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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贡土布在民间被称为老土布!又叫老粗

布"手织布# 它选用优质棉花为原料!由当地村民

纯手工制作! 用脚踏木制斜梁织布机加工而成$

其线条粗%纹理深"平整不起皱"不卷边!柔软舒

适"透气"吸汗"冬暖夏凉"不起静电"抗辐射!与

肌肤亲和力极强$ 沈丘贡土布的织造工艺极为复

杂!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要经过轧花"弹花"

整棉絮条"纺线等大大小小
!"

道工序!是几千年

来流传下来的一种纯棉手工纺织品!具有浓郁的

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日前!在郑州举办

的首届河南民间艺术节展览会上!沈丘贡土布以

其色彩艳丽"工艺精良"品种齐全而技压群芳一

举夺得布艺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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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土布
得到乾隆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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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春秋时为楚

之寝丘邑地!因此而得名!自古就有"梁#宋#吴#楚

之冲!齐#鲁#汴#洛之道$之称% 寝丘大地具有数千

年的纺织文化和传统工艺!是中原地区土织布的发

源地之一% 据&沈丘县志'记载!在清朝乾隆年间就

有"今世之布数中原!中原之布在相国(今沈丘)$的

记述%

沈丘贡土布历史悠久#工艺独特!规格分大

布#小布#带布
#

种*识别有蓝纬纱#红纬纱#本色

布*花色分红#白#蓝#黑#棕等
$%

多种颜色*品种

有平布#踏布#提花布#格子布#手巾布等
&%%

多

个% 布质细#平!色彩绚丽!美观实用% 缝制冬衣!

御寒保暖性好 *缝制夏衣 !透气性强 !吸汗又凉

爽%

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在神县 (今沈丘老县城所

在地)发现了三宝+美酒#馒头和土布!即现在的兆

丰贡酒#顾家馍和贡土布%

相传!在乾隆四十九年(

&!'$

年)暮春时节!乾

隆与随从一起来到位于安徽交界处的神县县城!

在城南门的一个露天茶馆里喝茶%当时已近夏季!

又逢太阳当头!乾隆喝过茶已是满头大汗%他一边

喝茶一边用面巾擦拭额头的汗水! 绫罗织就的上

身单衣已被汗水浸湿!贴在肩背上%而对面一个穿

土布马褂的老者则泰然自若地喝茶! 偶尔会用袖

口拂拭额头的汗珠! 但一直不见老者身着的土布

马褂有被汗水浸湿的痕迹% 乾隆仔细打量老者的

土布马褂!只见其不仅做工细密!而且胶泥色的布

料经纬分明,,

老者见有人打量自己的马褂! 不好意思地说+

"老百姓家的土布衣服见不得世面的!只是夏季穿上

这粗布衣服!不仅结实还很吸汗呢,,$闻听此言!

乾隆对老者的粗布马褂大加赞赏%

当晚!县令得知乾隆微服私访到了神县!而且

对土布马褂很感兴趣!当即招来县里几个很有名

望的裁缝! 想用土产的棉布为皇帝做个时令马

褂% 但皇帝身着都是象征皇室的黄颜色布料!而

坊间的黄颜色布料是用石榴皮染成的!当时樱桃

和桃子都在市面上叫卖了! 哪里还会有石榴皮

啊- 一裁缝告诉县令!曾听自己的师傅说!用苦楝

树根和桑树根皮压出汁!浆染出的衣服色黄% 无

奈之下!县令连夜命人将那个遇见乾隆的老者找

来!根据老者所描述的胖瘦特征给乾隆做了一件

夏令时节的黄马褂%

第二天! 乾隆穿上用土布做成的黄马褂后!

感到非常舒服!一直穿了
(

天还不肯换下!并嘱

咐县令!可以将其作为贡品奉送到朝廷!每次只

要一两匹!不可强征强捐%自此!乡间土布与兆丰

贡酒和顾家馍同样成了该地供奉乾隆的贡品%

出身草根 工艺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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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布是人们用纺车纺织成棉纱后!用

木制的织布机一梭一梭精心编织而成%手

织老粗布的工艺极为复杂!从采棉纺线到

上机织布!要经过大大小小
!)

道工序!其

中主要工序为以下几道+轧花
#

弹花
$

纺

线
$

浆线
$

屯线
$

落线
$

经线
$

刷线
$

做综
$

闯杼
$

掏综
$

吊机子
$

织布
$

了

机%

据沈丘贡土布收集人张精明介绍!

在改革开放初期!沈丘的工农业逐步走

向繁荣 ! 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显著变

化!人们开始追求时尚% 涤纶布#迪卡布

代替了老土布!人们的衣着开始变得光

鲜!老土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从

那时起!张精明就不断收集当时稀缺的

各式各样的老土布%

据说张精明与贡土布的深厚感情

缘起其爱人王翠梅%王翠梅
&"

岁丧母!

丧母后她就开始代替母亲纺棉织布 !

用以一家老小的穿衣和铺盖 % 从上世

纪
'%

年代至今! 张精明夫妇及家人的

穿衣和铺盖都是王翠梅一手置办的 !

家里收藏的各色老土布多达
*%%

多块%

王翠梅的家在沈丘县石槽乡!那里生

产的老土布花色式样丰富%改革开放前!家

家户户都靠纺花织布到集市上去换取生活

用品%王翠梅在
$%

多年的纺花织布中练就

了一手绝活! 谈起织布的过程更是如数

家珍...

