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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浏阳纯手工夏布唯一一对夫妻坚守者——

织女 + 织男，28 年岁月一      牵
这是织布工艺流程里一个需要精

心呵护的环节，丈夫正在紧张而忙碌
地给刚刚打理出来的苎麻线上浆，一
旁的妻子实在心疼辛苦而疲惫的丈
夫，就劝他稍加休息，先停下来吃点
东西。拗不过妻子，他只好匆匆忙忙
去厨房喝了一碗汤。然而，就是这“一
碗汤的工夫”，丈夫最害怕看到的结果
出现了：架上的苎麻线断了一大半！
他的情绪也跟着断裂的苎麻线一起崩
溃——手起刀落！斩断了所有的苎麻
线，“这辈子再也不做夏布了”……

7 月 2 日， 浏 阳 市 高 坪 镇 夏 布
工艺的坚守者谭智祥、刘明秀夫妇
跟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曾发生在他
们身边的故事。在这里，类似的故
事还有很多，工艺繁琐、收入微薄
……种种情况导致曾经年产值超过
2500 万元，出口日韩等国的浏阳夏
布主产地高坪镇如今只剩下了最后
的一对纯手工制作的坚守者——刘
明秀和她的丈夫。

从家家户户手工织布到“仅此一
家”，这不仅仅是浏阳夏布的命运，
我们此前报道过的绝大多数传统手工
艺几乎都与之殊途同归。然而，幸运
的是，这些手工艺都会遇上个别“固
执”的不计回报的坚守者，比如谭智
祥刘明秀夫妇。他们，当然是有故事
的人！

夏布，是以苎麻为原料编织而成的

麻布，因常用于夏季衣着，故俗称夏布。

夏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主

要产地在江西、湖南、重庆、四川等地。

而浏阳夏布以“织工精巧、质地特别细

腻称雄于世”。谭嗣同在《浏阳麻利述》

中说：“浏阳以麻布战天下之商务，未

尝遇敌。”

浏阳高坪镇，就是这种“天下无敌”

的夏布最集中的产地，几乎每家每户都

和夏布有渊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

里还有 80% 的村民织夏布，全镇每年

生产各类夏布就达 10万匹，出口周边

很多国家。

谭智祥家住高坪镇太坪村，今年53

岁，出生于夏布世家。他是第五代传人，

制作夏布的时间有整整 41年。他亲眼

见证了浏阳夏布的繁荣与衰落。“我们

附近四五个村都没有花炮厂，所以村里

的男孩都需要掌握一门手艺才能养家

糊口。比如做木工、瓦工，或者做布。”

