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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了，都没了

初夏的昌邑柳疃镇，四周都

是安静的农田，经过几日雨水，

清净明朗。红的瓦白的墙隐藏在

高高矮矮的树影里，这是一个安

静祥和的小镇。

看不出曾经的这里，车水马

龙，行商坐贾，丝绸上泛着的是

商业繁华的光彩夺目。唧唧复唧

唧，家家当户织。

其时是 5 月 11 日，记者赶到

昌邑柳疃南玉黄庙。还没正式打

听，只是开口一问，村民就无不

摇摇头。“来晚了，初六刚刚去

世，今天出殡……”

记者要找的，是一位名叫齐

象臣的老人。柳疃丝绸工艺截至

目前为止，仅剩为数不多的还在

织绸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也已经

不在。传统工艺和织机，都逐渐

成了尘埃。“家中的‘笨机’都

卖了。”

传统的柳疃丝绸工艺用的机

器，都是纯木手工打造的，因为

完全靠手工，被当地人称为“笨

机”。丝绸的织机主要部件有机

楼子、压轴、盛框、蚂蚱腿、倒

桩、将军轴、元宝轴、座板、脚

蹬板、梭等近 20 种零部件。而蚕

丝要在织机上织成成品丝绸，需

要经过浆丝、络丝、拧穗子、刷

机、缯机、牵机、织机、漂炼、

平绸等十几道工序，要比现今的

机器生产繁琐很多。

这些就是传统的柳疃丝绸织

造工艺。“用这种织布机织丝

绸，正常人一天能织 10 米丝绸，

干活快的一天最多也就能织 20

米。”

而在南玉、北玉、西玉，当

年三处柳疃织绸集中地，有“笨

机”的人家基本上没有了。村中

能叫的上名来的老艺人也越来越

少。柳疃派出所的寇玉奎掰着指

头数：“南玉的齐象臣没有了，

齐文忠也没有了，好多老人年纪

都大了，说不准哪天就都没

了。”

下辈子，再不做织工

西玉村。

刘祥国今年 79 岁了，当年他

和同村的姜树国、寇树明一起到

烟台丝织厂工作时，才只有 15

岁。“那个时候我年纪最小，学

东西却是最快，但是体力跟不
上。”刘祥国在自家的小院里，

弯着背，挪动着脚，拎着一个烧

水壶去盛水。水壶并不重，可是

长年上织机工作，现在他的腰已

经直不起来，手伸不直，膝盖经

常疼。

“干了一辈子的织工，下辈子
再也不干这个了。”刘祥国说。

然而这些技术，曾是他们一辈
子赖以生存并引以为傲的资本。

年近八旬的刘祥国，双手依
旧活络，轻而易举就能将大拇指

反扳过来靠住手臂。这就是当年

练就技艺的影子。刘国祥记得，

初学艺时，每天要花四个多小时

甩手腕，练习“丢梭”的动作，

练到浑身发汗，手腕酸麻为止。

练习打结时，必须长时间弓着身

子，站在织机前。为了让他不轻

易抬起身，师傅用一根绳子从他

后颈绕过，再将绳子的两头拴住
他的脚板。天长日久，刘祥国的

手腕关节比常人粗大，骨节突

出。腰板因为长期半弓有些僵

硬，晚上睡觉，有时连身都不能

翻。

在烟台工作了几年，全国解

放，昌邑丝绸逐渐发展起来了，

刘祥国、姜树国等人回到昌邑。

“我们可是当年是第一批有

技术的织丝工人，有技术。” 85

岁的姜树国骄傲地强调“技术”

两个字。

他把爬满茧子的手伸了过

来，“你看，这些茧子，你看，

我的手，伸都伸不直，都是拿梭

子拿的。”“从 20 岁开始就干
‘笨机’，一天的时间都坐在织

机旁，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一动

不动地坐着，踩踏板，扔梭子，

一直这样干。”

可是如今，村外就是麦田，

绿油油的，只是不见当年的织机

和桑树。

刘国祥说，下辈子再不要做
织工。

然而已经不用下辈子了，只

在今生今世，当年的机杼声声就

都已经没了。

桑田何处

柳疃丝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昌邑市华裕丝绸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魏耀琳也是干了大半辈
子丝织：17 岁高中毕业就进了丝

