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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经有一个愿望：用不同形代不同色彩不同顷地的织物、金箔、银丝、漆器、王饰、陶器，还有
竹的、木的、石的、皮革的、纸质的各区市县特色手工艺品镶嵌出一副锦绣成都地图。
与这个愿望同时，编撰这本书的准备过程开始了。
由于非典以及后来的种种原因，一拖几年。
好几双优秀的手就在这几年的踟蹰中永远消失，成了遗憾的追忆。
　　仅仅百年前，我们生活的城乡，家家出匠人，户户会女红。
昕卧所衣所食昕玩，多为一代代工匠即兴创造的精致器物。
少城内外，锦江两岸，谁家没有几件康乾瓷器、晚清家具、锣锅巷的铜器、科甲巷的刺绣、昌福馆的
银丝器皿、福兴街的帽、纯阳观街的鞋。
这些手工造物的精粹曾经在父辈我辈的儿时随意把玩，随意消遣，几乎很少怀着敬意去品味去叹赏这
些太熟悉的器物。
岳来，一次次战乩，随意毁灭；一次文变革，随意淘汰。
回忆中最酸涩的是：它们不是皇家的圆明园，碎了毁了的时候，天地间没有一声叹息！
转眼间，这周遭全是麦当劳、沃尔玛、宜家，全是快买快弃，批量生产的新鲜器物。
什么都标准了，什么都雷同了，全球同质，全球一体化，微观到了某种拉面的煮熟时间都精确统一
为2.5分钟。
卡尔·马克思当年惊讶仅仅英国伯明翰一地就发明了500多种功能各异造型各异的锤子。
《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如何用橄榄树做成婚床，如何凿洞如何穿皮绳，对3000年前这对苦命鸳鸯
消除误解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
今天，谁还有兴趣触模手工造物中蕴藏的历史中最小单位体积的沧桑感？
　　一个个身怀绝技的工匠一旦故去，其技也归于尘土，亡佚失传。
此中国手工艺之悲哀，亦中国文人之悲哀。
因为，“然是物也，虽自然之妙丽，借文章而始传。
”除了传说中的嵇康锻铁，薛涛制笺，白居易营造过一次纸上园林，苏东坡发明了几道名菜，中国文
人对艺品、食物、饰物、器物之类手工创造，了无贡献，而且压根儿就耻于参与。
撰写工艺之书，更觉得有辱斯文。
他们认为精致的手工艺品是奢侈之物、多余之物：长（zhang）物。
“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玩物则丧志。
中晚明以前，皇皇千帙万卷的古籍中，工艺书籍仅存《考工记》、《梓人遗制》、《运营法式》、《
陶记》等几本残卷。
到了王阳明的时代，个性解放了。
到了袁氏兄弟的时代，感官解放了。
高度积累的物质文明，精致优雅的生活方式，引诱了一群江南文人沉溺之，缠绵之，赏玩之。
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工艺器物的审美取向十分高远，追求“厚质少文”，“删繁去奢”，“萧疏雅洁”
。
所谓“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
”琴要“历年既久，漆光退尽”；文具无须用紫檀、花梨等名贵树种，印章无须用青田等奇石，“皆
俗”；插花“止可一二种，过多便如酒肆”；卧室应“精洁雅素，一涉绚丽，便如闺阁中，非幽人眠
云梦月所宜矣。
”时代风尚的变化，开始动摇传统文化等级，次等文学样式小说的地位悄悄提高了，手工艺的地位也
悄悄提高了。
终于有人抛弃重道轻匠的传统，大模大样弄笔费纸撰写工艺理论及具体技法的著作，《天工开物》、
《长物志》、《遵生八笺》、《瓶史》、《园冶》、《髹饰录》、《装潢志》、《绣谱》、《闲情偶
寄》等，在特殊的环境中繁荣了一阵子。
这群文人有一点小小的历史责任感：“小小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堤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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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类工艺之书当时就饱受正统文人的讥屑：“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
”“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
”“大抵皆琐细不足录。
”传统的力量，正统的力量，主流的力量是惊人的。
很快，大多弃置坊间，渐失渐衰，有的只剩残卷，有的甚至完全失传。
