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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獷的麻布配合秀美的絲線，在有限的空間裡
最大限度地表現出最豐富的視覺震撼效

果。」夏布刺繡憑藉古樸典雅和別樹一幟的風格，
成為了受人追捧的藝術品。而被譽為「中國草」的
苧麻，也依靠自身獨特的基底成為刺繡材質裡的
「中國寶」。

巧女麻布繡花獲專利
苧麻是中國特產，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90%，是

公認的「天然纖維之王」，國際上稱之為「中國
草」，江西省是四大主要產區之一。據學者考證，
民間夏布刺繡最初產生於江西宜春、萬載、分宜等
地，約有一千多年的歷史。2014年11月4日，夏布
刺繡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亮相公佈名單中，
此後引起了刺繡界的關注，夏布刺繡伴隨着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名號逐漸走出江西，獨特的創作風格讓

越來越多的人熟識。
「走到今天，除了生存，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把地

域風格的東西推向世界，是一種職責所在。」夏繡的
開拓者張小紅，身穿桃紅色對襟棉襖，黑色休閒褲，
舉手投足間充滿了溫婉典雅。
張小紅出生在「剪紙之鄉」江西省瑞昌市，小時候

父母工作繁忙，她更多的時間是跟着外公外婆。而外
公外婆的家鄉有很多人從事剪紙、繡花，這讓年幼的
她對女紅耳濡目染，因此培養了這項特殊的愛好。
「我現在都記得，小時候有一個姑婆，她喜歡穿戴整
齊地在太陽下剪紙、繡花，優雅美麗。我特別喜歡跟
她在一起，略大一點之後便跟着她學習女紅。」童年
的經歷讓張小紅與女紅結緣，在十八九歲的時候，她
更是喜歡幫同事們做些縝密的針線活計，工廠裡的同
事們為她起了一個外號：巧女。
「民間夏布刺繡相對比較簡單，一般民間婦女的

夏繡很多為民間裝飾，以喜慶婚嫁、生兒育女、祈
福增壽做圖案。」2002年下崗之後，張小紅便重拾
兒時的愛好，前往蘇州用半年時間學會了所有繡
種，回家鄉時看到了夏布，當即決定嘗試結合江西
本地特色，以夏布為材料進行藝術刺繡。
由於夏布自身面料很粗硬，繡花針穿過去之後需

要費力地掛線、拉絲，「一幅繡品下來，整個手都
成了馬蜂窩，但是作品做出來的效果很好。」經過
反覆試驗，最終張小紅在保留夏布本色基底的同
時，改良出適合藝術刺繡的夏布材質。夏布繡的工
藝及作品新穎獨特，獲得了46項國家實用新型和外
觀設計專利，獲准註冊「夏繡」等5個商標；有12
幅作品分別被收藏於中國工藝美術館、中國郵政郵
票博物館、中國刺繡藝術館等國家級博物館。

風格獨樹一幟受熱捧
張小紅介紹，四大名繡都用同一種面料，所以區
別它們的方法在於題材跟色彩風格。而夏布繡運用
的面料在刺繡界是一個相當大的突破，堪稱是刺繡
界的首創，「苧麻本身有肌理紋路，夏布繡融合它
自然的肌理及水墨丹青的紋路，作品典雅深沉，在
藝術審美上達到了以少勝多、以簡勝繁的境界。」
隨着夏布繡的廣為傳之，夏繡作品漸漸受到了國

際友人的喜愛，由內地逐漸銷往韓國、日本等國
家，「下一步的目標就是讓更多人認識夏布，認識
夏布繡，愛上夏布繡。」談及未來，張小紅信心滿
滿。

江西古謂江右，主屬江南西道，氣候宜人，土地肥沃，為江西民間刺繡的發生和發展提
供了豐富的繡地資源。女子從小學習紡紗織布，裁衣刺繡，用一雙雙靈巧的手勾勒出成千
上萬的民間繡品，她們以這種獨特的藝術語言，來表達自身對納吉祈福、功名利祿、生息
繁衍、平安幸福等美好的期冀。

