，令人感受到老人对于夏

布手艺的深厚感情。在绩纱、挽麻团、挽麻

芋子的比赛队伍中，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

老人，可见夏布制作过程中，重要的材料

制作环节基本没有年轻人在做。织布过程

中，手艺人几乎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右

手掷出梭子，梭子滑过两排交叉的经线，

左手接住梭子的同时，脚踩踏板，右手配

合脚踏板顺势轻拉筘板，压实纬线。织布

手艺人就在这一掷、一接、一踩、一拉的过

程中重复，慢慢织出夏布和自己的生活。

这是“一秒钟”的手艺，以及不断重复这一

秒的过程。

如何购买夏布
Summerwood Fabrics 夏木面料
主营夏布面料，目前无零售业务，接受设计师、艺术
家、品牌、机构等合作项目。2014年下半年会推出品牌
夏布面料产品。
网站：danrenpang.com/summerwood
电话：010-63135950 15910859947

Boundless 没边
网址：www.triple-maijor.com

Digest消化
网址：www.digest-design.com

NEEMIC
网址：www.neemic.com

夏布应用设计集思：如果你对夏布感兴趣，对于用夏布设计家居、生活产品有想法及创意，欢迎与我们联系。邮箱：fangyuan@bhgmag.com.cn

面料

成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