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远楼内为木构架，土坯砖隔墙。第一层为厨房，第二层为谷仓，
第三、四层为卧室。楼直径42米，每层34间，内通廊式。 王 渝 摄

鲁锦纹样鲁锦纹样

鲁锦摸起来就像握住老人家的手，
粗糙而有温度。

锦绣一般说的是丝织品，丝绸是从
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取丝”而
来。鲁锦却是布。用来织布的棉花，其
优良品种据说是从美洲传来的。

“应似露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
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艳，地铺白烟花
簇雪。”明、亮、光、滑、贵，这几个丝织品
的特点鲁锦都没有，在那个成诗的年代
鲁锦甚至连花纹也没有，只有或横或竖
的经纬线。纺织品的器械始祖都是《曾
母投杼图》那种斜织机，鲁西南人民将
葛、麻、丝的织绣工艺借用于棉纺，研究
用织机绘制不同图案的织法和染植物
色的过程。

所以，也曾经有人对“老土布”提出
争议，认为“锦绣锦绣”必须带帛带丝才
能算数。但如今，以布为锦，反而成了
鲁锦的招牌。

在代代传承中，鲁锦的图案由最初
的斜纹、条纹、方格纹等发展到枣花纹、
狗牙纹、斗纹等八种基本几何纹样，还
有水纹、芝麻花纹、鹅眼纹、猫蹄纹等
等。其实都是由菱形、点状、锯形大小
套用并且紧密排列而成的。到明代鲁
锦风格已经成熟，清代时，山东鄄城的
鲁锦作为贡品，这种土生土长的农家粗
布，被锦衣玉食的统治者赏识，成为大
内御用之物。今天，鲁锦原封不动地保
存在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工艺品标本
室里，种类达数百种之多。

鲁锦的织造原料是纯棉。在山东
农村，女人结婚前要准备自己的嫁妆，
无论是褥面、被面、枕头套、门帘都要自
己准备，出嫁那天，母亲印染出一大块
彩印花包袱布，将女儿的嫁妆包住，但

在四个角特意露出被褥的花格。鲁锦
的花格一旦与婚俗、礼俗联系起来，就
被升华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这是特
定现实生活情境和人的情欲生发出来
的风习，一方面是出嫁家庭自己要展示
嫁妆的富实，一方面女儿出嫁家家户户
都要盯着花纹，那可成了半点马虎不得
的事。婚后，婆婆“丢”给媳妇十斤、二
十斤棉花，使媳妇可以用劳动维持生活
的衣用，这叫“另开路”。所以以前在农
村一些女性从出生就没离开过棉布和
鲁锦，织锦的手艺往往在相亲时被认为
比相貌还重要三分。织布技术成熟后，
一天就能纺1斤棉线、织14尺布，可做
3件男子的单褂。

济宁地区的梁山泊，有一种捕鱼的
网具称“下箔”，是以网墙布疑阵，使鱼
儿能进不能出，当地渔民称为“迷魂

阵”。“迷魂阵”还是一种鲁锦图案，当地
妇女也认为它是“进来出不去”，这被称
为“迷魂阵”的图案又叫“难死人”。女
性喜欢繁复，喜欢隐瞒，看似简单的隐
瞒之下是更多的繁复的枝蔓，妇女们并
非闲极无聊，而是忙极无聊，就不断重
复几何形，“迷魂阵”就由繁复再繁复的
想法导致出来了，手工艺在这些劳动妇
女的手底下并没有发展走向简约和实
用。在形成了手艺复杂程度的差别后，
妇女们便会挑战高难度。在变与不变
的哲理中，越简单的图案越不会变化，
越繁复的图案则代表着其本身已经要

