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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蒲城土布纺织研究
*

———关于渭南地区乡村手工艺生产、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及文化民生问题的田野调查

赵 农

( 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系，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 本文利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借助相关学科知识，形成综合研究形态，深入挖掘分

析一个较为传统的区域社会的民间文化资源，考察民间生活形态，分析其中的民间生存状

态，明确传统手工技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清理鲜活的民间文化资源，拓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视野，形成深度的学术研究层次，对于相同区域的民间生活方式的探

讨，有着一定借鉴和启发意义。本文从关中地区的一个土布生产村庄的调研入手，论证时代

的发展必然影响传统手工艺的兴衰，应运而生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更新也就有着必然生存的

合理性。在当代中国，任何一种民间手工艺的技术应用和推广，都应该是以对社会民生的关

注以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切实改善与真实生存状态水平的提高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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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 2002 年起，笔者连续多年不断地到关中渭南

地区的乡镇进行调研，分别下乡到蒲城许家庄、贾曲

镇; 大荔朝邑镇、沙底村、九龙村; 华县柳枝镇、王宿

村; 韩城党家村、柳枝村、西庄镇; 合阳灵泉村、合阳

村、路井镇等乡村进行调研，了解当地的手工艺织布

的情况。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许多情况，也对现实

的乡村社会有一定的认识。
笔者在 2009 年申报的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

中心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项目《关

中蒲城土布纺织研究》，随即将目标确定在蒲城地

区，并以蒲城荆姚镇许家庄村以及周围村庄的土布生

产为典型，对其间的手工艺土布纺织的调查研究的调

查深入，发现许多问题不仅仅是土布生产问题，而且

是乡村手工艺生产与发展的矛盾，也由此带来了一系

列有关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文化民生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等问题的思考。
渭南地区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南部秦岭山脉与商

洛地区相接，北依黄龙、乔山与延安地区相连，东邻黄

河与山西省相望，东南与河南省接壤。是从东到西进

入陕西的大门。渭南地区的地形是南北高，中间低，

东西开阔，中部有断陷的阶梯状地堑构造。中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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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渭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灌溉方