绸厂，当时还是临时工，从最初级

的学徒工、挡车工一点一点干起，

到维修工，一线干了 20 年，再到车

间副主任，车间主任，厂长。

1956 年昌邑丝绸厂建厂，和

众多老字号一样，在自身的发展

过程中经历了诸多艰辛和坎坷，

但也正是这样的磨砺使得华裕丝

绸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旺盛的生

命力，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70 年代，柳疃各处家家有织

机。魏耀琳的老家建了纺织厂。

建厂时全是木质的机器， 4 台机

器一个人。 1995 年，是昌邑丝绸

效益最好的时候。 1997 年，昌邑
丝绸厂一个长分为一厂、二厂两

个厂。 2000 年，企业改制之后，

魏耀琳成一厂厂长。 2002 年，成

为现在的华裕丝绸厂董事长。

那个时候昌邑丝绸还是鼎盛

时代，整个山东省有 22 家丝绸

厂，产品出口东南亚、欧美、意
大利等国家，昌邑丝绸厂都有一
千多员工。客商为了拿到货，天

天在厂外排队等着要货。胚绸一
年产量 360 多万米。

但如今，整个昌邑做丝绸的

就只有华裕和华信两家丝绸厂

了。魏耀琳叹口气说，现在丝绸

产业越来越难做，举步维艰，产
品主要出口，国内消费不高，整

个山东省还有 5 家制丝企业，昌
邑两家，淄博两家，威海一家。

这两年时间，本地找桑叶最
困难，现在昌邑地区基本城市化

了，当年的桑田鱼塘早已被林立

的高楼大厦所取代。而且随着人

力成本的增高，越来越多的人不
愿在家养蚕种桑，费时费力费工

夫，只有宋庄等地有零星种植。

丝绸相关企业纷纷破产。本地的

一家缫丝厂去年刚刚倒闭，曾经

辉煌一时的丝绸印染厂，现在也

不做丝绸印染的生意，而是改做
棉纺织印染。

“蚕茧原料价格是最大的门

槛。”魏耀琳说， 2008 年的时候

每吨价格为 20 万左右，今年上半

年达到 42 万元一吨，价格达到历

史之最。而且织造费偏低，各种

费用加起来，刚好持平。“国际

金融危机的时候，企业是最困难

的，现在能挺过来不容易，可是

挺过来了，就意味着企业的基础

是很雄厚的。”

“厂里有 500 多口子人，老

祖宗留下的产业不能败在自己手

里。”魏耀琳重重地说。

传下去，传给谁

“老工艺何去何从，我也不知

道答案。”魏耀琳有些困惑，关涉传

承，这个担子着实太重。现在老的

柳疃制丝工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了，而且也没有市场。仅靠自己一
个人的力量和一个企业的力量，难

以改变整个丝绸行业的现状。

上世纪 80 年代时，中国人结

婚，会用丝绸被面作礼，但 90 年

代以后，人们都用被套了。再加

上丝绸纹样落后、产品缺乏创新
和体制上的原因，丝绸开始逐步
从国人眼中退出。

与丝绸相伴大半生的姜树国

无限落寞，他常念叨：“咱们的

好东西就这么丢了？”

记者在柳疃采访时了解到，

在 2008 年、 2009 年，柳疃镇曾经

组织了两次丝绸文化节，但最后

却变成了客商和商家的晚会。

当地文化站张永卿无奈地

说，柳疃制丝工艺申请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了，但对本地制丝的发

展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到如今都

没有一个详细的保护方案，而年

轻一代中又无人学习，如何传承

的确是个难题。

但值得庆幸的是，至少现

在，有这么一群“丝绸人”，在

用自己的心智，为这个曾经辉煌

的产业鼓舞，用实际行动为丝绸

产业的发展努力。

术业有专攻。柳疃丝绸的专
业老字号，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

会环境里时时刻刻不忘保持住良

好的传统，无论是产品的生产、

经营还是工艺的沿袭，魏耀琳都

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以

传承丝绸为己任”的目标。

魏耀琳总觉得，丝绸不仅仅

是产品，穿越千年的精神含量，

远远超过绝大多数文化产品。如

果说中国只有一种文化产品是影

响了世界、影响了历史，那就是

丝绸。一座城市，随着历史变

迁，有些传统产业沦落，是正常

的，但是有些是万万不可轻视，

万万不可丢弃的。一旦丢弃，损

失的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而是

综合的文化，是城市形象不可挽

回的损失。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传统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是对立

的，为了实现两者的结合，很多

丝绸人正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充

分借鉴、利用多种学科和多种行

业的高新技术成果推动丝绸行业

科技进步与发展。

魏耀琳说，中国作为“丝绸

大国”、“丝绸之都”，有着上

千年的丝绸文化历史，而在日益

强盛的今天，我们尚需花很大的

力气去唤醒民众“消费丝绸”的

观念，这对于“丝绸大国”而

言，多少有些无奈。而在以意大

利为代表的欧美等国家，他们对

丝绸的热爱超乎我们的想象。

2010 年，著名服装品牌阿玛尼

的新款服装采用的新材料就是出

自华裕丝绸的新品种丝棉。这多

少，让魏耀琳感到了一些安慰。

柳疃丝绸，何日君再来？
本报记者 秦国玲

昌邑有个镇，镇名为柳疃。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开拓南洋诸国丝绸市场，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柳疃镇成为闻名遐迩的“丝绸之乡”和“华侨之乡”。

而如今，柳疃镇如茧绸般流光溢彩的年代已成明日黄花。桑田变广厦，织机落尘埃，神秘的技艺随着老艺人的离去也成成

了黄土，那曾经的辉煌早已不在。

2006 年底，柳疃丝绸技艺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这个却仍然挽不住历史留下的落寞。古老的技艺精致而脆

弱，柳疃子弟倔强的传承仍抵不住商业大潮汹汹而来。

柳疃丝绸，何日君再来？

柳疃镇西玉村的刘祥国、姜树国老人，

都是老织工了，从在烟台丝质厂打工，

到回到昌邑本地织绸，他们干了一

辈子的织工。回忆起织工的日子，

刘祥国老人陷入了深思。他们

时常这样坐在一起，聊聊“唧

唧复唧唧”的日子，比比谁

的手变型的厉害。

魏耀琳，昌邑市华裕

丝绸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和他感情最深厚的
就是柳疃镇最原始的织
机了。作为柳疃丝绸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振兴传统工艺的担子可

谓任重道远。

昌邑市华裕丝绸有限

公司内，现代织女们在

机器前忙碌着，新的机

器让生产效率提高了，

加入了柳疃制丝工艺的

精髓，华裕丝绸厂的订

单都排得非常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