十餘年集逾千珍品
「女人真的很偉大，這些繡品上的寓意囊括了女人一生的夢。」十幾年來，張小
紅癡迷收藏江西省夏布民間繡品，廣泛徵集散落民間的古老繡品。她自建的夏布
繡博物館中，陳列着1,100餘件通過傳世、收購、徵集、複製的江西民間刺繡文
物藏品，這些繡品以全新的面貌向大眾免費展示夏布繡民間藝術的魅力，成
為了一張濃縮地域特色的新名片。
「藝術不僅要傳承，更要保護。」張小紅說，十幾年前，江西省很多民
間的夏布繡品保存相對完好，所以就有很多外地收藏家低價收購，一麻
袋一麻袋的，當時看到覺得很心痛，「如果全讓他們收走，我們的歷
史依據又在哪裡？」為了傳承和保護日漸稀少的民間刺繡，她的足
跡遍佈了江西省的每個角落。如今650平方米的博物館裡，所展示
的千餘種珍貴藏品，都是張小紅在十餘年裡蒐集而來：南宋時期
的牡丹紋刺繡褡褳，清朝時期的江西傳統民間夏布繡枕頂，清
朝的江西傳統民間夏布繡肩褡，甚至床上繡、刺繡掛件、繡
花鞋、幔都盡在其中。
不同的物件，不同的圖案，寓意也是不盡相同的。蝙
蝠諧音「福」，又有多子多福之義；鯉魚喻示鯉魚跳龍
門；燈燭圖案則代表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這些
遺留下來的專屬於那個時代的記憶，一件件小物什
憑藉質樸的情感，通過一針一線的連接，勾勒出女

子美好的祝願。夏布繡博物館分別陳列着江西傳統的
民間刺繡，創新的夏布藝術刺繡，以及活態傳承的傳習

所，「我希望大家通過陳列的展品，更多地了解江西民間刺繡
的針法、技法、材質，進而了解民俗、民風、民情，希望江西的民

間刺繡能走進中國的歷史。」

「「織布換口糧織布換口糧，，是這門手藝養活了我們是這門手藝養活了我們，，所以感情很所以感情很
深深。」。」吳奶奶說吳奶奶說。。1010歲那年歲那年，，出於對紡織的熱愛出於對紡織的熱愛，，她便坐上她便坐上
織機織機，，開始織布生涯開始織布生涯，，成為了一名織娘成為了一名織娘。。而如今而如今7070歲的她歲的她，，依依
然把織布當作每日必修課然把織布當作每日必修課。。作為織娘中的老大姐作為織娘中的老大姐，，她的手腳非常她的手腳非常
麻利麻利，，梭子帶着緯線在兩手間飛來飛去梭子帶着緯線在兩手間飛來飛去，，與上下運動的兩幅經紗與上下運動的兩幅經紗
條交錯織成夏布條交錯織成夏布。。
據史料記載據史料記載，，中國古代農民早在夏朝的時候就利用麻中國古代農民早在夏朝的時候就利用麻、、葛通過手工葛通過手工

紡紗織布做成服飾紡紗織布做成服飾，，因此又稱為因此又稱為「「夏布夏布」，」，距今已有四千多年歷史距今已有四千多年歷史。。
這種夏布這種夏布「「成為皇室和達官貴族喜愛的珍品成為皇室和達官貴族喜愛的珍品，，在唐代時被列為貢品在唐代時被列為貢品」。」。
在工業化歷程中在工業化歷程中，，夏布由於其獨特的生產工藝和遠離中心城市的地理環夏布由於其獨特的生產工藝和遠離中心城市的地理環
境境，，較多地保持了手工生產的工藝程序較多地保持了手工生產的工藝程序，，被譽為傳統紡織的被譽為傳統紡織的「「活化石活化石」。」。而而
在江西省新余市的昌坊村在江西省新余市的昌坊村，，幾乎每家每戶都有織布機幾乎每家每戶都有織布機，，大多數村民以織布為大多數村民以織布為
生生。。
吳阿姨是土生土長的新余人吳阿姨是土生土長的新余人，，世代靠織布為生世代靠織布為生。。據她介紹據她介紹，，小時候小時候，，父母親便父母親便