便，是粮、棉、油料生产基地。南北地区的台原，土质

松厚肥沃，适宜垦耕，是关中重要的农业区。棉花是

渭南地区主要经济作物，集中于大荔、渭南、蒲城、富
平、合阳等县市。每年平均播种面积 150 万亩以上，

占陕西省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年提供商品棉 70 万

担以上，也占陕西收购总量的一半以上。此外像西

瓜、花生、红枣、黄花菜、烤烟等经济作物也非常发达，

构成了当地的特色农业。
从地方志上看，蒲城县北部丘陵，中部高塬，南部

平川，耕地 168 万亩，东临大荔、澄城; 西接富平，距古

都西安市 110 公里; 北依白水、铜川，全县 75 万人

( 2004 年) ，人口密度 431 人 /平方公里。地属暖温带

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3． 2 度，

无霜期 180 － 220 天，年平均降雨量 550 毫米。
蒲城县地貌单元界限分明，地域差异明显，适宜

农、林、农副土特产品的发展。在“八五”期间已建立

了小麦、棉花、玉米、油菜、苹果、酥梨、牛、羊、鸡等十

大农牧业商品基地，素有“陕西粮仓”之称，农业综合

开发的潜力很大。
我最初对蒲城荆姚镇许家庄村手工艺土布纺织

的调查研究的起因，是因为调查土布的生产而专访许

家庄。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对许家庄作为一个民俗

文化现象的个案，产生了新的认识，以至超越了对传

统手工艺的土布生产本身，当然土布的手工艺生产意

义也包含在其中。
最初我从西安乘长途班车去寻访蒲城一个名叫

“许家庄”的村庄生产土布的情况。长途汽车经过了

2 个多小时的颠簸，在一个空旷的路口停顿时，我下

了车，左顾右盼地看到了一家小店，打听后得知许家

庄离此还有 10 余公里。终于拦了一辆在乡间小路上

奔跑的出租车，司机也不甚熟悉，于是一边询问一边

前行，不巧在一个名叫“贾曲”的小镇上抛锚。后来

我得知贾曲是离许家庄最近的一个镇子，但是还有 5
公里多的距离。

贾曲的集市上有不少卖布的商贩，我走近询问，

商贩对许家庄的土布生产不了解。商贩是外地的商

贩，一般是流动作业，逢集叫卖，却生意萧条。而布摊

上的花花绿绿的布匹，却是从西安文艺路的布匹市场

批发来的。问及原因，商贩说农民喜欢城市，也喜欢

城里人的东西，花花绿绿的细“洋”布，又柔又软，又

结实不腿色，当时感觉社会民众对土布的认识有着较

大的差距。司机驾着继续在乡间的道路上斜斜歪歪

地行驶着，道路上铺晒着早割的大麦秸杆，金黄灿灿

的麦秸将道路变得软茸茸的，汽车轮子在上面滑过，

不停地发出清脆的沙沙响声。
终于到了许家庄，已经接近中午。司机善意征询

我的意见，以为此地太过偏远，返程不便，他可以等我

一会。但是，当我走进许家庄的土布作坊，与办公室

人员交谈了数语后，立即出去让司机先走，因为在这

里，我发现了一些值得手工艺研究人员重视的问题。
许家庄在蒲城县西南一个距县城 20 公里的地

方，当时隶属甜水井乡。后来问起地名的来由时，村

人们苦笑地说，甜水井亦称泉水井，在古时这里曾是

湖底，于是地下便是苦碱水，人畜无法饮用。甜水井

便是一种心里的祈求。
在 1993 年出版的《蒲城县志》上，记载该地区属

于地质土壤中的“盐化粘质潮土”、“卤泊滩”，由于

“该土壤由于地下水位高，在 1． 5 米以内，有夜潮现

象，不怕旱，但质地粘重，通透性差，耕作困难，土温

低，捉苗困难，发老苗不发小苗，因受盐化影响，作物

有程度不等的缺苗现象”。而在一幅清朝光绪三十

一年绘制的《〈蒲城县新志〉的县境全图》中，看到甜

水井乡地区有“卤泊滩”的字样。
但是在许家庄呆了片刻，就感到了另外一种惊

奇，因为在这个关中平原腹地的村庄中，我正在用关

中方言与村人们访谈时，发现他们之间却用一种河南

山东混合的方言流畅地在叙述着其他事物。而且他

们的语音转换非常自然，无论是男人或女人，长者或

幼者，与我交谈时却是非常地道关中方言，与关中其

他的村庄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语境的转换，使我恍惚

身置于两个不同的区域。而随着我对土布生产的深

入调查，其疑惑也随之得以解释。
大约在晚清的时候，从山东莱芜因逃难而迁徙来

了一户许姓的人家。在漫漫的长途跋涉中，发现了这

片荒芜的土地。为首的正好叫“许青槐”，当地也有

一片槐树，槐花飘香，清风阵阵。于是，最初的许家庄

又称“青槐庄”。于是，随后从河南濮阳等地陆续迁

移了许多户人家。这种迁移是与 20 世纪许多回合的

灾难相伴随，不断地有山东河南等地的人们，逃难到

这里定居，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从经济水平上看，这个村庄在 1995 年之前，一直

是非常贫困的地方，长期依赖政府的救济款度过难

关。但是，这 个 村 子 却 有 着 一 个 传 统 的 手 工 艺 习

惯———手工织布。当初许姓人家从山东迁徙时，就带

来了山东的土布织法。因此，许家庄的土布纺织是世

代相传，以至村中的上了年纪的男人都会织布，常常

是男纺女织。

二

土布纺织在关中农村，以及中国北方的大部分产

棉花的地区，都有广泛的技术应用。“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 《木兰诗》) ，自古以来北方地区的土布

纺织技艺，往往是农家生活的一种有效补充的经济方

式。许家庄土布最初是山东河南一带的土布织法，与

关中当地的土布织法的综合，并不断辐射到邻村，形

成了一种链性的影响。而周围村子在节假日中的走

亲访友中，为织布技术的交流和提高，提供了便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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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而这种因织布带来的乡村民间文化交流，不但

强化了手工艺技术，而且，对于经济意识的拓展，也有

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许家庄在过去许多艰难的日子里，织布

仍然是他们的一种补充生活必需品的微薄收入的重

要来源。缘于不断有从各地迁徙而来的村民，强化着

许家庄村民坚韧的心理素质。因而，许家庄村风民

俗，就有别于周围世世代代定居于此的传统农民。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家庄的媳妇辈，几乎都是从周

围的村庄嫁过来的，而原先的娘家几乎又都是关中的

传统农户，因此，从语音上和生活习惯上都曾是地道

的关中习俗。但是，嫁到了许家庄，首先是要学会山

东河南的方言，才能进入日常生活的规范之中，等到

“十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婆”，几乎就自然地转化成别

处地域的生活方式。也算作是一种“生活在别处”。
许家庄现有人口 1400 余人，分为 300 余户农家。

目前进入土布生产的有 300 户以上。只有少数几家

农户因劳动力的问题，无法加入生产行列。如此众多

的庄户人家进行规模化的生产，这在关中地区并不多

见。在 1981 年农村联产承包之前，许多家庭实际上

是在悄悄地织，偷偷地卖，换得一点可怜的油盐钱，还

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断地割。1981 年之后，零

散地织，零散地卖，还难以解决温饱问题。虽说日子

一年比一年强，仍然是严重的贫困村，每回救济款发

放时，有的村民一出村委会的大门，就还了借债，两手

仍然空空。
于是，许家庄的人们抓住西部经济改革的机遇，

2000 年 2 月成立了“三秦农妇织绣工艺品协作会”，

注册了“农妇”牌商标。2004 年改名为“农妇土布专

业合作社”，利用扶贫专款，扩大购置了织布机和其

他生产器具，采取“公司 + 农户”的运作方式，因地制

宜地将商品经济规律与农户生产的愿望结合起来。
协作会将织布机和纱线发放到农户手中，再派技术人

员进行指导调配色线，规范图案和花色设计。最终检

验布匹的质量，再收回成布。而协作会利用固定的手

工艺作坊，进行布匹的脱浆、捶布、整理，再按照市场

的销售需要，进行缝合，生产出全棉手工色织彩格花

布，可制作成衬衣、床单、床罩、被套、枕套、沙发巾、桌
布等等产品。2002 年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 200 万平

