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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织布机“嘎吱嘎吱”响了百多年
岩前村八旬阿婆坚守织布古老技艺

冒充儿子
骗取培训费
一家长痛失10多万

□记者 叶宁 通讯员 胡永丽

本报讯 近日，市民丁先生在西城街道某公司

上班时，QQ 上收到一条加为好友的请求信息，打

开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信息里写着是其儿子某

某，丁先生就点了同意。

“儿子”说那个号码被盗用了，在申诉期间就

先申请个新号码，并且他正在上微信课，没有带手

机，只能用QQ联系他。

“儿子”在QQ上告诉他，他们学校邀请到清华

大学资深教授到学校培训数学、英语、计算机知识

三门课程。他想报名参加，一门课学费 15000 元，

三门课程是 45000 元。过了一会儿，“儿子”又发

来一个 QQ 号码，说这是学校教务处李主任的

QQ，相关培训情况可以同李主任交流联系。李主

任表示当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截止时间为下午4

点半。丁先生表示让他儿子下课后就过去交钱。

然而李主任却说“教育局规定学生不能擅自缴

费”。爱子心切，更不想耽误孩子报名缴费，丁先

生就不多细想，立马通过手机银行转了 45000 元

到李主任提供的账户上。转完钱后，李主任又告

诉丁先生他的材料费没交，一共是 15000 元，这个

可以返还的。丁先生就又转了15000元。

几分钟后，李主任发来消息，告诉丁先生他儿

子报的清华大学培训班已经报好了，但还需要交

45000元培训班费用，丁先生没多考虑就将钱转了

过去。等到李主任再发来消息要交 15000 元材料

费时，丁先生开始怀疑了，怎么要这么多的报名

费、培训费、材料费？当即拨打了儿子的手机求

证，才知道根本没这回事。

□记者 程轶华

提起织布，总让人想起“唧唧

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场景。织

布在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历史长

河中织布手工艺也曾影响着一代

一代的人。后来，工业化大生产让

昔日的民族手工纺织技艺渐渐远

离了我们，但是它朴实的质感与丝

丝缕缕纱线中流露出的人性感觉，

始终抹不去人们脑海中那片温情

的记忆。当人们都快淡忘这种手

工艺时，日前，在唐先镇岩前村一

座小院子里，却依旧传出老式织布

机极富节奏与韵律的声音。

手工织布工艺复杂
“嘎吱嘎吱⋯⋯”一阵富有节

奏的声音，从一座小院子里传出

来。一位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正

在家门前织布。她叫金梅菊，今年

82 岁。只见她端坐在织布机前，

木质手工织布机正欢快地“吱呀”

