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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午后， 湖北省恩施州来

凤县桂花树社区浓荫如盖，一座位

于半坡的三层小楼里不时传来木

织机“吱呀” 作响的声音。

走进这座名为土家织锦博物馆

的小楼，81 岁的博物馆负责人、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唐洪祥和老伴刘秀

琴在向大家讲解示范土家织锦西兰

卡普的编织过程。

只见刘秀琴坐在织机低的一

端，用绕腰绊带将裹棒扣好放置胸

前，脚踏竹竿、手握梭刀，时而喂入

纬线， 时而用梭罗扣紧织锦面，边

挑边打、连挑带织，如此循环，看得

众人屏息凝神。 唐洪祥则在一旁注

视着老伴，眼含笑意。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手工织

锦，在土家语称谓中，“西兰” 意为

铺盖，“卡普” 意为花， 早先通称

“打花铺盖” 或“土花铺盖” 。 土家

孩子出生时外婆要送织锦， 婴幼儿

时要盖织锦， 女孩子自小学习织

锦，出嫁时在织机上制作西兰卡普

作为陪嫁。 西兰卡普记录了土家族

的风俗和情感， 与土家人的生活息

息相关，被誉为土家族的“五彩活

化石” ，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唐洪祥出生在 “西兰卡普世

家” ，从小就对西兰卡普感兴趣。 20

世纪 70 年代，唐洪祥师从西兰卡普

传承人叶玉翠， 学习土家织锦技

艺。 随着手中经线、纬线交织变换，

织机旁的时光一晃儿就过去了数十

年。

西兰卡普主要原材料是棉、麻、

丝，主要以红、蓝、黑色线为经线，

各种彩线作纬线， 采用通经断纬、

反面挑织的传统方法手工挑织而

成。 从根根棉线、 丝线变成土家织

锦，要经过 20 余道工序。 由于花色

复杂，做工精细，织者需全神贯注，

若有经线或是纬线错乱， 就得拆掉

重织。

西兰卡普图案取材自山水风

光、文化娱乐、生产生活等，图案中

还有一种特殊勾状纹样， 比较典型

的如八勾、十二勾、二十四勾、四十

八勾。 西兰卡普构图均衡对称，纹

样丰富饱满， 色彩鲜明热烈。 纹饰

多用亮色搭配，红与绿、黄与紫、橙

与蓝，底色以黑色和蓝色为主。

“在变换纬线过程中，图案颜

色便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根据

织者的审美和心情， 西兰卡普也会

变换出不同颜色的图案。 没有两件

一样的西兰卡普。 ” 唐洪祥说。

为了让这门精妙的手工艺代代

相传， 唐洪祥悉心教授子女西兰卡

普织造技艺， 举办多期西兰卡普培

训班，开办土家西兰卡普织锦作坊，

招聘工人从事西兰卡普加工生产，

让更多人了解西兰卡普的魅力。

心怀对传统手工艺的热爱，唐

洪祥撰写了 《西兰卡普》《土家织

锦》等图文专著，并收集了多种西

兰卡普实物及相关物品。 2016 年 4

月， 由唐洪祥创办的土家织锦博物

馆开馆， 馆内收藏各个年代的织锦

实物、织锦生产工具等物品百余件。

如今， 博物馆一楼已成为西兰

卡普培训基地。 喜欢西兰卡普的人

们在这里忙碌起来， 数十台大大小

小的织机齐声作响， 歌唱着手工艺

人对传统工艺的热爱， 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新华 / 传真

景泰蓝又称 “铜胎掐丝珐

琅” ，因其在中国明朝景泰年间

盛行，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

主，故而得名“景泰蓝” 。景泰蓝

是北京特色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其制作过程集美术、工艺、雕刻、

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多种工

艺为一体。

1956 年成立的北京市珐琅

厂有限责任公司在 60 多年的

发展过程中， 培养出一支技术

精湛的景泰蓝创作队伍， 钟连

盛便是这支队伍里的佼佼者之

一。 1978 年钟连盛考进北京珐

琅厂技校， 毕业后来到珐琅厂

掐丝车间工作。 他先后被评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北京市特

级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

术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 他任北京珐琅厂总工艺美

术师后， 带领同事们让传统的

景泰蓝艺术逐渐进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 并应用到室内外的建

筑装饰中， 走出了一条古老工

艺技术的重生之路。 如今，担任

北京珐琅厂总经理的钟连盛大

部分时间还是在车间的制胎 、

掐丝、 点蓝的作业线上巡视或

者指点徒弟们学习技艺， 他的

很多徒弟已经成为了北京市工

艺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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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景泰蓝艺术：

紫铜铸胎金丝婉转

工笔勾画浓淡相宜

技师在用景泰蓝显微掐丝工艺制作手表盘。

设计大型景泰蓝作品的图案。

一件景泰蓝作品在进行二次点蓝。钟连盛在研究景泰蓝掐丝工艺。

织锦西兰卡普：

土家族的“五彩活化石”

织锦西兰卡普：

土家族的“五彩活化石”

刘秀琴（后左一）指导前

来学艺的学员们操作织机。

织锦女工在来凤县龙凤文化中心广场现场制作西兰卡普，展示非遗技艺。设计图样和

织锦成品对比。

唐洪祥（左一）与家人讨论西兰卡普制作图案。

观众参观唐洪祥收藏的西兰

卡普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