方米以上。2009 年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 400 万平方

米左右，这是因为许家庄的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由

此带来了周围村庄的连带生产规模效益。周边的东

兴、钟家、朱雷、常家四个村子的许多农户也加入织布

行列，成为许家庄的合作社员。因此，共同致富亦不

仅仅是一句口号。
关中平原本是一个重要产棉区，在一个农家妇女

的劳作中，纺线织布是一年秋后农闲时期的主要任

务。从前土布的纺织方法在北方农家是一种普遍简

易的劳作。传统的手工艺纺织是从吱吱哑哑的纺线

开始的。木制的纺车均匀地转呀，陶制的纺轮螺旋般

缠呀，于是，一缕缕的棉花变成了一根根细线，开始了

漫长的织布技艺的过程。一个农家的妇女往往要从

十四五岁开始学习织布，首先是纺线，在母女相授、婆
媳相传、姑嫂相助中，开始了人生绵绵的劳作，成为了

一种命运的循环。而乡村封闭的生存环境，对于一个

农妇的心态造成压抑，亦会在长期的劳作中，失去性

格的弹性。若是出现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生活的意

义会变成了无助的苦楚。因此个体的劳作，对于传统

手工艺的保存和推进，亦会有许多经济因素的障碍，

特别是像传统的织布技术要有纺线、绞纱、煮染、浆

线、筒线、经线、缠线、织布、脱浆、捶布、缝合等等许多

道工序，对于一个家庭式的作坊，必然有着技术和资

金的困难。因而许多工艺实际是在流失湮灭，而织布

的技艺也无法改进，质量和数量都会受到明显地限

制。
现在许家庄土布生产的规模扩大了，并改变了纺

织的程序，即重点在于织布，使织布成为了最重要的

环节。农妇们不断地在织布上下工夫，以自己的巧手

织出七彩的生活。我在合作社人员的陪同下，多次走

访了许家庄的织户，织布机成为了家庭的最显著的陈

设。而农妇的织布技术和劳动意识，亦与以前单纯的

家庭手工纺织有着较大的区别。
从室外晾晒的成布和机上的色线来看，也与关中

平原的其他村子的布匹成色有着明显的不同。不再

是黑、蓝、白、红的简单色调，而是经线和纬线的色彩

变化，有时多达十二三种色线，因而，构成了传统手工

土布花色的突破和图案的变化。
每天早上，农妇们先去合作社领线，带回家中直

接筒线、经线、缠线，就进入了上机织布的过程。而织

布技术的不断提高，使布匹出现了提花、斜纹等不同

的织法，成布有平整光滑，色泽艳丽，质地厚实，手感

舒适的效果。成布交还合作社后，由协作会的工人统

一用洗衣机搅拌脱浆漂洗，晾晒捶布。而捶布过程是

两人协力，用石碾碾动完成，这种碾布的方法代替了

过去用棒棰击布的操作方式，不但提高了工效，也使

布匹更平整挺括。缝合是合作社专人用缝纫机缝合，

从而完成了土布生产的成品环节。于是有的农户亦

积极研制了一些小型器具，以提高织布的工作效率。
如将废弃的自行车圈轮改造成为缠线的器具。这种

对生产器具改进的现象，亦是农户的手工业技术改造

的一种自觉。因此在许家庄，还有 80 余岁的老婆婆

仍然乐此不疲，织布不缀。
土布纺织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点，土布的

舒适、亲和，也许更符合环境保护的绿色健康要求。
土布纺织的透气性能良好，尤其是贴身使用时，具有

吸汗透气的功能，在家常日居生活中，使人体产生温

热效应，增加人体的微循环血流，有效地调节神经系

统，疏通经络，改善睡眠质量。于是，土布纺织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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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暖夏凉的绿色生态纺织品。