“改弦更张”和“岌岌可危”了。
鲁锦的制作同样非常复杂，要经过

纺线、练染、布浆、挽经、做综、闯杼、掏
综、织布等72道工序。手脚并用外，妇
女们还唱起了解说几何图案的歌谣：

“八个盘子八个碗，满天的星星乱挤
眼”，清淡明亮的蓝白二色织成了闪耀
的星星，“窗户棂子挂纱灯，清起的太
阳，哼黑的星”，织有黄线似光影，大红、
大黄与黑交织似明灯。古代地方志记
载：“妇女织布，夜纺车之声，比屋相
闻。”在彼时彼地，有关纺织的歌谣恐怕
也是“比屋相闻”。

“旋风子转，落子缠，经线姑娘两边
站，织布就像坐花船，织出布来平展
展。”这首《棉花段》唱的就是织布过程，
劳动未必能充满乐趣，却能像梭子机上
下翻飞一样让生活的节奏足够紧凑充
实。

虽然鲁锦是块布，但却有大用处，
山东梁山地区早在汉代就流传“一妇不
织受之寒”的谚语。丝绸特别讲究光、
忌讳暗，也就是讲究滑，但鲁锦保暖的
价值和柔软的触感，使它成为有与人最
亲近的关系的布。

鲁锦的井字图案有时像极了那些
时髦的围巾、衣服，稍有历史的服装品
牌数十年都在一些框框内做着小变化，
他们效仿的对象恰是手工业的前辈们，
想通过坚持不变的图案史获得赞誉，得
到所有人的尊重，可是比起像鲁锦这样
的“老爷爷”来说，他们还都太年轻了。

“内罗城，外罗城，里头坐了个老朝
廷。”这是一幅流传已久的黄蓝方格纹
样，上古尧帝善理国政，百姓安居乐业，
人们织出这种锦纹怀念他，图案中黄格
是明亮舒坦的宫外，蓝格是安详平静的
宫内。锦绣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媒介，在
人群之间起到互相亲近和团结和谐的
作用，物作为人之间的纽带为人们送去
的不仅仅是图案的寓意，鲁锦还扮演着
在人们之间创造情境的角色。

独“布”鲁锦 □ 马李文博
之一寻锦记寻锦记

““秦城楼阁烟花里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汉主山河锦绣中。”。”织锦织锦，，是中华传统手工艺的杰出部分是中华传统手工艺的杰出部分，，在千年的在千年的
历史中不断产生新的变向历史中不断产生新的变向，，产生新的美产生新的美，，也不断在分解在消失也不断在分解在消失。。商品社会商品社会，，散落在神州大地散落在神州大地
的织锦技艺的织锦技艺、、图案图案、、工具是活在记忆里的风格流派工具是活在记忆里的风格流派，，渐如河水不知去向渐如河水不知去向。。有人说有人说，，中国传统中国传统
美术的主流在工艺美术的主流在工艺，，而工艺依赖材料而工艺依赖材料、、依赖手艺人依赖手艺人、、依赖民间的土壤依赖民间的土壤，，传统不绝如缕传统不绝如缕，，却可能却可能
无以为继无以为继，，所以我们去找寻所以我们去找寻，，去发现那些沉默的文明去发现那些沉默的文明，，发现那籍籍无名的锦人锦事发现那籍籍无名的锦人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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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是利用未经焙烧的按一
定比例的沙质黏土和黏质沙土拌和
而成的泥土，以夹墙板夯筑而成墙
体（少数以土坯砖砌墙）、柱梁等构
架全部采用木料的楼屋，简而言之，
就是以生土板筑墙作为承重系统的
任何两层以上的房屋。土楼是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大型民居形式，其中
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品类最丰富、
保存最完好的，是福建土楼。2008
年7月6日，“福建土楼”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已被严格确认的福建土楼
建筑有3000余座，主要分布在福建
省龙岩永定县、福建省漳州南靖县
和华安县，其中又以客家土楼为代
表。客家土楼不但满足了客家人抵
御野兽、强盗的需要，还体现了儒家
思想下大家族共同生活的理想。土
墙厚度大，隔热保温，冬暖夏凉，阴
阳调和，具有防震、防火、防盗以及
通风采光好等特点。客家人世代相
传，和睦共居的大家族的独特的生
活方式，也成为闽南古文化流传至
今的重要条件。