不能不浩叹：袁宏道那部专论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的《瓶史》（十二篇）当时被人贬为花花公子顺情
逐性的颓废之作，到了江户晚期，却受到日本文人广泛推崇，一派“中郎风”，一股“宏道流”，直
接催生了日本花道的一场革命，文人花因此诞生。
国内绝传的《髹饰录》藏在日本被奉为国宝，辉煌了日本的漆器工艺，乃至今日西方人眼里，漆器者
，日本也（Japan）。
禁书《园冶》传到日本，成为建筑人士枕下椅侧的伴物，尊为建筑营造业的最高规范。
《景德镇陶录》各种版本中插图反映工艺造作流程最真切的居然是法译本，它是专门为塞夫勒皇家陶
瓷厂的陶艺工人实际生产需要翻译的。
　　匠，匠气，中国文人从来轻蔑视之。
士与匠，雅风与匠气，似乎是大道与小言的明白关系。
大场面大冲突大悲剧大道之辩，中国文人从未缺席，动辄投身的都是大变革大历史大文化。
再穷的中国文人都天生形而上的贵族气质：身无半亩，心怀天下。
所以，旧时中国，手工业不仅仅是权力忽视的领域，也是智力忽视的领域。
“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文人们不以为耻，反而自视清高，洋洋自得。
比如，你真搞清楚了中国的三百六十行吗？
晚清广州市井行当三百六十行的完整描绘保留在外销画家庭呱所绘的360幅线描画和蒲呱所绘的100幅
水粉画里。
不过，遗憾的是，它们现在珍藏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博物馆。
它们当年是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合法外销出去的。
当时还成就了一种新画种：中国外销画，或称中国贸易画。
但是它们的内销渠道却十分尴尬：没有一个买家！
当然，西方也有类同的例子，在希腊自由城邦和罗马帝国时代，手工艺人地位也十分低下，雅典雄辩
家伊索克拉底曾谈到：将杰出画家宙克西斯和帕拉修斯列为陶器画匠是对他们的“侮辱”。
但是，从中世纪早期开始，由于基督教正统地位的确立，手工劳动获得了新的尊严，因为人们不会忘
记基督一直是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被抚养大的。
许多修道院院长同时就是天才的金匠、铜匠、建筑设计师、书籍装帧家，亨利四世的皇冠就是11世纪
中叶阿宾顿修道院院长斯皮尔啥佛奇亲手制作的。
与此同时，贵族妇女大多是灵巧的工艺家，甚至各国的王后们也不为从事编织和缝纫感到有失体面。
苏格兰的玛丽皇后与女管家们共同绣制的奥克斯伯勒挂毯至今珍藏在伦敦维多利亚一阿尔伯特博物馆
。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波提切利、吉贝尔蒂、洛伦佐、韦罗基奥、布鲁内莱斯基、切利尼、米开朗琪罗
等著名艺术家一个个都是在金匠作坊中开始其创作生涯的。
当然，与普通的手工艺人囿于平庸的理性不同，他们天赋灵感和梦想的权利，他们突破狭窄而浅薄的
手工技术，提高了工艺的品质，奠定了独立的工艺美学。
从此，工艺品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为上流社会的个人生活平添了几分诗意，爱好手工艺品制作成了
一种时尚高雅的生活点缀。
查理九世亲自制作手枪送给西班牙国王，路易十六整天沉湎在作坊中钻研钟和镜的奥秘，而十八世纪
时尚风气中最为奇异的一件事是“拆金银线”，即把金、银线从旧的花边或刺绣上耐心地拆下来，用
于下次针织。
贵妇们带着象牙之类贵重材料制作的“拆线盒”出入社交聚会，有人观察到：维也纳宫廷里所有不玩
牌的女士们都在“淘金”。
作为对照，中国宫廷和文人对手工艺品的制作和创新的冷漠态度是恒久不变的，这种固执的拒绝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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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造成了中国某一种类手工艺品优势的丧失。
因为，我们同时面对的是欧美和日本的一波又一次不间断的工艺革新，巴罗克风格、洛可可风格、新
古典主义、联邦风格、摄政风格、维多利亚风格⋯⋯面对的是丰田秀臣、路易十四、叶卡捷琳娜一世
、拿破仑等皇室权贵的权力支持，面对的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邦的各同业行会、东印度公司、英国
皇家植物园等的财力支持，面对的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干利休、伦敦皇家学会等杰出艺术家及
科学团体的智力支持。
