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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古籍扒历史访遍相关博物馆

大学教授遍寻千年夏布机杼声

近日，四川农业大学张强教授历时6年
拍摄、考证并撰写的《中国夏布》正式由中
国纺织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厚重的专
著。布纹的封面，一架古老的夏布织机，简
洁的装帧，朴实又大气。比它块头更厚重
的，是它的历史，以及作者追寻、探访、拍
摄、整理它的那份情怀，以及那段过往。

翻开《中国夏布》，就是打开了夏布上
千年的历史，也把读者的视线拉回到中国
几千年的纺织史。

或许，你会问，夏布是什么？
在《中国夏布》自序中，讲述了千年夏

布的前世今生：夏布是按照传统工艺织成
的比较精细的平纹织物，以苎麻或大麻纤
维为原料织成。夏布这一名称始见于元代，
此前又称为苎布。自元代棉布逐渐普及并
成为民众的主要衣料后，夏布因凉爽透气通
常被作为夏季服饰用料，所以叫夏布。

六年前在成都市温江非遗博览园的一
次偶然结缘，让张强迷恋并专注于夏布的
拍摄。原本张强只计划拍摄一到两年，不
料却占用了他此后五六年间几乎所有的业
余时间。

为什么要把几年的闲暇时光都倾注到
夏布上？

张强说，传统夏布织造技艺，作为1372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和大多数
非遗项目一样，缺乏全面的文字影像记录，
更谈不上系统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它多少
与农业有关联。其次，一直没有人系统地拍
摄记录它。”张强说，相比任何一个动辄成百
上千的人挤在一起拍摄的风景名胜或其他选
题，找到一个没人关注并拍摄的题材，是一件
难得和令人兴奋的事情。况且，这样还能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一些工作。

从2015年9月开始，他数次前往四川隆
昌、大竹、内江，重庆荣昌，湖南浏阳，江西
万载、新余、宜春、贵溪、上饶、宁都等地，行
程几万公里，拍摄记录了有关夏布的代表性
产地、代表性工艺、代表性人物、代表性产品
等的现状，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图片资料。

在上千个日日夜夜里，在万里旅途中，
有太多太多的经历让张强难以忘怀：

因为在网上看到一段语焉不详的文
字，张强千里迢迢奔赴赣东北与闽浙西部
交界信江边一个小村庄，寻找文中提到的
曾用来纺织的夏布洞。幸运的是，他找到
了几个历经风雨仍然完好的洞窖。可第二
次他再去时，夏布洞却被填埋了。

2018年8月暑假最热的日子，他和同伴
驱车六千余公里，将川渝湘赣浙历史上最
负盛名的夏布产地走遍，用影像记录了可
能是当时国内仅有的几片尚具一定规模的
苎麻地。

在江西景德镇，张强结识了一心要织
出中国最精细夏布的网友“闲云夏布”，以
及与中国夏布打了30多年交道的日本人桥
木隆。他们一起去寻访万载的麻纱早市，
去拜访方圆数百里唯一制作机筘的贺师
傅，一起喝当地人家酿制的米酒，在街边小
饭馆吃辣辣的剁肉。

令人记忆深刻的，还有在湖南汉寿突遇
暴雨淋湿了衣服和相机；在湖南浏阳河航拍
浆洗夏布时无人机坠落后的无奈；凌晨光顾
江西双林镇麻线交易冷清的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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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的摄影作品只专注于
拍摄记录不同，这本书系统地厘
清了千年夏布的前世今生，具有
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为了查找早期的夏布史料，
张强几乎遍访全国收藏夏布的
博物馆，把琐碎的往事从历史长
河中打捞起来，加以系统整理。

长期以来，夏布的实物及图
片资料并不多见，这也为研究夏
布等麻类纺织品带来极大困难，
张强只好煞费苦心地在网上淘老
旧书刊进行研究。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先后淘到两本民国年间关
于四川、江西夏布的影印书，其中
还有一些难得的图片。但是由于
影印的原因，图片质量太差。后
来，他费尽周折才从国家图书馆
获得了该书的微缩胶片版。

