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落幕的中国国际时装周（2019春夏系列）的
T台上，身着香云纱裤装的模特翩翩走来，让人不禁想
起张爱玲笔下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袴的“睨儿”，
民国时期就备受女子喜爱的香云纱在这一季的时装周
上轮番登场。香云纱在当代人眼中不再沉闷、老气，而
成为优雅、知性和环保的代名词。

继2008年“香云纱染整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年间，经过生产性保护、创新
性发展，香云纱在传统工艺振兴的当代实践中逐渐成为
时尚潮流。

传统形成时尚

在当代，时尚领域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巨大，尤
其是年轻人，紧随潮流而动，因而，T台也是我们弘扬和
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除了香云纱这一
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的丝绸面料，蓝印花布、艾德莱
斯绸、亮布、夏布、织锦等传统面料近年来在各类时尚场
合轮番出现，成为各类创意活动的主角。比如，苏州市
吴江区“丝绸名镇”盛泽在本次时装周举办了“绸都盛泽
风尚秀”，而重庆市荣昌夏布已经是第二次登陆时装
周。因而，富含中国特色的纺织面料也需要通过时装周
等平台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设计师和品牌的关注，让
其形成更广范围的流行。

在纪录片《服装里的中国》第二季中，与服装相关的
传统工艺以纪录短片的形式呈现，其中就包括对香云纱
染整工艺的介绍。这类普及传播能够让国内外的内容
生产者、产品生产者广泛认知此类资源。与此同时，文
化传播也为相关产品、服务及品牌创造了与众不同的无
形价值。比如，香云纱复杂的制作工序、环保的染色原
理，以及其中包含的哲学、科学与美学意义……都是向
大众传递香云纱制成品价值的有效触点。

传统再造时尚

非遗、传统手工艺、民族民间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
已然成为时尚产业的创意源泉和核心卖点，并呈现出这
样的趋势：对传统文化的“解码”越深度，发掘到的当代
价值越大，越能碰撞产生“最中国”的时尚潮流。

这次时装周，我们看到了依文·中国手工坊这样平
台化推广中国传统手工艺的T台常客，也看到了阿牛阿
呷这样直接从事非遗传承创新的从业者，将本民族本地
域代表性工艺技艺带上 T 台。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企

业、设计师加入创造性运用非遗等传统文化资源的队
伍，并已然从传承传统中受益，“解码传统，再造时尚”集
群效应正在形成。

当代设计师的“匠心”在哪里？灵感、混搭、跨界
……创新路上不变的是对传统的礼敬，对资源的有序利
用，符号、物料、工艺中所包含的思想理念和审美风范不
能丢失。真正能够解码传统的设计师，也是当代“工匠
精神”的代表。

时尚青睐传统

2017年11月发布的《中国纺织非遗可持续发展千
岛湖宣言》中讲道：作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主要消费

品，纺织服装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纺织类
非遗富含的个性化、自然化、人性化特点，正好与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之后消费观念的转变方向不谋而合。比如，
当代人对取之于自然、可分解回归自然的天然物料、染
料的推崇。而香云纱恰好与此不谋而合，只采用天然植
物薯莨的汁液和含有高价铁离子的河涌泥染色，不含任
何化学助染剂。这类先民智慧、本土知识在纺织类非遗
中比比皆是，使得传承传统渐成当代时尚消费的风
向标。

无论是高级定制，还是更接近日用消费的成衣、快
时尚，都可以从非遗等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时尚的答
案。并且不止于服装，配饰、潮鞋、文创日用等都是传统
元素创新应用的板块，能产生更为突出的市场表现和潮
流影响力。

非遗如何在T台上焕发光彩
□ 杨 红

砚是文房四宝之首。砚作为一种研墨和掭笔的用
具，一般由砚额、砚堂和砚池三个部分组成，又称砚台、砚
田、墨池、墨海、墨盘。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石
滑谓之砚，砚字从石见”。汉末刘熙《释名》中云，“砚
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在江西遂川县博物馆，收藏有古砚六块，其中五块为
清代的，一块为民国的，皆为不可多得的精品。下面就跟
随笔者介绍，走近、鉴赏这“六古砚”。

清鱼水荷莲纹端砚，石制，横径 23.68 厘米，纵径
17.07厘米，厚2.55厘米，重量1.369千克。砚呈鱼荷形，
顶端鱼口大张，上唇至另一端呈椭圆形鱼身状为砚池，鱼
口下唇至另一端为荷叶状，为洗笔池，池中饰荷花、茎、蕾，
荷池与鱼口连接处饰一条小鱼，砚底平面饰有6只小乳钉
足，造型别致。1993年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清卵石纹端砚，石制，纵22.36厘米，横17.37厘米，
厚1.53厘米，重量1.015千克。砚台内边施于凸弦纹一
周，外边施于卵石纹饰，砚台中心稍有内凹，一侧有砚
池。1993年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清蕉叶纹端砚，遂川博物馆收藏有两块，皆为石制。
大砚纵径26.04厘米,横径16.75厘米,厚2.92厘米，重量
2.530 千克。小砚纵径 14.06 厘米，横径 10.99 厘米，厚
1.84厘米，重量625克。大砚蕉叶形状，砚台中心稍内凹，
一侧有砚池，砚池周边施有蕉叶纹饰。小砚亦呈蕉叶形