三

让·雅克·卢梭( 1712 － 1778) 《爱弥尔》中有一

段关于手工艺的议论，经常被人们引用: “在人类所

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

职业是手工劳动; 在所有一切有身份的人当中，最不

受命运和他人的影响的，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所依

靠的是他的手艺; 他是自由的，( 他所享受的自由恰

好同农民遭受的奴役形成对照，因为后者束缚于他的

土地，而土地的产物完全凭他人的支配。敌人、贵族，

有势力的邻居或一场官司，都可以夺去他的土地; 人

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利用他的土地去折磨他; 然

而，不论在什么地方，谁要是想折磨手工业者的话，他

马上就捆起行李走掉了。) ”这段话完整的说出手工

业者所依赖的是自由，他所享受的自由恰与农民遭受

奴役成正比，一般的农民作为地主劳动的奴役行为，

因为后者是束缚于他的土地，正是由于依附土地，其

产物就完全是依赖他人的劳动，如果出现敌人、强盗

之类的贵族或者其它邻居恶霸，它可以通过一种官

司，夺取一个农民的土地，甚至人们可以利用各种各

样的方法折磨他。但是谁要是折磨手工业者，他就马

上可以卷起行李走人，但后面还有一句话是对农民的

认识，“可是农业是人类所从事的历史最悠久的职

业，它是最诚实，最有益人，因而也就是人类所能从事

的最高尚的职业”。这段话也是卢梭在《爱弥尔》这

本书里的一段重要议论。
的确，如今许家庄的农妇能够把织布当作了创

造，把劳动变成了美。对许家庄土布生产的调查访

问，带来了诸多对传统手工艺发展的思考。究其根

本，手工艺织布本是农户改善生活的必要手段。因

此，工艺技术的纯粹性对于农户的技术提高，首先是

因为合理而适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目的在于经济收

益。土法纺线、染线、浆线的工艺虽然可以保留传统

文明的纯粹性，却不便于农户的现实生计。并不是农

户故意放弃土法染线的操作方式，而是土法染线的技

术的确无法与工业化印染厂的染线技术竞争比较。
而许家庄的农户在规模化生产的现状下，也绝对无法

放弃去国营纺织厂购买纱线，再由印染厂加工染线的

协作方式。
土法纺线、染线、浆线在过去个体的农家织布中，

往往是单一使用和交易的过程。因而，规模小，成本

低，体现不出土法织布的优势。手工纺线的速度缓

慢，在现在乡村生活节奏中，亦会显得脱节。而一个

妇女的日常劳动中，仅仅以手工纺线，的确难以提高

和供应规模化的织布生产。土法纺线对棉线的质量

也无法根本保证，对于成布的质地有一定的影响，必

然有着布料粗糙，手感不适的缺点。而土法纺线的第

二个难点是染线。染线的染，在一般人家的漂染技术

中，往往会对染色的知识估计不足，导致染线技术的

不易掌握，导致成布之后出现腿色的不良结果。成为

商品的布匹无法在正常流通环节中良好运行，这种伤

农误工的事件是应该予以避免的。现在的情况是，许

家庄的合作社到纺纱厂统一购买棉纱，避免了农户单

一的经济投资风险，并在早期成本投入中减少压力，

再在专门的印染厂加工染纱，尽可能使颜色丰富，突

破了过去由于单一染色技术，而限制了布匹的花色品

质。如今合作社为农妇们提供了诸多的质量稳定的

色线，从而激发出农妇们的织布热情，也保障了固定

的经济收入。任何一种手工艺的技术应用和推广，都

是以对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前提。
手工艺技术往往是在自发的探索发展中，逐渐进

入了秩序化的流通。而新生的手工艺技术必将是对

传统的对接，现实生活的经验必须做到扬长避短才能

自力更生。时代的进步必然影响着传统手工艺的发

展，应运而生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更新也就有着必然生

存的合理性。作为民俗学的意义，一个在关中平原上

能够坚持以鲁豫语音和乡俗生存，竟然在近百余年而

不湮灭的村庄，必然包含着许多奇异的故事演义。而

许家庄迁徙流动的村落组合性质，也就没有一般关中

村庄的宗族势力，对外来人排斥的心态。
事实上，百余年来，许家庄收留了许多从更贫困

地带迁徙而来的人们，这种开放性的心态必然是建立

在韧性的生活意志中。目前许家庄有 44 户农家还参

与“国际交流儿童计划项目”，即 FC 家庭。这是欧洲

一些国家的友好人士发起的救援活动，意在援助二战

时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家庭。而许家庄的许多人家正

是在抗日战争中从山东河南一带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而沿陇海铁路线西行，进入关中平原，然后繁衍积聚

成为一个特殊的村落。
土地的贫瘠和水源的匮乏，使许家庄在过去的岁

月里试图种过果树，不但无法致富，甚至连温饱问题

也无法解决。而土法织布技术的振兴，却提高了许家

庄人的生活质量。一个农家妇女每天在家工作 7 － 8
小时，可以织出 50 厘宽幅的花布 7 － 8 米，收入 10 －
12 元。最好的农户一年收入可以达到 5000 元左右。
其产品在湖南、安徽、北京等地销售，西安和渭南设有

固定的销售商店。周围的村子亦常常以许家庄生产

的床单，作为嫁娶的礼仪和实用。
这种许家庄面貌的显著改变，完全得力于“农妇

土布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的现实性。居家上班

成为许家庄农妇的日常工作，由此带来的是婆媳关

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的和睦互助，农妇在交流探讨

织布技术的过程中，完成了乡村人事的社会机制磨

合，促进了手工艺织布技术的提高。访问结束时，我

建议许家庄的人们可以在将来日子更好的时候，恢复

和研制土法纺线和染线的工艺，提高土布的纯粹性，

并将拓展绿色农庄的旅游项目，以提高许家庄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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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品质，农户们含笑应允。
这时我也发现，当初我寻访许家庄时，七拐八绕，