举例说，伊万里港口附近的日本权贵、画家及朝鲜陶工通力合作，从本土发现陶土、开窑到从荷兰东
印度公司手中抢走中国青花瓷的出口市场份额，只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
紧接着，伊万里以明万历、天启五彩为蓝本，令人惊讶的不到20年，彩绘瓷直追富丽豪华的嘉靖“金
镧手”，然后大模大样地名以“中国伊万里”出口，成为欧洲各陶瓷厂追仿的流行模式。
而塞夫勒、迈森、伍斯特等欧洲著名瓷厂百年内实现了一次次技术革新，成功烧制出更为精美的瓷器
再返销东方。
不迟于十八世纪，中国丝绸、陶瓷、金银器皿、茶叶、漆器、家具等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占有已
经很小很小，对其日常生活影响甚微。
就是作为一种“雅玩”，一种梦想中东方情调的寄物，西方人手里把玩的常常是日本器物。
中国工艺品的落后史远远早于鸦片战争。
　　很可惜，下面这个从落后中奋起的故事没有出现在中国。
四百多年前的一天，表情凝重的千利休找来京都著名的陶工长次郎，思忖设计新型茶碗。
面前一边摆着模样端庄华丽的宋瓷，一边摆着高丽民窑烧制的粗碗。
当时日本茶界豪奢成风，一味崇尚唐物，轻视倭物茶会。
千利休把两种碗看了又看、捏了又捏，作了一个惊人的取舍，为日本茶道选择定制高丽粗碗。
他说，这个碗无釉，粗糙，辘轳之痕明显，毫无装饰甚至歪扭，我检选的是这个碗里有日本民族自古
偏爱的原始、质朴、古拙、残缺的自然美感。
两人日夜推敲，长次郎终于心领神会，取质地松的软陶土，碗壁用手捏及竹片削成（不用轮转）直筒
形，碗口稍向里，形状不匀称，燃料用草不用木炭，烧制出黑色或红色的无花纹的茶碗，这就是划时
代的“乐烧”。
两人彼此间雅而能匠，匠而能雅，对高丽粗碗的元素和结构加以优化和异化，一同改写了陶艺语言，
创造出新的东方文化符号。
干利休和长次郎及后来的，日本艺术家仿佛天生擅长“顺从物性”，发掘自然材料本身的审美潜质，
选择或偏爱某一种质地、肌理、造型、色泽，依其本性作适当运用，充分发挥材料本身特有的材质。
他说：“茶道是一种对灰暗的尘世之美的顶礼膜拜。
”所以茶碗造型平稳，切割棱角（这开创了一种日式艺术设计风格），色相柔和沉着，表现了“和敬
清寂”的茶禅观。
接着，他制作了冬天烧水用的大名物釜，设计了减少为两张半榻榻米的构造精致的茶室“待庵”，再
把石灯笼引进茶庭，同时又严格要求下雪天不要点灯，以免灯光破坏美景。
干利休参与了茶室内每个构件细部每个器物和庭园中每块石每棵树的精心设计，一直到被迫自尽之前
，他还在完善茶道：平静地做一件手工活，用竹制作了一把茶勺，送给弟子，名日“泪”。
就是这一碗一勺一室一庭，日本的茶道和陶艺自立门户，自觉自主。
中国有最悠久的茶文化史和最悠久的陶艺史，为什么有茶无道？
不是因为不会玩弄深奥的文化内涵和神秘的规则法式，根本原因很简单：大师们不会辘轳拉坯，不会
设计茶室和茶庭，不会烧水敬茶。
不是不会，骨子里不屑。
最终，小道不为，大道茫然。
　　“嗟夫！
莽莽中国，独阙工艺之书耳。
”发出这声叹息的是张謇，晚清的状元，民国初的实业家和教育家。
这个文人最大的优点是不仅仅会叹气，还会出力出血出汗，搞宪政，搞教育，实业遍及纱厂、垦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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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轮船、榨油、面粉、铁厂。
他为中国工艺史做出了两件常人难以作出的贡献：首先，邀请杰出刺绣家沈寿担任南通女红传习所所
长，让南通刺绣从个体操作变成群体研习，从民间实用的昕谓“女红末技”演变成融入美术摄影技巧
的现代转型技艺。
第二件事，当他发觉沈寿已积劳成疾，多年刺绣的理论与针法尚未留下只言片语，这位北洋政府的实
业部长居然数月守在沈寿病榻前时时叩问针法，亲做记录，终于在沈寿临终前完成一本“无一字不自
謇出，无一语不自寿出”的刺绣专著《雪宦绣谱》，抢救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九十年后的一天，一群成都文人聚在一起，谈起了张謇、沈寿、《雪宦绣谱》，大家惭愧地饮了
几杯酒；谈起18世纪时，为了搞清最值钱的纺织品染料胭脂红究竟是动物、蔬菜还是矿物质，伦敦皇
家学会主动卷入争论，谈到19世纪时，为了弄清“红茶绿茶是不是产于同一种树”，罗伯特·福琼三
次潜入中国偷运了2万多株小茶树和近2万粒茶种，我们再次惭愧地饮了几杯酒；又谈到《纽约时报》
评选的1000年来人类最佳工具是螺丝，谈到《科学世界》评选的20世纪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十大发