谭智祥回忆说，那个时候做夏布最赚

钱，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收一

天麻最多赚 90 元，而当建筑工轻轻松

松有二三百元”。

谭智祥与刘明秀结

婚 是在

1990 年，一个“织男”，一个“织女”。

因为共同的志趣，28 年时间夫妻俩每

天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做手工夏布。

在刘明秀看来，夏布的衰落除了收

入低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艺流程

复杂，“夏布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采麻、

刮青、绩纱、整经、上浆、织布等 20

多道工序，完成一匹夏布要耗费 70 多

个人工工时”。

“其实制作夏布并不难，但特别需

要细心和耐心。”谭智祥以上浆为例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所谓上浆，就

是在苎麻线上刷上一层米浆，因为苎

麻线毛头多，易折断。米浆必须当天现

熬，而且要掌握好温度和湿度。上浆

的过程，要有高超纯熟的技巧才能保

证每一根纱线都被米浆包裹。

作为非遗传承人，谭智祥的耐心，

妻子刘明秀最清楚。刘明秀说，因为苎

麻线脆弱，所以每次都会断掉很多根，

需要手工一一接上。而上浆还需要很大

的力气，时刻需要挪动一个石墩子，多

年下来，谭智祥落下了腰疾。“最麻

烦的是，上浆过

程中，人一步也不能离开，更别提吃饭

了。”文章开头所述的故事里，那个挥

刀断线的男人就是因为不堪这个过程

的折磨而最终不再做夏布了。

不再做夏布的，还有村中的妇女。

刘明秀学做夏布的时候，身边曾有

许多一起做布的女同伴，大家说说笑

笑，很是快乐，“但现在她们几乎都去

花炮厂打工了，或者南下深圳”。

村中妇女少了，绩麻的人自然就少

了。所谓绩麻，就是手工将原麻分离成

发丝般粗细的纤维条，越细越好。绩

麻非常考验人的眼力和技巧，能干这

活儿的都是三四十岁的女子，但现在村

里只剩下六七十岁的老人，显然，仅这

一环节就无法维系了。

对于那些老人来说，绩麻曾是她

们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刘明

秀说，村里有一个奶奶临终前，意识

已经模糊，但手里依然做着绩麻的动

作，直到咽气。

酒香不怕巷子深，长年累月的坚持

以及对品质的追求，使得刘明秀两口子

的纯手工夏布成为“世界布料交易市场

上的金字招牌”，一度被日本博物馆收

藏。不仅如此，还吸引了学者和明星

前来学习。

6月24日，《新周刊》杂志社原社

长孙冕携新书《百心百匠》来到长沙当

当梅溪书店。在活动中，孙冕讲述了《百

心百匠》节目组为何要来到浏阳向谭智

祥夫妇学习手工夏布制作的缘由。

孙冕不仅熟悉夫妻俩的故事，还

了解到因为缺少年轻人的参与和工艺

上“软化”步骤的突破，现今夏布的发

展面临着很多困难。他说，很多外国

人都很重视夏布，而我们自己对夏布倾

注的目光却很少，“外国人在享受我们

祖先传下来的这份遗产，而我们却把

遗产不当一回事，这是让人心疼的事”。

此前的 2017 年，孙冕就带着女演

员柯蓝（《人民的名义》中陆亦可的扮

演者）以及“90 后”歌手齐羽嘉一起

来到浏阳拜师学艺。他们跟随谭智祥

夫妻俩一起上山采麻、绩纱，学习古

法上浆，自己动手纺线织布，完整地

学习了制作夏布的过程。然而，柯蓝

和齐羽嘉在上浆的时候突然遇上大雨，

他们试图抢救正在晾晒的麻线，但谭

智祥告诉他们：“这批丝线只能报废

了”，而此时，他们已经耗费了63 个工

时，经历了23 道工序的考验。

学习结束之后，柯蓝很有感触。她

说：“我常常觉得拍戏的现场就是我的

道场，到了浏阳，看到师傅师母两个人

的生活模式，体验了他们的工作，真正

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在修行……他们什

么都不管，一心一意就做这一件事情，

很伟大，很高贵。我相信越来越多的

人会认识并认可这种灵魂的高贵，而且

都会想办法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28 年，他们每天都做同一件事

高坪镇被称为“浏阳的后花园”，但

风景再美也比不上如万花筒一般绚丽多

姿的花花世界。谭智祥和刘明秀也不是没

有想过放下手头的夏布，跟其他人一样去

寻求另一种生活，但最后夫妻俩还是坚持

下来了。

“毕竟做这一行这么久了，已经有了感

情，我们习惯了自己安排自己，而且我们

还可以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刘明秀如

是解释自己的坚持。

常常听人说，“几十年如一日”，刘明

秀两口子便是如此。每天早上 5点钟，夫

妻俩便准时起来，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

一忙常常就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整经、上

浆、织布……这些日复一日的环节，转眼

就重复了28 年，小日子平淡而美好。

在城里人看来，夫妻俩的日子充满了

田园诗意：织布之余，家里养了四五十只

鸡和鸭，还种了两亩水稻，一亩蔬菜。屋

后还有半亩方塘，里面养着几十条鱼。刘

明秀今年 47岁，她说，即使接下来这些

年，这一带依然只有她和丈夫在做纯手工

夏布，她也要坚持到 60 岁，“然后就安心

养猪、养鸡、养鱼好了”。

刘明秀说 60 岁以后不再织布，并不

代表他们就彻底放弃了夏布这门手艺，因

为他们的孩子依然会把手艺传承下去。夫

妻俩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现在是一位医

生，小女儿还在读高中。每逢节假日，两

个女儿常常会回来帮忙。小女儿的理想就

是考一所和服装设计有关的院校，将来把

传统夏布手艺发扬光大。

“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就是希望她

们也可以传承下去。”刘明秀说。

上浆，这是最考验水平的一道工序。

织布，刘明秀坚持纯手工。

28年过去，“织男”和“织女”恩爱如初。

“希望我的孩子们会坚持下去”

“陆亦可”慕名前来当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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