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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蚕丝织绸，许多人不陌生。但要说
起鲁山蚕丝织绸，恐怕知道的人不多。鲁山
蚕丝织绸分两种，一种是山丝织绸，即用山上
放养的柞蚕茧加工而成。另一种是家蚕丝织
绸，用室内喂养的桑蚕茧抽丝织成。两种丝
织绸统称鲁山绸，而且质量不分高低，只是颜
色不同，家蚕丝织绸表面看上去细白，山蚕丝
织绸则泛黄。

2011年，“鲁山织绸作技艺”被公布为河南
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原贡品）。

据史料记载，鲁山绸始于夏朝，到了唐
代，鲁山绸更成为宫中珍品；唐宋时期，鲁山
绸由兴盛走向衰落；明代开始又恢复发展；清
代达到鼎盛时期，山区农户家家养蚕，户户缫
丝。

此外，鲁山绸因做工细腻，手感爽滑，以
及拉力强、伸度大，有“仙女织”之称。上世
纪初，鲁山绸被送往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博
览会参展，荣获金奖。上世纪80年代初，鲁山
还随处可见养蚕和织绸加工的场景。但后来
随着时代变迁，鲁山蚕农和织绸加工者日渐
减少，甚至临近绝迹。不过鲁山县城的黄天
喜与该县瓦屋镇农民岳石头，从未与鲁山绸
脱离关系。两人还因此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和
河南省文化厅先后命名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原养蚕织绸技艺（鲁山织绸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9月24日和25日，记者先后找
到两位非遗传承人，探访了鲁山蚕丝织绸及
其加工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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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织绸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无悔传承路 不舍丝绸行
近日，我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191人由省文化厅评定，我市9
人入选。至此，我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已达31人（本报曾作连续报道）。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
态”载体。从今天起，本报再次带你走近部分
非遗传承人，看他们怎样用执着传承和发扬
传统文化，演绎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岳石头在加工织绸

黄天喜在向记者介绍当年的织机

“鲁山绸享誉世界早有历史。”9月25日
上午，秋雨沥沥，在鲁山县城鲁阳街道七街，
72岁的黄天喜坚定地说。

在黄天喜掌握的资料里，鲁山绸早在数
百年前就已出口世界各国，而且只要是鲁山
绸，出口全部免检。

黄天喜1998年11月被河南省乡镇企业管
理局评为纺织类高级工艺师。2011年12月被
省政府和省文化厅命名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原养蚕织绸技艺（鲁山织绸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

黄天喜13岁开始接触织绸加工技艺，后
来还成了鲁山丝绸厂的技术骨干。

鲁山丝绸厂成立于1958年，专门以加工
山蚕丝织绸为主。那时黄天喜家穷，在舅娘
帮助下，小小年纪的他成了鲁山丝绸厂里的
一名员工。

黄天喜人聪明，爱动脑筋。虽然那时年
纪小，但技术学得快。厂领导看他是棵苗子，
安排他到杭州专门学习织绸技艺，然后回厂
培训骨干人员。

“那时厂里效益真是好，产品供不应求。”
黄天喜回忆说，1966年前后，鲁山织绸的辉煌
有目共睹。后来为扩大生产，鲁山县又建立
了一个缫丝厂，专门为丝绸厂缫丝。鲁山县
蚕业局更是抓住时机，鼓励村民大力养蚕，并
对养蚕技术好的蚕农实施奖励。到了春天
时，各个山上都是放养的山蚕，远远望去黄灿
灿一片，甚是壮观。那时，农户缫丝也很普
遍，无论男女，几乎都会操作缫机，然后将缫
丝卖给丝绸厂加工织绸。黄天喜说，缫丝就
是将蚕茧上的丝一根根抽下，直到把整个茧
剥完，剩下里面的蚕蛹。

“一季蚕，半年粮，宁舍老婆娘，不舍丝绸
行。”这是黄天喜记忆中的顺口溜，由此可见
当时蚕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据《鲁山县志》
记载，早在清代时期，鲁山柞蚕就达到了鼎
盛，山区人民更是家家户户养蚕、缫丝，其中
全县有丝织行231家，丝织机4800台，从业人
员10万人，年产鲁山绸26万匹。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鲁山织绸逐渐衰
退。在经历了30多年的风雨之后，鲁山丝绸
厂和缫丝厂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丝织厂没了，缫丝厂没了，养蚕人
也少了，但鲁山却仍有一民间作坊，从
100多年前到现在，坚持着鲁山蚕丝绸
的加工和制作。

吱吱吱，哐当当……9 月 24 日下
午，在鲁山县瓦屋镇李老庄村，记者还
没进到岳石头家，室内便传来了加工织
绸的声响。但见三四个人围坐一室，有
的弄丝，有的织绸，全都细心地盯着手
里的每一道工序。