明之首是拉链，大家只好放下酒杯，觉得该成为一颗螺丝，成为一条拉链，实实在在为家乡做一点小
事。
于是，《成都民间的33双手》就这样开工了。
这群可爱的青年作家对民间手工造物的抢救、保护、传承本来有着盗墓者似的狂热，悟性又高，体例
、结构、风格不须指点。
动笔前，只有一句禅者式的提问：“这本书做大还是做小？
”我答：“做小。
”一个个当下释然。
　　《成都民间的33双手》用朴素的小篇幅，细腻的小手笔，记小历史，做小学问。
相对于火热而喧嚣的文化转型文化创新，文化守成显得十分平淡。
我们回避如此大格局大模样的开笔：早在南宋，蜀锦就与端砚、定瓷、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并
列“天下第一”⋯⋯我们甚至极少使用最、第一之类的词汇。
我们寂寞地进入小镇，进入小巷，进入作坊，进入现场，面对一双双优秀而普通的手，本色地还原历
史，本色地还原生活。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没有设计过高的价值追求，它的保守目标是呈现一点档案价值，一点资料价值。
我们想象：许多年后，海内外某位学者因热爱成都而研究成都的时候，这本书的某段文字或图片成为
他文章中的一小段引文一小段注释。
当然，他的文章不会因为增加这个段落而身价倍增。
但是，一定会因为缺少这个段落而减少真实减少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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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一位位作家将成都民间匠人们的手工艺做了一次系统化的梳理。
其中包括命名一座城市的技艺——蜀锦、千年前的一盏灯——邛窑、平原上最后的龙窑——土陶、星
空的祈愿——孔明灯、民间的世俗欢乐——戏脸壳、临寒不冰，当暑不涸的蒲砚等33种民间工艺艺术
。
这一汇总将有助于成都民俗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民间工匠艺术的考究又做了一大贡献。
 　　《成都民间的33双手》用朴素的小篇幅，细腻的小手笔，记小历史，做小学问。
相对于火热而喧嚣的文化转型文化创新，文化守成显得十分平淡。
     它带领我们寂寞地进入小镇，进入小巷，进入作坊，进入现场，面对一双双优秀而普通的手，本色
地还原历史，本色地还原生活。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没有设计过高的价值追求，它的保守目标是呈现一点档案价值，一点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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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蜀锦　命名一座城市的技艺　　摆在刘宝泉老师傅面前的绷子在我看来是如此的平常普通，如果
刘师傅不介绍，我怎么也不会将它和精美的蜀锦联系在一起。
刘师傅的工作室在蜀江锦院二楼，窗外是一池碧水，一树火红的石榴花从地面探上来，几乎倚上了窗
棂。
身材瘦小的刘师傅站在窗前指着绷子对我说，他正在结本，在蜀锦织造中，“挑花结本”是最重要的
一道工艺。
没有花本，就没有绚烂华美的蜀锦。
　　刘师傅面前的绷子开启了我们的话题，我于是随着刘师傅的介绍，步入了蜀锦华美身段后一条通
往历史深处的幽径。
　　“蜀锦是用染成五方正色（红、黄、绿、蓝、黑）的熟丝织造出的提花织物，与宋锦、云锦、壮
锦并称为我国四大名锦，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丝织工艺品。
作为四大名锦之首，蜀锦有着悠久的历史、精湛的技艺和迷人的艺术魅力。
”刘师傅介绍说，“成都会成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因为四川丝绸业的发达。
古代四川被称为‘蜀’，按古代辞书解释，蜀就是‘葵中蚕’或‘桑中虫’的意思，可见古蜀的立国
就在于桑蚕业。
早在战国秦惠王时期，蜀国就因布帛的丰饶而闻名诸侯了。
到了汉代，据史料记载，巴蜀更是‘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蜀锦也被誉为丝织技艺的‘双壁’
而畅销全国，当时的人就认为，全国的锦，‘成都独称妙’，也就是说，是最好的。
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更是以蜀锦作为军费来源，蜀汉宰相诸葛亮大力提倡种桑养蚕，发展蜀锦生产，