状，砚台中心稍内凹，一侧有砚
池，砚池周边施有蕉叶纹饰。
此器带有砚盒。1993年，两砚
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清心形龙纹青石砚，石制，
直径 26.32 厘米，缘厚 2.10 厘
米，重 2.160 千克。砚台呈桃
形，内凹，砚台边缘为龙纹，底
部人为阴刻“清故先妣庶母”

“乾隆四十一年”。2004年，由
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民国双龙戏珠椭圆形砚，
石制，宽径 28.26 厘米，窄径
21.59厘米，厚4.46厘米，重量
2.240 千克。砚为椭圆形，砚
周呈浅花瓣状，砚池置于砚台
的一侧呈椭圆形，另一侧饰双
龙戏珠图案，龙周及池两端饰
水波纹，尾端略凹可作洗笔池，
底部平面工整，整个器形美观
大方。1990年，经专家鉴定确
定为三级文物。

熟悉砚文化的朋友都知
道，上等砚台的价值一方面取决于砚石的品位和雕琢工
艺所体现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取决于该砚石所体现的
历史文化价值。

从砚石的品位来看，该馆收藏的六古砚中的清鱼水
荷莲纹端砚、清卵石纹端砚、清蕉叶纹端砚皆为上品端砚
石所造，手抚之有清凉透指尖之感，呵气顷刻凝濡洇湿，
天然的石品、纹理非人工巧饰之所能。端砚石出产在广
东省肇庆市东部的烂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的北岭山
一带，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驰名于世，具有发墨
快、不损笔、不易于干涸和易于洗涤的优点。古人盛赞其
石有“呵气研墨”之说。

从雕琢工艺所体现的艺术价值来看，遂川博物馆收
藏的六古砚的雕琢工艺水平皆为古代工匠精心之作，所
雕琢的图案繁复且精细，多有吉祥的寓意，尤其以清鱼水
荷莲纹端砚和民国双龙戏珠椭圆形砚的雕琢工艺为佳。
两砚描绘的莲中鱼儿戏水和双龙夺珠之态活灵活现，显
示了高超的石雕技巧。

那么，读者禁不住要发问：为什么名贵一时的砚台，在
遂川县清代出现如此之多？为此笔者翻阅《龙泉县志》《遂
川县志》《江西方志》等资料，进行认真思考。笔者认为以
下因素，是这些古砚背后的深刻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其一，清代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朝代，也是我
国砚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制砚业也达到空前的繁荣。清

代制砚工艺中的造型、构图、雕刻手法等均集古今之大
成，超越历代传统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馆收藏的
六古砚中的鱼莲等图案，达到一种沉稳精练、端庄敦厚的
艺术高度，充分说明清代制砚水平。清心形龙纹青石砚
还留有“清故先妣庶母”“乾隆四十一年”的刻款，这也是
清代制砚中常见的特征。

其二，从宋至清，遂川县参加科举的士人阶层不断扩
大，人数日趋庞大。遂川古称龙泉，这片土地自古“序庠
相望，弦诵相闻”，素有“文献名邦”之誉。据《遂川县志》
所记载，“……经科举取士，从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废科举止，见于记载的有文进士71人，武进士5
人；文举422人，武举143人”，从已中举的士人可反推士
人阶层规模之大。砚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其客观需求量
与士人阶层的人数是呈正比的。

其三，自宋以降，特别是到了清代，遂川文教之风蔚
然，各类书院不断涌现，培育了一大批笔墨传家的文人、宗
族势力。据《遂川县志》所记载：“自宋至清，遂川先后建有
书院40所，其中宋代6所、明代2所、清代32所。”至今仍
有著名的燕山书院、新兴书院、八角楼书院、五华书院、五
峰书院等书院留传后世。砚文化是书院文化、文人文化的
自然衍生延伸，遂川文教之风的兴盛，也意味着砚文化的
长盛不衰。古代文人终身与砚相伴，视砚为知己，砚文化
蕴含了文人的身份认同和细腻文化心理。一副上品好砚
既是士人身份的象征，也是文人交游酬答的文化媒介。正
如北宋唐庚的《古砚铭序》说：“砚与笔墨出处相近，寿夭不
相近也。笔之寿以日计，墨之寿以月记，砚之寿以世计。
其厚体也。笔最锐，墨次之，砚纯者也。岂非纯者寿而锐
者夭乎？其为用也，笔最动，墨次之，砚静者也。岂非静者
寿而动者夭乎？吾于是得养生焉。”这种对砚台的推崇备
至，生动地折射了文人的身份认同和细腻文化心理。