还有一次，张强在网上发现
一本标价数千元的小册子，他出
于对标价的好奇点开看了看，原
来那是一册湖北江陵凤凰山一
六八号汉墓考古发掘的原始照
片，有一百多张黑白照片装订在
一起。他喜出望外，很快与卖家
联系。但很快又失望了——他
想要的几张恰恰缺失。后来，张
强专程到荆州博物馆跑了多个
部门，费尽周折才得以和这些珍
贵的文物零距离接触。

为了寻找江西贵溪龙虎山
崖墓出土的据称是我国最早的
苎麻印花布，他千里迢迢到访贵
溪博物馆却一无所获。后来在
江西宜春，他在拜访复活苎麻纸
传统制作技艺的王春根时，却意
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图片资料。

回忆探寻夏布历史的往事，
张强说，这个寻觅过程既艰辛又

有许多让人暖心的记忆。
2017 年暑假，张强到北大

图书馆寻觅一套连国家图书馆
都未见收藏的39卷本《西域文物
考古全集》，管理员破例同意他
进入主馆书库。于是张强用了
一个下午的时间，把那些陈旧发
黄的相关图书资料都翻了一遍。

为了拍摄相关文物，他还列
出需要前去拍摄的16个博物馆，
并在微博发出求助信息，希望有
人帮他看看文物是否陈列。两天
之内，就有14个地方的学生或校
友积极响应，让他少跑了不少路。

对于拍摄记录夏布这样一
个正在消逝的选题，张强也有过
犹豫，不确定是否还要继续下
去。但之后获得的一些消息，却
让他体会到这项工作的价值和
意义之所在：2015年10月，在湖
南浏阳，张强拍摄下 94 岁的夏
布传承人梁文义老人的照片仅
一个月后，就得知老人离世；在
湖南高坪，仅仅过去两年时间，
夏布织机就已悄然消失；2017年
6月，在重庆荣昌，张强拍摄了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颜坤吉老人，并
听他唱了《麻布神歌》，不料不到
两年，颜坤吉老人也去世了……

正是因为对夏布的这份执
着与情怀以及紧迫感，张强不断
坚定自己的想法，扛着脚架，抱
着相机，走进一个又一个阴暗潮
湿的房间，倾听织机的倾诉，记
录每一段经纬的秘事。

“光影恍惚间，仿若夏布经
纬之交错。”张强说，经纬相连，
光影“苎”梦。记录、传播、传承，
这就是他正在做并将继续做下
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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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夏布》

东华大学纺织科技史教授、
博导杨小明：

影像记录
与考证研究并重

提供稀缺史料证据
杨小明认为，夏布作为具有

上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和历
史价值。由于早期夏布实物和影
像史料的缺乏，为今天研究夏布
等麻类纺织品带来很大困难。张
强历时数年，实地拍摄记录夏布
传统织造技艺全过程，发掘、整理
古今技法，比较不同产区技艺异
同，费尽周折寻找闲置多年的不
同形态的夏布洞和夏布织造特
殊技艺，还原昔日精湛的古老工
艺，首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夏布
织造影像资料库。

通过查阅检索古籍，追溯考
证“夏布”一词的由来，得出“夏布”
一词起源于元代的研究结果，否定
了过去教科书关于“夏布”一词起
源于清代的论断。张强所做的历
史资料的系统挖掘整理，对探究
夏布及其服饰的起源和发展演变
的历程提供了重要甚至稀缺的史
料证据。

《中国国家地理》特聘编辑刘
乾坤：

这是一种研究性摄影
文献价值

已超越影像本身
刘乾坤认为，张强进行了一

种新的摄影方式，即研究性摄
影。这种摄影方式，是审美与学
术的牵手，让影像有了更大的价
值：既是审美的作品，也是学术研
究的印证，还是系统性讲述的重
要环节。

刘乾坤称，张强用了影像构
成的叙事文本，从直观的视觉语
言中让人了解、认识苎麻是怎样
从远古走到今天的文化脉络。“从
影像的视觉看这些图像，是对象
化；当你从社会学、历史学角度
看，是非对象化。”他认为，这本书
中的影像在自然与不自然间，必
将载入历史——影像的文献价值
已经超越了影像本身。

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肖洋

张强

2016年5月，江西分宜，夏布洞织布的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