以至成都出现了‘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壮观场面。
为了更好地管理蜀锦生产，蜀汉政权设了‘锦官’之置，成都的‘锦官城’之名，便是从这里得来的
。
‘锦官’是一种专门管理蜀锦生产的机构，这种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蜀锦生产的方式也被其后的历代统
治者沿袭，只是名称有所不同，比如西晋沿称‘锦官’，宋代称‘成都锦院’、‘茶马丝锦院’，元
代是‘绫锦院’，明、清称‘成都织染局’等。
从晋到唐初这一段时期，中原战乱不断，但是因为成都地处盆地，受到的波及不大，所以织锦生产一
直没有中断，而且成为全国唯一的织锦产地。
唐代是蜀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被视为唐锦的代表。
作为贡品的‘兰亭序’文字锦，被作为‘异物’入藏宫中，为武则天的女儿安乐公主定制的单丝碧罗
笼裙，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缕为花鸟，‘飘似云烟，灿若朝霞’，被当时人称为‘妖服’，更是天下绝
品。
盛唐一代的蜀锦在风格上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的精髓，雍容大度、华丽动人，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
。
在技术上，后蜀时期对织机和投梭方式的改进也进一步推动了蜀锦的发展。
”有关蜀锦的话题一打开，刘师傅如同一位歌手进入了演唱状态，他细细地介绍着，并在相关的地方
随口背诵了扬雄、左思、刘禹锡等人诗赋中有关蜀锦的名句。
　　“到了宋代，蜀锦生产的规模更在汉唐之上，文献记载说‘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
绣等物，号为冠天下’。
宋史也说蜀锦‘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是与定州缂丝、苏绣齐名的三大工艺名品。
宋代的蜀锦生产带有很强的官方性质，体现出集中生产、品种多样的特点。
宋神宗元丰六年，吕大防在成都建锦院，招募了几百名工匠从事织造，并在锦院前后建楼藏锦。
锦院生产的蜀锦有四种，一是土贡锦，是进献给皇宫的；二是官告锦，是上等官吏用的；三是臣僚袄
事锦，供普通官吏使用；四是广西锦，专作贸易用。
到了南宋，蜀锦更是进入茶马贸易以换取云南的战马。
南宋孝宗时期，由于原产马区全被金人占领，朝廷便在成都设立织锦院，进一步扩大蜀锦生产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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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战马。
这实际上也推动了蜀锦的发展。
元、明两代，朝廷均在成都设有绫锦院进行专门的生产，不过，因为明王朝将织锦中心移向江南，蜀
锦也就渐显衰落。
尤其是到了明朝晚期，由于天灾和战乱，据史料记载，成都几乎是‘锦坊尽毁’。
一直到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实施新政，在成都建立劝工局，雇用艺人集中生产蜀锦，蜀锦才渐渐开始
复苏，这样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终于又恢复了一些它以前的辉煌。
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争，清政府将江宁织造府从南京迁到成都，成都的机坊迅速发展到400余家，蜀
锦生产于是再次进入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生产的‘方方’、‘雨丝’、‘月华三闪’等名品在工艺上达到了炉火纯青，锦史上谓之“
明清三绝”。
蜀江锦也被作为朝廷的国礼赠送国外嘉宾，宣统元年，蜀锦参加南洋博览会获得国际奖，更是扩大了
蜀锦的影响。
”刘师傅如数家珍般为我梳理着蜀锦的历史。
　　在对蜀锦历史梳理中，我们的话题自然进入了刘师傅的从艺生涯。
　　刘师傅说，在蜀锦这一行，他已经干了有50余年了。
1958年，13岁的刘师傅进蜀锦厂开始学习手艺，在设计部门师从有名的蜀锦艺人杨子修老师和从事纹
样设计的何世云老师，学习蜀锦织造的关键工艺“挑花结本”，并从事蜀锦的设计工作。