问道于野，而许家庄恰恰就在西安至韩城的铁路线上

的“钟家车站”临近，其间不到 2 公里。加上近年修

建的“西禹高速公路”在蒲城荆姚有一个出口，离许

家庄仅仅 8 公里，这的确是许家庄在以后的经济发展

过程中，一个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任何一种手工艺

的技术应用和推广，都是以对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前

提。手工艺技术往往是在自发的探索发展中，逐渐进

入了秩序化的流通。而新生的手工艺技术必将是对

传统的对接，现实生活的经验必须做到扬长避短才能

自力更生。

四

“关中自古帝王都”，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八百

里秦川，为古代中华民族重要的聚生繁衍之地。其间

的纺织、皮毛、服饰、染料、石刻、玉雕、造纸、竹器、草
编、陶瓷器、年画等在明清时期有着良好的信誉。明

清时期关中地区也形成了一支支颇具实力的商帮，俗

称“陕商”，与“晋商”互为帮衬。不同的是“陕商”西

走甘肃、新疆，南下江浙、湖广。收购西北的皮毛、药
材，运往南方; 然后，再从长江流域贩回丝绸、茶叶，促

进了东南与西北的经济交流，也使关中地区手工艺的

发展有着良好的背景。但是，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连

续不断的战乱、灾荒，以及解放后相当长时间政治运

动对民间经济生活的限制，对关中地区的物质生活水

平，有着连续的根本的破坏。
中国民间手工艺本身包含着一种深度文化艺术

思想，作为民生的基本经济手段，曾是民众“衣食住

行用”的顺理，这种生生不息的技术传递，在日常生

活中聚集着从生存到生活的韧性理念。因此，手工艺

的存在方式伴随着自身环境的成长，与区域性的文化

形态息息相关，也就不仅仅是一件件个案，而是带有

普遍性的状态。考察手工艺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印象

就是目前手工艺人的年龄问题。手工艺是一项技术

性很强的劳作，必须从青少年时期打下良好的技艺基

础，否则，无法达到其手工艺行业的规范水准。俗话

有“人过三十不学艺”之说，是指人的年龄偏大对知

识积累和记忆的迟缓。因此，在乡村手工艺技术的考

察中，手工艺人的年龄与手工艺现状的矛盾就凸现出

来。如果是 80 岁左右的老艺人，其生活大约在 1930
－ 2010 年期间，青年、中年大部分的生活是在战乱和

动乱中度过的，直至 1980 年之后，人届“知天命”之

年，早期的技艺积累历经光阴的磨砺而没有丢失的

话，其手艺的提升会有着相当大的难度。而如果是

60—70 岁的老艺人，大约生活在 1950 ( 1940) － 2010
年期间，实际上早期的技艺积累也因时代的限制会非

常贫乏。1980 年之后，人届“而立”与“不惑”期间，

其手工艺技术的延续和继承也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手工艺是人的手工艺，有了什么样的艺人，才能

有什么样的手工艺技术。其实，如果说近年民间手工

艺有过一段短期“振兴”的话，也就是在 1985 年左

右，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改革，一部分闲散的劳动力

重新投入到手工艺劳作的行列之中，家庭式的手工业

作坊勃然兴起。许多当时的青年( 20 岁左右) ，拜师

求艺，心追手摹，以期通过手工艺劳作完成个人的价

值。事实上，经过了近 20 年的操作，目前的技艺也仅

仅是恢复阶段。即对传统技艺的认识中，初步达到了

一种技术要求状态。技艺精湛、出神入化的老艺人要

么已经去世，要么还没有成熟起来。
因此，我对手工艺人有着一个思考的定义: ( 1 )

长期从事一种手工艺职业劳动的人，一般专业工作经

历在 15 年以上时间; ( 2 ) 手工艺劳动的过程不受气

温、季节、环境的影响; ( 3) 手工艺产品有稳定的市场

出售，并能够提供一定的生活收入和保证; ( 4 ) 手工

艺生产有较高的技术性和独特性; ( 5) 手工艺人在本

职业中有较高的权威性。首先，手工艺要有一个稳定

的传承积累的时间，急学先用的短视是对手工艺的毁

灭。手工艺的技术传承是一代人传一代人的责任，而

不是简单地垄断为个人的私业。技术为天下公器，只

有不愿学习的学生，没有不愿教授的师傅。其次，手

工艺劳动不是季节性的时续时断的劳作，并能够有稳

定的收入保障其生活水平。民间艺术过去多是作为

民间美术范畴加以探讨，多是审美意义的论述，而忽

略了民生存在的基本技术需求。事实上，许多民间艺

术家经过了许多年的创造，大多数还停留在贫困阶

段。这在关中及陕北地区可以看到诸多的事例。
手工艺的行业行为是一种严格的底层社会的规

范，手工艺在现代社会的不断消亡，除了使手工业艺

人加深痛苦的经历之外，也导致了社会化专业技能的

破坏，使社会行业的分工和信誉遭到破坏，虽然这种

行为不能由手工艺本身负责。
近年来我利用田野访问的方式，在关中乡村考察

了大量的民间手工艺现状，分析民间手工艺的生态，

如蒲城土布、华县皮影、澄城陶器、蓝田玉雕、凤翔年

画、凤翔泥塑、凤翔草编、耀县瓷器、富平造纸等手工

艺技术，探讨民间手工艺在西部开发中可开发利用的

价值和前景。通过民间手工艺劳作形态的角度，进行

技术的调研分析，试图转化利用民间文化的丰富资

源。在文化与行为，社会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群体与

个人等手工艺关系的梳理中，重新认识民间手工艺文

化的价值体系。
随着土织布在国内外市场的日益走俏，关中乡村

参与土织布生产的农妇越来越多。如关中地区的礼

泉、武功、乾县、兴平、大荔等县市土织布生产发展迅

猛。据有关报道，已经有以上 6 个县市的 49 个乡镇、
221 个村的土织布生产初具规模，号召并吸纳了近 5
万多名妇女参与，这种对于农村妇女生活现状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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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许多乡村妇女实现了足不出