弹棉花 % 棉花去籽时 !易板结 !纤

维混乱 ! 所以必须经过加工使纤维蓬

松!纹理基本一致% 其加工过程就是用

弓弦弹拨 % 大木制弓 !紧绷弦线 !并以

细绳系弓背中间!另一端系在一根细且

有弹性的细竹竿上!竹竿插在弹棉者背

后 *弹棉者左手握弓使弦线接触棉花 !

右手持弹柱 !用力敲拨 !击打弦线使其

振动!使棉花纤维在弦线振动中发散蓬

松% 并在弹拨中使棉花铺放均匀后!用

棉拍压平成卷!即成棉花絮%

搓棉条% 在平整的台板上!铺上布*摊

开棉花絮卷!用手撕扯以进一步理顺纤维!

使其成为长尺半#宽
(

至
$

寸的方块*用棉

条杆子顺一长边压住并卷起! 再用棉条板

顺卷起的边往前推卷! 前后均匀地推搓
(

至
*

遍!不可太紧!使其松软!此时抽出杆

子即成棉条%

纺纱% 纺纱者坐在草垫上!与纺车

成
(%

度左右的角!面对锭子固定处*把

搓好的所有棉条束挂在纺车内侧大柱

上 !右脚顺势踏在纺车横梁上 *连接锭

子与摇车的传动带并装好锭子!在锭子

转动部分点上菜油!锭子前部套上用高

粱壳剪成的纱芯 !顺逆时针卷紧 *左手

取一根棉条捏住一头!右手在棉条前头

扯拧出少许棉花纤维边拉边拧成纱头!

拉至足够长后!把纱头夹在纱芯的卷合

处绕上几圈使其固定在锭子的纱芯上*

左手无名指#小拇指轻扯棉条!大拇指#

食指#中指轻管棉条头!右手摇车柄!同

时拉 #逆时针摇 !用力得当 !匀称 #细密

的纱就纺出来了% 将纺织好的棉纱经过

浆线后 !再经过经线 #刷线 #做综等工

序!将各色花线架到织布机上就能织布

了%

王翠梅还特别指出! 在整个织布的

过程中! 难度最大的就是染色和蒸煮工

序了% 秋冬时节!人们将纺好的纱!从纱

芯上绕到小摇车上! 取下成圈并充分晾

干!接下来就是染色工序!最常见的土布

颜色分为白色#胶泥色#黄色#灰色#红色

和黑色% 最初由于缺乏原料!染色是纯手

工的物理上色% 白色是泡出来的!黄色是

用石榴皮染成的! 灰色是用白酒加土木

灰染成的!等等% 此后随着浆染工艺的普

及! 绝大部分土布线都是通过浆染作坊

浆染出来的% 有浆染贩子拉着架子车走

村串户收线染布! 解除了不少农家浆线

染布的难题! 当然花色品种也逐渐丰富

起来% 在当时坊间流行的五撮梅就是用

红线织成的!儿童衣服大都采用小印花!

夏天穿的浅色衣服大多是白色或胶泥

色!春秋为蓝色或黄色!冬季则为黑色或

深蓝色%

#

" 古老工艺 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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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纺织业的发展! 近些年手

工生产的土布逐渐失去市场!民间购销

基本停止了!无论是在沈丘街头或是乡

村!已经很难在人们身上寻觅到土布的

影子! 零星见到的只是农家的被褥#农

村老太的头巾或是老汉穿的土布鞋% 上

世纪
+%

年代初期! 当时还在沈丘邮政

部门工作的张精明发现一种现象+经常

有几名泰国人到该县石槽乡和莲池乡

一带高价收购棉布床单!一条床单是由

两三块
*%

厘米宽的土布缝接而成 !能

卖
*%

元左右% 张精明打听后得知!这几

名泰国人收购的土布在国外转手倒卖

的价格是国内的五六倍!张精明在为祖

祖辈辈留下的手工艺品流传到国外被

人赚钱而惋惜的同时!也为土布不被人

关注这一现象而忧心%

)%%+

年!张精明

开始在该县石槽乡寻找农户保存的织

布机及配套设施! 同时寻访会织布纺线

的老人! 找算将沈丘的贡土布开发出来

使其重放光彩% 此举得到了该县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 并在资金和场地上给予

了大力扶持%

经过一系列的张罗 ! 张精明从农

村找来了
&%

多部老式的织布机 !损坏

的找老木匠修理 !织布机不够用 !他干

脆掏钱请木匠制作新织布机 % 在他的

努力下 !

&%%

多名当地中老年妇女重

新拾起了搁置多年的活计 %很快 !当地

呈现出 "户户皆闻机杼声 !个个抢当纺

织娘 $的场景 !仿佛又回到农耕纺织的

久远岁月 % 在这
&%%

多名纺织女灵巧

的手中 ! 五颜六色的棉线变成了花格

子棉布 %彩色的土布床单结实耐用 !图

案新颖 % 一些濒临失传的传统色织 #

染织工艺也因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

机 %

采访中 ! 该县文改办负责人王超

峰向记者介绍说 !日前 !在郑州举办的

首届河南民间艺术节展览会上!贡土布

夺得了布艺类一等奖 % 对此该县高度

重视!决定在现有贡土布生产基地的基

础上 !加大投入 !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工

艺有机融合!将贡土布当做一项传统的

朝阳产业来做!并利用贡土布开发出中

国结 #大驦字 #十字绣等现代人所喜欢

的时尚用品! 让这一草根工艺焕发出新

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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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贡土布!乾隆钦点的贡品

织布

贡土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