和贵楼坐落在南靖县梅林镇璞
山村，为方形土楼，其先祖简德润从
永定县培丰镇洪源村迁来。该楼建
于清代雍正十年（1732），坐西朝东，
占地1547平方米，是南靖最高的土
楼。和贵楼，顾名思义，是劝世人弘
扬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圆土楼是永定客家土楼中最出
名的一种，以2环以上的多环同心圆
楼居多，圆楼外高内低，楼内有楼，环
环相套。永定县现存的圆楼就有
360多座。怀远楼位于福建省南靖
县梅林镇坎下村东部，建于1905年
至1909年，是建筑工艺最精美、保护
最好的双环圆形土楼。怀远楼的名
字暨告诫居住在此的简氏子孙要胸
怀远大志向。

怀远楼附近的“云水谣”古镇，

原名长教，以幽长古道和百年老榕
闻名，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
2005年底，电影《云水谣》曾经在此
拍摄取景。

南靖县书洋乡田螺坑的土楼群，
由方形的步云楼和圆形的振昌楼、瑞
云楼、和昌楼、椭圆形的文昌楼等一
方一椭三圆五座土楼组合而成，俗称

“四菜一汤”，气势磅礴。
客家人至今仍在土楼中生活，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时代在变迁，随
着土楼申遗成功，越来越多的游客来
到土楼参观，他们也顺应潮流，开始
在楼里摆摊做生意，增加收入。但
是，客家人也有自己的规矩：摆摊仅
限于一层，二层以上为正常生活起居
场所；游人上楼要收费，但费用由每
家人轮流收取；不允许外来商业公司
插足土楼的旅游开发。在土楼里，仍
然可以看见晒太阳的老人，玩耍的孩
童，游人的好奇眼光似乎对他们并没
有造成影响。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罗杨指出，古村落的保护不能
只把房屋建筑保护下来，还要留住
在里面的人，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古村落保护的核心是人，是围绕着
人背后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因此古村落保护的最终目的，是
要让今天的人们回到古村落继续他
们的日常生活，重新延续文化主体
的文化传统，因为传统就出自于人
们的日常生活，传统就蕴藏在村民
的生活之中。

被酒吧占据的丽江古城，沦为
商铺和客栈的凤凰古镇……国内有
如此多的古村落，在所谓的“开发”
和“保护”中赶走了村民，或是把老
房子推倒重建各种“仿古新建筑”，
令人叹息的同时却又无可奈何。而
坚持在土楼里生活至今的客家人，
却活生生地把闽南文化给保留下
来；客家人也和土楼一起，成为“活
着”的古村落，焕发出绚烂的生机。


刘爱玉22岁出嫁那年，因陪嫁的织锦数量多、

花色复杂、织造精细，在全村引起轰动。鲁锦做嫁
妆，一直都是当地的婚俗，但像许多传统一样，历尽
沧桑而不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想当年，鲁锦传承人刘爱玉是远近闻名的“巧
闺女”，很多女孩跟着她学习织锦花样。她积极向
别人学习，也乐意传授织造技法。很多当地流行的
织锦图案都打她手上走过。

时间流转到2014年。
往马扎上一坐，她所掌握的那些提花、包花、砍

花、打花以及通经断纬的织法织出的花样就自然流
淌出来，“重复”、“平行”、“连续”、“间隔”简直像她
的乡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条件反射。

像所有的传承人一样，刘爱玉很喜欢钻研，也
希望自己的衣钵后继有人。但本地的年轻姑娘没
有一个愿学鲁锦技艺的，都出去打工了。在外地打
工每月工资最低两千，在这里学成卖鲁锦只有一千
元，这笔账谁都会算，怨不得别人不愿意学，她自己
的女儿也在外打工。

大多数传承人的手艺就是跟她们的母亲学的，
母亲不教女儿不学，想收别人家闺女，难上加难。
刘爱玉无奈地笑笑。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整整十年，大多数人碰都没碰过织机，因为那时大
家一窝蜂喜欢穿成衣。