户就可以赚钱，能够就地零距离就业，真正提高现实

农村的经济生活水平。

五

民间手工艺的研究，是以民生的本质需求为出发

点，关注乡村文化的建设，提高手艺人的生存质量，不

能停留在一般理论上的阐释。不能站在岸上教练民

间艺术家游泳，而最终仅仅使自己变成了欣赏者。这

也是民间手工艺研究与以往民间美术研究的最根本

区别。因此，不是简单地去规范和要求，而是为民间

手艺人提出一种能够真实的积极生活方式的思路。
对于大多数手艺人来说，只有到了富裕生活阶

段，才能有真正意义的手工艺提高和创新。传统手工

艺在当代社会的兴衰，有其文化背景转化的复杂性，

手工艺操作者常常是被动地接受，无法从大的格局中

思索自身技术的优劣。因而存在状态多是适者生存、
物竞天择的进化阶段，无法有道德和知识的深察。因

此，不能因为研究者的文化需要，而强求手工艺人回

归到一种原生状态的生产水平，如许多民俗村的作

法，将许多民间手工艺保留到观赏的位置上，必然无

法获得鲜活的民生资源。
渭北有一座“活化石”式的民俗村，由于缺少长

远规划和运作，依靠阴晴不定的旅游业维持，许多村

民已长期放弃了自然的耕作，成为游览环节中示范的

道具，更无法退回成为原先耕作的农民。这种民俗村

或民俗博物馆的做法，仅仅是短视的观赏心态，无法

从根本上改变急功近利的需求，导致参观者猎奇欲望

的膨胀，而且将一种或多种有价值的文化艺术生态资

源浪费毁灭，并难以持续性地推动手工艺技术的发

展。不能总让民间手艺人停留在一种原始的质朴的

社会生活水平中，成为一种仅仅是被时代回顾的“活

化石”。应该尊重民间艺人的生存选择，使其进入到

现代社会之中，满足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精神向

往。即使是其抛弃了淳朴的窑洞、自然的茅草棚，而

是去选择城镇化的单调的单元楼房。民间文化的现

代化，往往不能直接跨越到一种理想的人文境界，这

种蜕变肯定要损失一种原始的质朴的生产状态，甚至

要在材料上有较大的改进。
时代的进步必然影响着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应运

而生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更新，也就有着必然生存的合

理性。以往的民艺学往往是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调研

和保护，缺乏使其生产技术提高和开发的深度。而民

间手工艺研究探索的目的是推动传统手工艺与现代

社会的结合，并获得现代社会对手工艺的重新定位和

选择。最终使乡村手工艺化的过程，也是乡村城镇化

和生活现代化的过程。手工艺的存在和延续是人类

的传统文明结晶。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手工艺技术仍

然有着积极的价值，却面临着一些手工艺技术舍弃的

楚痛。我在近年华县皮影访问中，发现目前在皮影制

作中对原手工制作牛皮材料的取舍，就是一个明显的

问题。由于旅游市场的开拓，许多皮影作品不再是传

统演出的单一用途，而成为了一种收藏和居室装饰的

功能，这种以商业旅游引发的手工艺品，迅速转型为

商品，带来的是对手工艺制作环节的压缩，特别是对

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省略。传统皮影雕刻最初是以牛

皮加工为开端，称为“净皮”。但是现在的皮革加工

厂的机制牛皮，可以迅速地大量地提供作为旅游品意

义的皮影原材料，这样，就与原先的手工艺过程有了

很大的区别，其材料性能也有了根本的改变。“净

皮”的材料制作过程省略，必然会带来手工艺过程的

省略，即减少手工艺的程序，也就会减少成本。这不

仅仅是职业道德的问题，而是商业化社会秩序的选

择。
这种现象的延伸，还可以看到制作技术从手工艺

到机械化的转变，在调查蒲城许家庄生产手工艺土布

的基本情况时发现，个体的劳作，对于传统手工艺的

保存和推进，亦会有许多经济因素的障碍，特别是像

传统的织布技术要有纺线、绞纱、煮染、浆线、筒线、经
线、缠线、织布、脱浆、捶布、缝合等等许多道工序，对

于一个家庭式的作坊，必然有着技术和资金的困难。
因而许多手工艺实际是在流失中湮灭，而织布的技艺

也无法改进，质量和数量都会受到明显的限制。如土

法纺线、染线、浆线的手工艺虽然可以保留传统文明

的纯粹性，却不便于农户的现实生计，并不是农户故

意放弃土法染线的操作方式，而是土法染线的技术，

的确无法与工业化印染厂的染线技术去竞争比较。
在调查中发现了乡村通过成立手工艺协作会的

组织结构，促进了手工艺织布技术的提高。这种合作

机制的产生，是当前农村手工艺生产的一条有特殊意

义的实践道路。它不仅仅改变了生产操作方式，而

且，加强了农民的“合作”意识，增加民众的凝聚力，

顺利地进入到现代契约社会的流通之中。其行业信

誉的建立，是通过手工艺生产者与协作会的合作完

成，正如同与代理公司的合作，这些个人与团体的合

作方式，都是建立在一种契约合同的基础之上，而协

作会( 公司) 所具有法人代表性质，延伸了个人手工

业生产的商业性质。手工艺生产者与法人代表、或者

法人代表的委托者签定的合约，也就具有一种明确的

责任关系。这种因法律手段保障，使人与人之间产生

的新型关系所建立的信任，比较以前仅仅依赖血缘、
家族、邻里关系的和睦来增加社会协调性，更具有现

代社会形态意义。尤其是在双方利益的分配上，合同

所产生的制约性就显示出来。这种因手工艺技术生

产而带来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才是手工艺生产的

生机勃勃现象。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作者在论述中国现实

农村问题时，深刻地感受到农民“合作”的困难，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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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走向现代化社会的障碍。事实上，农民根本无法