以紡紗織布養活全家人以紡紗織布養活全家人。「。「幾乎每天都在織布幾乎每天都在織布，，隨便一天都能做八九個小時隨便一天都能做八九個小時。」。」
吳阿姨說吳阿姨說，，隨着年齡的增長隨着年齡的增長，，現在織布就按照自己的體力來做現在織布就按照自己的體力來做，「，「織好一匹再拿去織好一匹再拿去
結算結算，，一天可以掙五六十元錢一天可以掙五六十元錢。」。」

男女織布男女織布 分工明確分工明確
「「織布分為經紗織布分為經紗、、刷布刷布、、上機上機、、織造四道工序織造四道工序，，經紗經紗、、刷布多為男人所做刷布多為男人所做。」。」據當地織據當地織

娘介紹娘介紹，，刷布時將捲縷成紗綻的紗分開刷布時將捲縷成紗綻的紗分開，，拉直拉長拉直拉長，，將一頭掛在經紗架上將一頭掛在經紗架上，，另一頭捲成一個另一頭捲成一個
大結大結，，用一根木棍用一根木棍（（55至至66尺長尺長））套挽住套挽住，，再用大石塊壓在上面再用大石塊壓在上面，，經紗經紗、、掛紗的數量由生產何掛紗的數量由生產何

種夏布的扣數而定種夏布的扣數而定；；然後用然後用
漿紗刷漿紗刷，，蘸好預先煮好的米粉蘸好預先煮好的米粉
漿漿（（米粉漿糊用大米和植物油做米粉漿糊用大米和植物油做
原料原料，，每匹夏布需用大米每匹夏布需用大米11KgKg、、
植物油植物油 00..11KgKg），），均勻地來回均勻地來回
刷刷，，待漿紗晾乾後待漿紗晾乾後，，裝上布機裝上布機，，
就可以開始織布了就可以開始織布了。。織布多是女織布多是女
人做人做，，所以在當地所以在當地，，夏布又稱為夏布又稱為
「「娘子布娘子布」。」。據了解據了解，，夏布越細夏布越細
密輕軟密輕軟，，質量越好質量越好。。木製織機可木製織機可
以織造兩種規格的夏布以織造兩種規格的夏布，，大的大的
6060厘米厘米，，小的小的3636厘米厘米。。大的疏大的疏
鬆鬆，，用於做蚊帳用於做蚊帳、、門簾門簾
等等，，小的細密則用於小的細密則用於
做床單做床單、、服裝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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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夏繡博物館 護民間刺繡史

77旬婦技藝精旬婦技藝精
6060年織布忙年織布忙

「「活化石活化石」」描鸞刺鳳描鸞刺鳳 四大名繡外另闢蹊徑四大名繡外另闢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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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中國夏布之鄉稱號的江西省新余市，一直流傳着一句婦孺皆知的諺

語：「麻布上繡花，底子太差。」所以，苧麻織就的夏布便以蚊帳、汗衫的

形式參與到當地居民的生活中。夏繡也作為一種民間女紅，在21世紀之前從

未列入中國刺繡的正史。然而，當夏繡掌門人張小紅顛覆性地將其從民間家

繡引入工藝刺繡的行列，開創了繼「蘇粵湘蜀」四大名繡之外的又一新繡種

後，夏繡一躍成為刺繡界、收藏界的新寵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

■夏布繡博物館內的一張清代木床上
掛滿各式各樣的繡品，寄託了古代女
子一生的情結。 王逍 攝

■張小紅自建夏布繡博物館，免費向
人們展示民間藝術的魅力。 王逍 攝

■■7070歲的吳奶奶自幼就會紡紗織夏布歲的吳奶奶自幼就會紡紗織夏布。。王逍王逍 攝攝

■■夏布繡夏布繡《《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於於20092009年獲第九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年獲第九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本報江西傳真本報江西傳真

■■張小紅用粗獷的麻布配合張小紅用粗獷的麻布配合
秀美的絲線秀美的絲線，，在方寸之間展在方寸之間展
示古樸典雅之風示古樸典雅之風。。 王逍王逍 攝攝

■■手工夏布成品手工夏布成品。。王逍王逍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