没有了市场，便没有操起织机织布的理由。那
时的妇女们也不知道老纺机一放就会放十年，鲁锦
的手工生产就像是无根的飘零的花朵，飘到哪里是
哪里。

直到成为“传承人”后，织锦终于又成为她的职
业，在许多展会上她都参与了织锦的技艺展示，面
对国内参观者和外宾，她是鲁锦的活广告。


非遗热起来之后，刘爱玉被认定为鲁锦织造工

艺代表性传承人。这个“身份”是“老乡”路维民帮
助她申报的。

路维民是个致力于组织鲁锦艺人、扩大鲁锦市
场的“有心人”。

1995年，路维民骑着自行车顶着太阳到村里
挨家挨户敲门收购鲁锦面料，说是收购，在人家看
来无异于想抢人家的床单，由于费时费力，当时民
间织布的人已经不多，收购一条床单竟要价500
元。路维民于是买了一批毛巾被，结果老乡们的确
更喜欢毛巾被，才得以置换得到了些鲁锦面料。

后来，他便在鄄城开了鲁锦博物馆，搜集也拯
救了许多的鲁锦图案。但“抢”床单的那段经历，深
深让他感到，跟刘爱玉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老乡们
都开始喜欢新东西了。

鲁锦图案精致古雅，浑然姿丰，质地细密，与机
器制造有大大的不同。但民间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起伏，厂家收不到真正手工织造的鲁锦，大量
使用现代手段以剑杆织机生产的鲁锦，已经脱离了
传统手工艺品的范畴，反过来还冲击着传统市场。

所以，倡导手工织品对抗机织，挽救其所侵蚀
的产业基础，就成了路维民的主要任务。那些40
岁左右，不能出去打工的妇女成了他重点招募的对
象，当时“既不耽误农活儿，每天还能有至少七八元
的收入”，成了他最好的招募广告，但是妇女们还是
要以农活为主，生产的情况不能完全跟上需求。


手工和织机的区别有那么大关系吗？从中国

鲁锦进出口集团退下来的张承敏曾经发明了一种
木制织布机，产能相当于100个老太太同时开工。

很多专业人士都看不出来这机子织的布和手织的
有何区别，张承敏深知：手纺的柔软和舒服是机纺
所不及的。

“这一行，我干了几十年，我能看出来有差别。
但你要是洗过那么几次之后，我也看不出来了。”张
承敏说，他发明这种新机器，一个目的就是想模糊
这两种生产之间的差别。但一路走来，人机纺织先
天质地和生产能力的差别，让张承敏总是陷入两
难，总是面临要被“效率”胁迫的境地。

多年来，村里不用去外面买布，从来都是自给
自足，这些织机也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大突破。

有人建议他横着织布，这样速度更快，他说：
“人盖被子，都是这样竖着蹬的，一床被子用一辈
儿，用个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要是横着织，它
就寿命短了啊，咱不能那样干。”他讲的是人和一床
被子的感情，讲的是老规矩。

有人建议实验新产品、建议提价，建议把鲁锦
做成礼品，他一概拒绝……所有建议他都觉得不踏
实，唯一的例外是他认为手纺必然被机纺代替，结
果就是发明了这个新机器：“一个人一天纺二两线，
够啥用。”他的想法很简单，申请专利没有用，大家
一起都参与进来有用，他要做的是家家户户的那种
普及。

“我从1985年就干这个，到现在都马上30年
了，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情感的啊。这么多年做过来，
有时候也的确是很不容易的。这两年市场不太好，
我也很着急。现在嘉祥，干这个的，就剩我们了。”

“我就想，这要是在我这一辈儿断了，那这一生
不就像是梦了一场么。”一辈子是张承敏的时间单
位，在他眼里，所有鲁锦面料的衣被都是家里能用
一辈子的。干鲁锦干到今天，他已经把自己人生的
意义和鲁锦的兴衰连起来。

（（图片由济宁市非遗保护中心提供图片由济宁市非遗保护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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