从传统的小农耕作生产水平中，认识“合作”的重要

性，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在生产技术的提高中

改变生存的意识，从而对契约合作的需求产生强烈主

观意愿。在对关中地区的乡村土布研究中，发现了手

工艺生产中的演变，使村民合作协同的观念得以根本

变化，这也是由于实际生产劳动中促进的一种社会现

实转型的故事。
旅游业吸引着民间手工艺，也必然会导致民间手

工艺的流向发生变化。如剪纸，许多不再是贴在自家

窗户上的观赏，而是通过旅游业的流通环节，贴到了

别人的家里; 许多不再是婆媳们坐在炕头上的交流，

而是艺术博览会上的表演。手工艺商品化的巨大影

响，对于民间手工艺的发展既是被动的，也是积极的。
民间手工艺人由于长期生存于一种封闭的地理

环境，决定了文化思想意识的局限。只有积极地相互

地交流，才能共同提高手工艺的技能，拓展其手工艺

的理念。新的商品意识的产生，也是通过一定的经济

利益来凝聚人们的感情。俗话说，“货买堆山”，只有

大量的堆积如山的货物，才能产生手工业人和手工艺

品的信誉，也自然会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才能将

手工艺品的生产提高到著名的品牌地位。单户的少

数的生产水平是无法抵御商业市场的波动，也难以将

手工艺制作技术推向新的高度。如大片的繁茂的森

林可以抗争沙尘，独木只好任凭狂风的肆虐。
对关中地区民间手工艺的研究，实际上是探讨

“手艺中国”的长期话题。民间手工艺及手工业从 20
世纪 50 年 代 起，就 处 在 不 断 的 演 变 和 改 造 之 中。
“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

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

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

些。”( 毛泽东语) 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还有着

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而且还应该搞得更好一些。

六

在蒲城荆姚镇许家庄村的手工艺土布纺织的调

查研究中，还进一步认识到民间手工艺的权利保护问

题，尤其是对民间艺人的智能化认识。呼吁国内尽快

建立法律，以加强民间艺术的原创与延续问题研究。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

产呼吁书》:“民间文化遗产不同于经史子集、皇家经

典、宗教精华、文物精粹等中国文化的极致和阳春白

雪，它存在于大片的民居和人们生活起居中，是生活

的文化、百姓的文化、俗世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在

各个民族、地域、乡村和城市中，是一方水土独特的产

物，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根基和底层，是原生态的文

化，是民族个性特征与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是对人

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民间生活文化及其遗存，有

有形的物质遗产，如民居、造景、雕塑、碑刻、设施、工
具、器械、器皿、服饰、玩具、美术品等; 也有无形的、口
头的、非物质的遗产，如口承文学、历史传说、环境知

识、生产技术、消费习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节日庆

典、组织制度、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 其内

容丰富，包罗万象。它们是过往生活的凭证，有着历

史、地理、民俗、宗教、人文、社会、心理、经济、政治等

广泛而具体的内涵和价值，是国情、民情的重要组成，

也是有独特载体的民众的文化。①

我近年在从事民间手工艺问题的研究，因此产生

了民间手工艺的相关思考。按照相关定义: 手工艺品

( Artisanal Products) 指的是由艺人们完全通过手工或

者借助手工工具甚至机械装置做成的产品，但艺人们

完全通过手工操作必须构成对最终做成的产品的实

质性贡献。除此之外，对于这种产品的数量、使用的

来自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原材料等没有限制。手工艺

品的特殊品质来源于其独到的特色。它们可能同时

具备实用性、审美性、艺术性、独创性、文化品味性、装
饰性、功能性、传统性，以及宗教与社会标志性。由此

可见，手工艺品其实都属于“有形表达”，是有形表达

中那些由艺人的手工操作在其创制过程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的产品。
民间手工艺是民间文化知识的结果，其中有一部

分民间艺术的内容。可以与民间美术并列。它不仅

仅是审美意义的产物，还包含着生态劳作的结果，会

直接影响着民生经济生活的水平。
因此，民间艺术对主流文化的补充，是老百姓的

智慧结晶。而且是老百姓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光

景下的产物。有着自发性的创造过程。所谓的原生

态，实际上是过去岁月的富裕时期的光景所遗留下的

物质生活印证。民间艺术主要是乡村文化中的问题。
研究乡间民间艺术的发展，也是推行乡村城市化的过

程。费孝通先生说过:“我们不能把古镇当作一件古

董来保管。古镇有居民，他们有权利争取现代化生

活”( 《江村故事》) 。民间艺术的基础是民间艺人，他

们有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权利，也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保

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 1982

年制定了《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

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
1982 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曾经成立“原

住民族工作小组”，并在 1993 年通过了《世界原住民

权利宣言草案》。特别就有关原住民之文化与智能

财产权方面规定:“原住民对于其文化方面的传统与

习俗之运用及重生应享有权利。此一权利包括对于

其过去、现在及未来于文化上的表现，例如考古及历

史遗迹、史前文物、设计、祭仪、技术、视觉及表演方面

的艺术及文学等，予以维护、保护及发展之权利，以及

对于未经其自由意志下之同意，或违反其法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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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习俗之情形下，被攫取的文化、智能、宗教或精神上