“建合作社之后，蜀锦织造的技术传承就不像以前那样只是父传子、子传孙、传男不传女了。
我进厂的时候，技术就已经开放了，所以在老艺人那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刘师傅说着，点燃了一根香烟。
淡淡的轻烟向窗外飘去，仿佛在过滤着刘师傅脑海里涌现出来的往事，又仿佛在凝结着那些岁月深处
的往事，然而不管是过滤还是凝结，从摆谈中我明显感受到，对刘师傅而言，往事虽然久远，却并不
如烟。
刘师傅说，在蜀锦厂，他积极参与厂里的技术革新，并于20世纪70年代带队到江浙、苏州去学习取经
，完善蜀锦的技术，实现工艺的机械化。
我插话问，机械化生产对蜀锦的品质有没有影响？
刘师傅说：“‘文革’前，蜀锦厂的花楼织机就已经出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能改善我们传统的东西，但有一点要坚持，就是在学习时
要保留传统，保留我们传统的技艺。
蜀锦属于编织工艺，而机器生产的现代化的数码织品，不是织锦，只是丝织化产品，这种织品的组织
结构是一个变化组织，不是纬显花，所以始终达不到锦缎的效果。
因此，不管是从保持蜀锦的品质来看，还是从保留传统技艺来看，花楼织机手工织锦这个工艺都是有
保留、传承价值的。
”刘师傅的话语中出现了“传统技艺”这个词，当这个词撞上我的耳膜时，我的脑子里突然跳出另外
一个同它发音相同的词　　传统记忆。
我回味着这个突然跳出的联想，觉得它们从某种角度来讲完全就是一体的，蜀锦和手工织锦的技艺，
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传统记忆呢？
　　也许正是基于要保留这种传统技艺和记忆吧，当蜀锦厂改制后坠入萧条，蜀江锦院站立在了浣花
溪边，担起了传承以花楼木质机手工丢梭织造蜀锦的工艺。
也许也同样是基于要保留这种传统技艺和记忆，刘师傅和原蜀锦厂的六位老艺人叶永洲、李成圆、李
生旭、赵兴华、曹复生、谢辉如，以及一位较为年轻的何斌师傅，一同接受了蜀江锦院的邀请，再次
回到了蜀锦织造的世界。
这些老艺人当时最小的60多岁，最大的已经80多岁，都是建国前就开始学技习艺的。
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七个老艺人中如今依旧还在继续做的，就只有刘宝泉师傅了。
　　在同刘师傅的交谈中我发现，刘师傅之所以几十年来会一直醉心于蜀锦，固然缘于他对蜀锦的热
爱以及由这热爱而滋生的责任感，同时也缘于他自小受到的家庭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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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讲，刘师傅也可以说是出身蜀锦世家。
“我们家从我爷爷那一辈就开始织锦了，建国后成立蜀锦厂，我父亲就是蜀锦厂花楼织机的锦工。
”刘师傅说，“我们家建国前自己就有一台花楼织机，可惜这台花楼织机后来被毁了。
真是让人心痛啊。
”很多年过去了，对于花楼织机的被毁，刘师傅内心似乎依旧没有释然。
　　虽然自幼就有织机相伴，但与上织机操作相比，刘师傅同蜀锦结缘更深的还是“挑花结本”。
蜀锦工艺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是挑花结本，一是花楼织机的织造。
“凡花先挑而后织，花有本，挑有式，织有法。
”刘师傅引用前人的总结对我说，要织锦，花本必不可少，因为花楼织机产生的图案纹样，是由结本
的人去创意、设计和编排，再由锦工和拉花工具体操作而完成的。
为了学好“挑花结本”，刘师傅费尽了工夫。
“那时的学习主要靠观察和模仿、靠问，因为老师通常只是做一些示范，很少详细地解说。
所以要不耻下问，多钻研，才能学到本事。
特别是蜀锦的纹样，比如灯笼锦、方方锦，再比如刘海戏蟾、天女散花、二龙抢宝等，都是有寓意的
，很深刻，怎样继承、借鉴，怎样创新，都要靠自己领悟。
”正是靠着这种不耻下问和悉心观察，以及自己的美术功底，刘师傅不仅从技术上掌握了“挑花结本
”，而且在创意、构思等方面领悟了“挑花结本”的要义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对刘师傅近年来既
仿照宋代纹样翻制了八搭晕、灯笼、云龙等传统纹样，又仿唐代蜀江锦风格制作出了方方锦，并创新
设计出了用蜀锦传统的“方方锦”来衬托太阳神鸟等多种新纹样感到惊讶了。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成都民间的33双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