作响，台上完工的布匹已有厚厚的

一卷。老人动作娴熟，伴随着脚底

有节奏的踏板声，木制的梭子在棉

线中来回穿梭，令人目不暇接。老

人手脚配合十分默契，手动脚踏，

布匹的长度也在不断延伸。

金梅菊介绍，她是金坑村人，

她的织布手艺最初是嫁到岩前村

后，跟着婆婆学的。“现在用的这台

织布机就是那时候婆婆留下来的，

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她说，手工

织布的织造工艺较为复杂，过去织

布，要从采棉纺线开始，再到上机

织布，要经过弹花、搓棉条、纺线等

等环节，光准备工序就有10多道，

所有工序全部采用手工完成。工

具包括弹棉器、纺车、绞车、脚踏织

布车等。

金梅菊说，织布工序多，是一

件伤脑筋的事，而且每道工序要

有技巧。前期准备做好后，牵线

是织布的第一道工序，有时需要

两人协作完成。接下来是穿杼，

将棉线一根一根穿到杼缝里，为

织布做准备，这决定着所织布的

疏密。织布时，经线分上下两组，

通过左右脚交替踩踏板，带动两

组经线上下交错，中间穿入纬线，

并用木梳打紧，经线、纬线交替交

织，织成棉布。织布最重要的是

手推脚踩。织布用的绳腔（嵌扣

的木框）是用手推，推得重落得

慢，布就紧，推得轻落得快，布就

稀，织布过程中还会时常断线，得

时刻观察并接回，否则就会影响

布匹的美观。

如果想要织出有色彩层次感

的布，经线时还要将色彩配好。因

为织布的图案没有固定，织的过程

中是根据需要与喜好进行搭配，颜

色可以从一二种变幻成上十几种，

在线上机前，就要把所需要的线配

好。想要织出好看的图案，就要靠

各种色线交织穿插进行体现，织出

的布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粗布的优点不可替代
金梅菊说，过去的生活不像

现在这么方便，要什么买什么，所

以，村民所穿衣服的布料基本上

是女人一梭一梭地织出来的，而

且那时做一件衣服工程十分浩

大，从纺线到织布，再到成衣，中

间要经过几十道工序，过程十分

烦琐。织布便是那时候村里大多

数女人的生存技能，从种植棉花

一直到制成围裙、白布、布匹等，

都是靠手工做下来的。因为手工

织布不但准备工序麻烦，织得也

比较慢，白天田里还要干农活，织

布只能在晚上或空闲时间穿插一

下，一天织不了几尺布。由于布

面不宽，一匹布也仅够做几件衣

裳，如果家里人口多，有时一个人

也难得添上一件衣裳。

织出的布还可制作成八角花，

中间搭配小红布，主要在嫁女儿用

来包裹棉被。金梅菊说，以前去唐

先赶集，好的时候能卖出二三对八

角花，后来有了名气就直接有人上

门来拿货，不用出去售卖了。织布

机织出来的粗布有着化工布不可

替代的优越性，产品具有无污染、

透气性好、吸汗、富有弹性、柔软舒

适、冬暖夏凉、不起静电、肌肤亲和

力强、持久耐用等特点，具有极高

的使用价值。由于粗布采用纯棉

纱为原料，全部工艺采用纯手工制

作，是真正的绿色、环保，无任何工

业污染天然的产品。

记者看了已织好的一卷布，布

的图案是靠红绿白青组成，色彩或

亮或淡，风格古朴豪放，一点儿都

不张扬。这种以一梭一梭精心织

造而成的粗布,蕴含着古老的人文

气息，让人有一种既返璞归真，又

舒适自然的感觉。

古老技艺将后继无人
作为一项古老的手工技艺，年

轻时，几乎家家都有人会织布，女

人几乎都会织。后来由于手工织

布生产效率低，劳动成本高，已被

工业布代替。在岩前村也只有金

梅菊一人在织，许多人家都不织布

了。老一辈人不织，年轻人就更不

会了。

金梅菊说：“织麻布挺辛苦，只

能赚点工钱，这也是年轻人不愿学

的原因。”她说，要不是非遗中心工

作人员的努力，她也不会再织了。

她说，因为织布难以带来明显的经

济效益，耗时费力，投入产出比相

对较低；另一方面，学习和传承历

程漫长，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年轻

人无法坚持下来。可能有一天这

个技艺会消失。

“不过现在我女儿也会丢梭

了，为了能把这门祖传的手艺传下

来，我会用心教女儿。”金梅菊脸上

透露出淡淡的忧伤，同时也有点欣

慰，希望女儿能学有所成，留住这

门手艺。

金梅菊阿婆在织布

根据《关于在城区道路实施路长负责制的

通知》（永委办发〔2017〕105 号）和《关于调整城

区道路路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和路段划分的通

知》（永创建办〔2018〕12 号）精神，按照分类考

核、随机抽查、分区评比、综合考评的考核办法，

2018 年 11 月 27 日—29 日，市创建办牵头组织

市卫计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单位和社会热心人士，开展了城区道路路

长负责制实施情况考评，本次考评对象为城区

精品街（A 类）和抽查的 25 条路段（B 类）。经综

合考评，共评出2018年11月城区道路路长负责

最佳路段、最差路段 A 类各 1 条、B 类各 5 条。

具体通报如下：

一、A类路段(精品街)
最佳路段：龙川中路（解放桥—紫微中路），

俞洪山。

最差路段：金城路（城东路—望春路），路长章雍。

二、B类路段（一般路段）
（一）最佳路段

1.金都路（花园大道—铁路桥）：路长朱正通；

2.松石西路（紫微中路—508号）：路长吴红艳；

3.望江路（溪中桥—锦江华庭）：路长蒋东炜；

4.金都路（铁路桥—雅应返还地）：路长吴鹏；

5.玉桂北路（花城西路—花都路）：路长马秀雄。

（二）最差路段

1.城北东路（丽州北路—小北溪）：路长胡冠中；

2.双飞路：路长吴蓓蕾；

3.丽州南路（华丰路—城南路）：路长鲍庆元；

4.银川路：路长胡乾喜；

5.花海路：路长李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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