其四，明清以来，江右商帮（赣商）崛起，遂川经营木
材等生意的儒商家族日益兴旺，经济文化实力都相当雄
厚。遂川地处赣南，盛产粮食、茶叶、竹木等物产，竹木资
源特别丰富。仅清乾隆《龙泉县志》记载的常见竹木树种
就有34种，新中国成立后大致查明全县乡土树种110余
科1300多种，引进树种17科60种。明清以来，遂川杉
木畅销全国，简便易用的木材测量方法“龙泉码”即因此
而创。因经销木材而富足的家族在当地比比皆是。比如
著名的堆子前镇鄢溪村黄氏家族，因经销木材而富足，其
为长久振兴计，进而创办燕山书院，成为一时之美谈。

这些儒商家族“出则为商，入则攻读”，因商而富，又
凭科举而贵。科举功名带来的种种特权、地位，守住了几
代人的财富。所以，儒商家族对于科举功名十分渴求，愿
意在家族文化教育的振兴上花费巨资。这就合理地解释
了为什么远在广东省肇庆市的出产的端砚石制作而成的
名砚，能够大量发现在遂川的土地上。

惊艳遂川“六古砚”
□ 谢路明 刘祖刚

中国传统手工艺，以独具匠心的深邃文化和美轮
美奂的精湛技艺，传承着悠远的中华文明。为了助力
中国传统手工艺传承，资深广告创意人罗易成历时两
年完成《中国守艺人一〇八匠》，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
录了108位以倔强精神守护传统手艺的工匠，让我们
在体味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同时，认识到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的匠心伟大。

中国传统手工艺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技艺精湛，
科学技术和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其影响遍及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灿烂多
彩的物质文明是由众多传统手工艺创造的。随着现代
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量优秀、珍贵的传统手工
艺正在急速消亡。

为了使这些濒临失传的传统手艺得到更广泛的认
知，2015年，罗易成萌生了去全国各地走访记录有当
地特色和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和手艺人的想法，并通过
自己广告传播的经验，使这些民间手艺的魅力与意义
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于是，便有了《中国守艺人一〇
八匠》。该书介绍了108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其承
载的手工技艺，在展现传统手工艺之美的同时，细腻、
真挚地描绘了他们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态度，沉静而
朴实的快乐与生活，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纯粹的精神
之美。

手工艺是一种用创意打扮人们生活的文化。中国
传统手工艺经由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获得穿越历
史的生命力，成为仍具活性与温度的文化符号。在书
中，伴随300余幅精美图片，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物件
在手艺人手中经历的一道道工序：削切、剪裁；熔铸、锤
炼；打磨、镶嵌；印染、装裱……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延
续着技艺，融会了巧思，凝结着愿望，拥有了灵魂。手
与技艺，如胶似漆。从一开始，从一而终，日复一日地
演绎着擅长。木版水印传承人北京荣宝斋的赵慧萍，
40 多年的从业经历中，最拿手的题材便是徐悲鸿的
马，是根据水墨渗透原理表现笔触墨韵的传统版画印
刷技艺。“咱们国画的特点是墨色完全渗透在纸的背
后，因为宣纸本身就是手工抄制的，国画的这种层次
感、立体感、颜色的深浅浓淡在纸上反映出来的效果，
是任何一种印刷都达不到的。”只有木版水印能达到中
国画水墨淋漓的艺术效果。无所力敌的精湛技术，让
我们不仅佩服老祖宗的聪明才智，更是感叹中华文化
的深厚。

中国传统手工艺是中华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
传统手工艺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种工艺，还有一颗匠
心。这种宝贵的精神内核，也是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
以及世俗名利裹挟之下所缺乏的人生判断与价值定
见。作者表示，通过传统手艺，可以让优秀的传统文化
薪火相传，让人们相信匠心能让人生变得纯粹而笃
定。山西上党女红传承人高艳青，坚持缝制布老虎，不
仅是为孩子们祈福，更是缘于一位重病在床的山西籍
台胞，看到布老虎病情得到好转。对于离开了家乡的
游子，一些手艺也许就成了那些心里无根的人最大的
寄托和念想。手制书传承人张晓栋，坦承自己做手制
书不仅是因为其稀缺，还“希望阅读可以慢下来、静下
来”，“希望生活的节奏可以慢一点儿，让我们多一些时
间驻足和回望”……从手艺人的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
看到中国传统手工艺是我国一切文化艺术的源头和根
基，更能体味到原来我们苦苦寻找的人生真谛，就在于
传统文化中。

哲学家罗素说过，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传统
手工艺带来的不仅是多彩的世界，还维系着国家和民
族几千年来沉淀的诗意与乡愁。而像勇士一样的“守
艺人”，用匠心守护的不仅是一种技艺，还有技艺传承
的中华文明。

用技艺传承文明

——读《中国守艺人一〇八匠》

□ 秦延安

传统手工艺带来的不仅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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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鱼水荷莲纹端砚

模特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荣昌夏布·张义超创意作品发布会”上展示时装作品。 陈建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