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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竹斜街临煤市街路口的二层阁楼，一块幅宽

30公分的长条儿布从窗口垂下来，乍暖还寒的春

日阳光打在布条上，透出一股手作的痕迹，定睛一

看，布条的下方有一块朴素低调的木板子，上面写

着“夏木Summer Wood”字样。这是易洪波的夏布

工作室。

“在大部分人看来，手工面料太贵、太慢、品质不

稳定，与价廉物美、丰富便捷的机织布相比，它并

不适合现代人注重效益的生活方式 ，但手工面料

有另一种好：它接续传统，与自然相通，和谐、内

敛、质朴、细腻，是极其珍贵的物质文化遗存。我

希望能恢复夏布原有的高端品质，同时也能赋予其

崭新的面貌，能发展出一种新的夏布风格来。”

——易洪波

沿 着 逼 仄 狭 长 又昏 暗 的 楼 梯上 到 二楼，视 野 亮

起来，易洪波的工作室映 入眼帘。一走进易洪波

的工作室，你的视线很容易被正对面白墙上的用

炭笔写的几个名字吸引住：关根由美子（Yumiko 

Sekine）、脇阪克二(Katsuki Wakisaka)、真木千秋

（Chiaki Maki）、诺乐（Norlha）……这些人或者品

牌虽然来自不同地区或者国家，但有一点相同：他

们都生产传统的手工布料，并且与现代设计相融

合——这与易洪波现在做的事情不谋而合。

何为夏布

何为夏布 ？“夏布其 实就是 麻布，更准确地说 就

是苎麻手工织造的平纹布、罗纹布，又名苎布、生

布、麻布、扁纱。 因麻布常用于夏季衣着，凉爽适

人，又俗称夏布、夏物。”据史书记载，夏布是我国

最古老的布料之一，早在26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

时期，江西古越族先民就已经开始从事苎麻耕种

和使用手工织布, 夏布的织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源远流长，堪称“老祖宗的第一块遮羞布”。史载：

“古者先布以苎始，棉花至元始入中国，古者无是

也。所为布，皆是苎，上自端冕，下讫草服。”可见

苎麻布的历史之久远。

织造夏布的主要原料是苎麻。“苎麻，也称白叶苎

麻，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自古便是重要的纺织

纤维作物。西方国家称它为“中国草” 。苎麻经脱

胶、漂白、经纱、刷浆、上机、织造等工序编织成

布。苎麻成布之后，需加灰锻濯漂白，制成白苎细

布。”中国的苎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与亚

麻相比，苎麻的纤维更长、更好，可以织造出特别

精细的面料，“大麻也可以织出很好的布，但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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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程度不如苎麻。”传统的夏布制作工艺复杂，共

有36道工序，发展至今，制作工艺大致可以分为：

剥麻、绩 纱、织布和后处 理四大步骤。《诗 经 ·小

雅》中还有专门记录麻料脱胶工序的："东门之池，

可以沤苎。"意思是把麻纤维放在清水池中，令其

发酵，纤维中胶质（木质的东西）脱掉，以便纺绩

成纱。

“除了贵族所用的丝、帛、绫、罗、绸、缎，过去穿

的布，常见的其实就三种原材料--大麻、苎麻和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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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大麻简称麻，苎麻简称苎。在春秋战国时候葛