岳石头今年59岁，18岁跟随父亲
缫丝，一直干到今天。与黄天喜不同的
是，岳石头一直以来接触的全是家蚕
丝，拿他自己的话说，家蚕丝品相好，耐
酸碱性强，另外家蚕可以室内饲养，劳
作中不用遭受外面风吹雨打。也正因
如此，从父辈到现在，岳石头家一直靠
织绸为生。而且从养蚕到织绸，自产自
销。2013年 1月，岳石头被省文化厅命
名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中原养蚕织绸技艺（鲁山织绸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我们就是设备老一点，但我们这
才是真正的纯手工工艺，也是老一辈留
下的文化遗产。”面对记者，岳石头乐呵

呵地说。
岳石头家的织绸设备确实很老旧，

很多设备记者也是首次见到。
“这是织绸机，这是缫丝机，这是轴

杆……”放下手中活计，岳石头给记者
一一解答。

“古人留下的东西确实耐用，就说这
台织绸机吧，少说有150年了。”岳石头自
豪地说，织绸看似简单，工序繁杂，其中
关键环节就有30多个，比如先得养蚕，
然后收茧，之后把茧放在热水中浸泡，让
茧慢慢变软，然后再一根根抽丝，也就是
所谓的缫丝。缫丝后还得渭丝、络丝、刷
经、勾头、纺织等很多道工序，每道工序
后面，又夹杂着很大的工作量，任何一个
环节失手都会前功尽弃。

记者看到，岳石头家的织机被磨得
发亮。特别是坐板，早已成为弓形。岳
石头说，机上的坐板系桑木打造，别看
薄，柔性强，相当结实，包括整个织机，
虽然全木料打造，但因用料好，至今没
更换过。岳石头说，他也想过用现代机
械加工，但想想织绸是个细巧活，担心
机械加工影响质量，就决定继承和发扬
这种古老的传统。

“最早时我们一家人自己织，现在为
了赶工期，每天都要雇佣几个人织。”岳石
头说，他的丝织绸由于纯手工、做工细和
用料纯，很畅销。目前深圳、台湾、香港、
澳门、日本等都有销售。此外他的织品还
被北京的博物馆和中国丝绸档案馆收
藏。今年暑假，西北工业大学的数十名学
生也慕名来到岳石头家参观。岳石头自
己还经常应邀参加各地举办的丝绸展销
会，展销的家丝织绸更是受到众人的称
赞。

由于岳石头家的丝织绸技艺传里不
传外，而家中的小孩又要上学，每天订货
的人又多，于是岳石头的外甥媳妇、侄子
媳妇等，都成了他长年的雇工和技术骨
干。

“在这里打工很好，风刮不着，雨淋不
着。”负责织绸工序的曹晓改告诉记者，在
这里干活工资也高，一天150元，一个月一
发，一天都不拖欠。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岳石头除了技术
指导和质检外，自己也经常操作各道工
序。他说，他家的这门技艺已经传承了3
代，不能在他手里失传，他更得维护鲁山
绸声誉。因此，他也给自己立下个不成文
的规矩，就是产品销售中从不让人代卖，
也从不邮寄，而且每次都亲自将织品送到
需要者手中。后来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找
岳石头合作的人也很多，但都被他一一拒
绝。

“说是合作，其实就是给点儿钱，让我
出示个证明，证明对方经营的丝织品就是
在我这里加工的。”岳石头说，那样做是在
砸自己的牌子，所以尽管对方开价都很
高，他从不动心。也正因如此，虽然搞了
几十年的小加工，岳石头家房屋仍然是数
十年前建的瓦房。

“说真的，原来做丝绸是为了生计，
现在不了，我家织绸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我要把这项文化传承发扬下去，做个真
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岳石头笑
着说，鲁山绸有着上千年的辉煌历史，这
也是他家祖祖辈辈加工丝绸的原因。所
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鲁山丝织绸重现
辉煌，让鲁山再次出现当年家家户户养
蚕缫丝的景象。

虽然都是丝绸加工，黄天喜的做法
与岳石头的做法截然不同。黄天喜告诉
记者，虽然蚕丝织绸加工面临很大困难，
但他还是要想办法克服，他目前已经找
到了投资商，也拟好了报告，准备向政府
建议，恢复鲁山丝绸的加工和山蚕生产。

“这是我2000年投资办厂时余下的
设备，全部机械化。”在黄天喜家的一幢
房屋内，老人指着几台布满灰尘的织机
深沉地说，他当年投资建设的天喜丝织
厂除了丝绸制作外，还加工生产丝绸字
画。但后因场地租赁和生产资金等问题
失败。但他没有就此气馁，十几年来一
直计划着重新建厂。“现在基本已经落
实，不但找到了投资商，一月前还在杭州
和咸阳预订了织机。”黄天喜说，他的目
的很简单，就是想重新恢复鲁山蚕丝织
绸的加工和生产，让鲁山蚕丝织绸重放
异彩。

（感谢市非遗中心提供帮助）

“鲁山织绸”曾享誉世界

一台织绸机用了150多年

岳家丝绸被博物馆收藏

两位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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