的财产，予以取回之权利。”②“原住民对于其文化与

智能财产权之所有权、控制与保护，应被完全被认可。
其应有权采取特别的措施，以控制、发展及保护在科

学、技术及文化方面的表现，包括人类或其他遗传资

源、种子、医药、动植物方面之知识、口语传说、文学、
设计、视觉及表演艺术。”③该项宣言草案目前尚未通

过，但是，提供了讨论的内容。“如获通过，各国必须

立法落实宣言中的各项规定。”④

缘于我长期在关中地区进行民间手工艺调研的

基础上的思考。而民间艺术的边缘有时很清晰，有时

就非常模糊。对民间艺术生态的滥伐滥砍的恶果，已

经暴露无遗，如同人类对原始森林的砍伐，使居住生

态的恶化问题十分严重。需要加以保护，以防止流

失。民间艺人的权益必须由法律界、知识界重视，而

不是由下而上的反馈。法律的正义有一个关联的问

题就是对弱势人群的保护。
民间艺术的法律界定问题，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保

护，而不是削弱民间艺人的权益。鼓励民间艺术的健

康发展，与国际共同遵守的法规相协调统一。中国的

民间艺术资源丰富，各地有着行政部门、民间艺人的

多重利益，如何保护民间艺人的权益，以促使其健康

发展，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同时，作为民间艺人的责任也应该有所界定。否

则民间艺术的模糊性将导致现代法律的缺席，使现有

法律被动，不利于民间艺术的真正保护。
《著作权法》对主流文化知识保护，而无法对民

间文化知识保护，就在于民间文化知识的被动性、模
糊性。而且，民间艺人还被认为技术的失却。民间艺

术往往属于传统知识“公共领域”的成果，因为，随着

经济社会的进步，大量的民间艺术资源在转化成商业

效益过程中，会带来一定的生产效益。如果不加以保

护，一般人在采用时会利用民间艺术具有“公共领

域”的概念，无偿使用。但是民间艺术作品却有一定

的作者。成为了这个作者之后的作品，就产生了著作

权的意义。
世世代代生活在乡土中国的民间艺人无法认定

自己创造的“民间艺术”有法律的保护，对于中华民

族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民间艺术土壤，需要有多

方面的保护措施。地方政府有责任，地方政府有义

务，扶植民间艺术。而研究民间艺术的人员也有责

任，为民间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可行的思路。
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在今天，中国的

许多穷乡僻壤的地方，田野的手工劳动也在迅速消

失，机器的响声终归代替犁地的声音，甚至包括我们

传统的消失，大规模的种地已经很少了，由于种子、化
肥、农具、管理等方面所花费的成本太高，种地已经无

法维持生活开支，于是许多青年选择了进城打工; 许

多古老的村庄，已经变成了旅游点; 许多风景优美的

地方，也办成了度假村。
从《关中蒲城土布纺织研究》中，引发了我对蒲

城土布生产以及关中地区手工艺研究所带来的相关

问题，深刻认识到民间手工艺是民间文化知识的结

果，它不仅仅是审美意义的产物，还包含着生态劳作

的结果，会直接影响着民生经济生活的水平，以及带

来的民间手工艺的权益和保护问题。
因此，《关中蒲城土布纺织研究》利用田野调查

的方式，借助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历史学的

诸多综合因素，分析挖掘一个较为传统的区域社会的

民间文化资源，考察民间生活形态，分析其中民间生

存状态，发掘有效的民间文化资源，改变了以往民间

美术研究中的单纯采风方式，并转化民间文化的资源

使其走进现代美术学院的教学课堂，以及拓展关中区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工程的深入研

究，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乡村经济文化问题。我

进一步提出“中国城市现代化”、“中国乡村手工艺

化”的学术观点。“中国乡村手工艺化”是保护利用

自然生态能源，合理地建设乡村经济特色，实现“一

村一品”、“一县一品”、“一地一品”等密集形手工艺

劳作方式，是规模化经济特色，随着乡村的经济文化

优势，形成自发性的创造过程，使老百姓能够衣食无

忧地生活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中。
事实上，融入了现代工艺技术的土织布，已经与

传统意义的手工织布，有了较大的距离，但是仍然散

发着一种清新质朴的乡土文化的气息，也是最后的田

园风光，这种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一步的创新，也为

消费者获得更多意义的绿色环保产品，为人们心身健

康，提供更多的选择价值。这从关中蒲城手工艺土布

纺织的调查研究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在当代中国，“中国乡村手工艺化”的理想也

一定能够实现。( 下转第 49 页) ( 责任编辑: 楚小庆)

① 转引冯骥才主编《守望民间》，西苑出版社，2002 年版。
② 《世界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第 12 条》。
③ 《世界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第 29 条》。
④ 徐雅丽、王菁华主编《透视知识产权前沿》，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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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upon "Shanzhai"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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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hanzhai"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widely spread currentl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
ture，" Shanzhai" is no longer an isolated thing． The present article expounds upon the generating，its relationship be-
tween mainstream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its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of " Shanzhai"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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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pun Yarn Weaving in Guanzhong Pucheng: A Fieldwork upon
the Product，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Rural Handicraft in Weinan

ZHAO Nong
(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Works of Fine Arts，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Xi＇an，Shanxi 710065)

Abstract: Utilizing a manner of fieldwork，in light of relevant knowledge，the present article profoundly explores a folk
cultural resource of relatively traditional area，investigates its rural life morality，and analyses its survival situation，so
as to identify the practical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and expand the research eyeshot of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While investigating on a village producing homespun yarn，we find that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s necessarily
influenced as the time going．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novate the handicraft skills． In contemporary China，it is
a must to lift people＇s living quality，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handicraft．
Key Words: Guanzhong; Weinan Area; Rural Place; Homespun Yarn; Handicraf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duct; Protection; People － oriented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