布还有一定的地位，但到了秦汉之后葛布的地位

就下降了，因为葛的纤维很短，做起来比较麻烦，

大麻和苎麻逐渐就成为了布的主料。棉虽然是唐

末宋初进入到中国的，但取代麻在日常生活的地

位直到明以后才完成，所以苎麻布称为夏布，是明

以后的事情了。明朝虽然棉取代了麻在生活中的地

位，但一到夏天，人们还是要穿麻布，因为麻比棉

要更加透气，而苎麻又是麻中具有典型透气特点

的，所以特别适合在夏天穿着，百姓一般把这种苎

麻织作的清凉面料称作夏布。”易洪波如是说道。

夏布之缘

与夏布的缘分始于35年前，易洪波的出生地湖南

省浏阳市，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夏布产地，其历史

最早应该可以追溯到宋代，到了明代末期，此地山

清水秀的地理环境，加上独特的绩麻漂白织造工

艺，令浏阳出产的苎麻布有“鸡骨白”的美誉，嘉靖

年间（约1522年）即作为贡品选入宫廷，“浏阳夏

布”自此扬名。到了清末，浏阳夏布在1910年的南

洋劝业会上获奖，斐声海内。谭嗣同曾有专述《浏

阳麻利志》，称“我浏阳以麻布战天下之商务，未

尝遇敌。”民国之后，浏阳夏布还在1929年的国货

展览会上获得特等奖，彼时可谓浏阳夏布最盛之

时。即使在建国之后，浏阳夏布仍然位列“浏阳四

大特产”之列，是最重要的外贸出口物之一。

在易洪波的记忆里，小时候的后山长着一片苎麻，

每到秋天，易洪波的妈妈会把这些苎麻收割、剥去

外皮，取出里面的纤维，然后用水浸泡、晒干，做成

麻绳用来给他们捆棉裤。那时候，易洪波不知道这

种用来做麻绳的植物可以织成布，更不知道何为夏

布。“读大学之前，我对夏布其实也并不是非常了

解，学服装设计后，我接触到了很多面料，对纺织

物才开始有所了解。对那种天然的面料，像纯棉、

纯麻、羊毛等，我有天生的好感。相对于棉、毛，我

更喜欢麻，因为它粗糙、质朴，有触感。麻是韧皮

纤维，而棉是棉铃、棉球出来的，让我感觉麻纤维

有根性、大地感更强。”

虽然在大学时期对麻有好感，但毕业后的易洪波

并未想做跟夏布有关的买卖。像大部分大学里学

服装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一样，毕业后的易洪波找

到了一份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在这个行业从打杂

开始做起，摸爬滚打了六，七年。然而理想是美好

的，但现实却很骨感，由于服装是一个讲究成本最

低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行业，设计在这个行业中其

实并没有占太多的比重，转行似乎就变成了一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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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渠成的事情，易洪波去了媒体，媒体人的思维给

了易洪波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易洪波决定自己

干。2010年，易洪波在长沙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单人旁”。考虑到立足长沙，要建立的是一个带

有本地特色的品牌，于是浏阳夏布出现在了他的脑

海里。虽然这次创业因为种种原因还是失败了，但

要做夏布的念头却在易洪波的脑子里扎根的越来

越深。2013年，积攒了3年力量的易洪波再次出发，

创立了“Summer Wood夏木”夏布工作室。

夏布的可能

之所以要做布料品牌而非服装品牌，易洪波有自

己的考虑。“其实现在有很多知名的设计师和品牌

都跟很多传统的布料手工作坊合作，比如我特别

欣赏一个布料品牌叫Norhla（诺乐），它的创始人

是一个美国西藏混血，2005年起就就在甘南藏族

地区建立了一个手工作坊，专门收牦牛脱落的绒毛

做高档面料，并且以围巾、毛毯等形式，供给国际

大品牌。希望将来，我也可以将夏布推向国际，给

时装、家居和生活美学领域提供高品质的面料。”

而高质量的面料的生产则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

间。 古书上记载：“其绝精者两年余始能成一匹。

一匹四丈八尺，可为二衫。”一个技艺精湛的工人

要花费2年的时间才能织成一匹布，而一匹布仅只

能做两件衣服。在易洪波看来，一些机器织出来

的，宽幅的、工业化的面料很难称作是夏布，只有

手工的用老工艺做出来的精致苎麻布才是真正的

夏布。所以尽管手工织成的夏布有织成时间缓慢、

幅宽窄的问题，易洪波仍然觉得这虽然是夏布的

劣势，但也是优势所在。“机械织造和手工织造最

重要的差别，就是缺乏自然的、人文的‘灵性’比

如浏阳夏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本地随处可见的苎

麻，湖南人都非常熟悉，用这种物料织出来的布，

可以看到人与本地的生养关系，进而体会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它就像‘什么样的山水养什么样

的人’一样，是有特定气质的；但机织布并不依靠

环境、人文、情感等这些元素，而是产生于资本控

制、机械生产、市场逻辑等等这些普遍一致的因

素，如此出来的面料没有个性，千篇一律。”

目前，易洪波的夏布工作室已经与国内多位独立设

计师和品牌有了合作，夏布的服装也随着与设计师

的合作而散播的更为广泛，他希望像他工作室墙

壁上写的那些设计师和品牌那样，与世界知名品

牌和设计师合作，让夏布衍生出更多的可能性。■

（编辑：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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