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新闻：拍摄夏布，其实
跟你的本职工作关系不大，出
发点是纯属兴趣和爱好，对吧？

张强：对，完全是出于自己
兴趣的自发行为。不是冲着要
完成一个课题项目的目的。正
是因为出于自己真实的兴趣和爱
好，动力就特别足，而且没有按时
完成课题的时间压迫，心态也很
从容。不过，随着《中国夏布》由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得到很多
人的关注。不排除以后去申请课
题继续深化研究的可能。

封面新闻：你现在担任四
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工作
肯定很繁忙。是怎么挤出时间
来做这个事情的？要完成这个
选题，主要靠业余时间，还是有
相当的难度和挑战性。

张强：说起来有点令人感
慨。我全国到处跑着追拍夏布
的那几年，恰好是我本职工作
最忙的时候。那几年我一个人
肩负的至少是两个人的工作
量。我是在节假日周末，去川
渝湘赣寻觅值得拍摄的夏布相
关内容的。现在我工作没有以
前那么忙了，反而做的事情不
比以前多。由此可见，人只要
愿意干好一件事，跟忙不忙关
系不大，主要还是看决心和兴趣
大不大。时间终究是可以挤
的。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有
条件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就
是一个人能感到幸福的两个条
件。我很幸运，拍夏布就满足这
两条，给了我幸福和充实。

封面新闻：在找到夏布这
个很有意义的拍摄、考证主题
之后，你还会有其他的主题拍
摄计划吗？

张强：苎麻、丝绸、棉布，一
直是中国最基本最重要的纺织
物。如果可能，我还想继续拍摄
和研究棉布在中国的起源及发
展过程。但还需要找到一个切
入点，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见习记者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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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夏布》作者、川农大教授张强：
找到“夏布”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的证据

如今，张强对夏
布的追踪摄影、研
究、思考，依然没有
停止。

对他来说，《中
国夏布》这本书只是
过去6年拍摄夏布
的一个阶段性成
果。随着时间的推
移，夏布的现状肯定
还会发生更多变
化。可能有的地方
夏布会找到方法恢
复生机，而有的地方
夏布可能会彻底消
失。这都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或好或
坏，都值得记录。“所
以我会继续关注、拍
摄、研究夏布，对这
本书的内容进行补
充、修订。”张强说。

封面新闻：《中国夏布》这
本书的参考文献名单上有大
量考古和服饰的专著，比如包
括《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棉
麻纺织史话》《中国古代纺织
史稿》《中国植棉史考证》《元
代植棉研究》《中国古代纺织
与印染》《纺织考古》以及沈从
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在内的大量学术资料。你这
已经远远不仅仅是对夏布进
行摄影，而是一种不亚于纺织
史专业人士的深入研究。在
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遇到很多
困难？

张强：是的。夏布作为一
种麻织物，和其他纺织物一样，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极难保存
下来，所以早期的葛麻遗物极
为罕见。与此同时，长期以来，
考古界通常看重对古代丝织品
的研究，对其他材质的纺织品
往往留意不足。由于它们质地
平凡，不精致华美，考古发掘报
告往往只作略述，而不记载其

具体细节，所以实物甚至图片
资料也不多见，这给今天研究
夏布等麻类纺织品带来极大困
难。我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去
找相关的文物及资料，由于苎
麻布残片这些文物往往没什么
观赏性，所以很多博物馆就算
有相关收藏，也往往不会陈列
出来。要经过允许去人家库房
里找来看，也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我专门去湖北一家博物
馆，费尽一番周折之后，才看到
一些珍贵的夏布文物。

2017 年暑假我前往北大
图书馆，寻觅一套连国家图书
馆都未见收藏的39卷的《西域
文物考古全集》，管理员大概是
见我索取的图书太多太重，终
于同意我进入主馆书库。进去
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但我还是
舍不得这难得的机会，用了整
整一个下午，终于把主馆那些
为数并不太多的陈旧发黄的相
关图书资料都翻了一遍。这实
在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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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从你的
书中，我们得知，你利
用多种古籍全文数据
库，详尽地检索考察了
夏布一词的由来，终于
找到确定的证据证明
“夏布”一词起源于元
代，纠正了权威教科书
关于夏布起源的论断。

张强：研 究 纺 织
史，不能不提到陈维稷
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
技术史》（古代部分）一
书。 这是我国第一部
全面记录古代纺织科
技发展过程、特点和规
律的专著，也是纺织考
古研究的成果汇集。
该书认为“夏布是比较
精细的苎麻布……夏
布的名称则始见于清
代文献”。但是，问题
在于，在数据库出现之
前，要考证一些名称提
法始见于何朝何代的
何种文献，必须逐一阅
读这些古籍。过去的
研究者，恐怕能阅读的
古籍量不过几十乃至
几百册而已。中国的
古籍究竟有多少？至
今仍然是个难以准确
回答的“历史之谜”。
好在我们现在有了不
少能够进行全文检索
的古代文献数据库。
比 如《中 国 基 本古籍
库》，据称是目前全球最
大的中文古籍数字出版
物，也是中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
利用这个数据库及其

《中国方志库》《中国谱
牒库》《中国丛书库》《中
国类书库》《中国俗文
库》等子库，检索结果表
明，“夏布”这一词最早
出现于元朝，在明清时
期被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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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中
国夏布》里收录了
你拍摄的大量夏布
摄影作品。当我们
翻阅的时候，最大
的感受是，这已经
远远超过了摄影，
更多的是一种历史
记录。所以有人称
你这是“研究型摄
影”，是审美与学
术的牵手。你如
何看？

张强：如今摄
影于我而言，是一
种记录和研究手
段。我以前拍了
很多自然风光，也
有过玩技术、拼设
备的阶段。但后来
我发现，这种摄影
对我来说，意义和
价值不太大。我想
通过摄影做一些更
深的事情。在当下
摄影工具普遍提高
的状况下，大家技
术也不相上下，要
做出真正不一样的
摄影，必须要给摄
影赋能。

几 年 前 ，《中
国国家地理》摄影
师马宏杰出版了
他用整整 12 年时
间跟踪记录河南
新野耍猴人游走
全国卖艺求生的
各种离奇遭遇的
摄影文图集《最后
的耍猴人》。这本
书最震撼我的不是
某张具体的照片，
而是作者特殊的选
题、可怕的时间长
度以及他对选定题
材的执着态度。我
想，我也要做这种
方向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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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在博物馆搜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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