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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庞锦燕）由赵汉唐、江
一燕主演的首部华语极地探险电影《七十七
天》将于11月3日上映。昨日，该片在宁
波提前点映。影片呈现了“世界第三极——
羌塘”的壮丽景色，片中的奇特景观和各
种野生动物，让观众大开眼界。导演兼
男主角赵汉唐在片中不仅要应对龙卷
风、沙尘暴、高寒缺氧等困难，还与
野狼有多次交手，惊险场面让观众
直呼“太恐怖”。

《七十七天》的拍摄地羌塘，在
藏语中的意思是“北方的空地”，羌
塘无人区由藏北、可可西里、阿尔

金、昆仑山四大无人区连片组成。虽然这里
人迹罕至，却有着冰川、沙漠、湖泊、雪山
等奇特景观，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影片取材
于探险作家杨柳松徒步穿越羌塘无人区的真
实经历。作为导演兼主演，赵汉唐将杨柳松
徒步穿越的勇敢与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
片中，赵汉唐与野狼多次交手的场面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狼群就在帐篷外，还总
是跟着人走，太恐怖了”。江一燕在片中饰
演高位截瘫的女摄影师蓝天，她全程坐在轮
椅上完成了一系列极富爆发力的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七十七天》的主
创团队由摄影指导李屏宾、音效设计杜笃
之、配乐何国杰、剪辑顾问廖庆松组成，他
们都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重要电影奖
项。重量级行业大咖的加盟给影片带来了震
撼的视听体验，有观众评价画面“每一帧都
可以做明信片”。记者还留意到，宁波本土
企业浙江红珊瑚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是《七十
七天》的联合出品方之一。

在117艺术中心与余姚土布同时展出的南通蓝
印花布，在传承方面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南通蓝
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传承人吴元新告诉记者，他年轻
时在乡镇企业从事蓝印花布的印染与设计工作，当
蓝印花布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后，他有意识地收集
民间的布样，还自己设计了大量新花样。1996年，
吴元新开办了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现在已积累了3
万多件藏品。他还通过参展、销售的方式来传播蓝
印花布文化，现在已经可以通过销售产品来养活20
多位从事蓝印花布传承工作的人。

记者从宁波市非遗保护中心了解到，目前，我
市共有23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传统工艺方面有
6个，余姚土布是6个项目中最让人担忧的。专家建
议尽快对余姚土布的传承进行抢救性保护，通过影
像技术记录传承人的操作过程，来再现余姚土布各
种花样的生产。同时，也亟待有纺织设计类的专业
人员能介入抢救性工作，参与收集整理余姚土布的
布样，挖掘布样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让余姚土布
的制作技艺得到传承与发展。

记者 陈爱红

王桂凤的绝活就是能织出各种花样，土布制作
技艺的核心是经线环节，这个环节其实就是在设计
花样。2010年，余姚土布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
遗项目时，王桂凤是唯一的传承人。她家中保留的
样布有20多个品种，王月芳说，因为年纪大了，有
些布样上的花样她妈妈现在难以在织布机上再现
了，虽然她和姐姐王梅芳也会织土布，但是很多花
样只有妈妈才会织。而王桂凤的外孙辈们，现在从
事的工作基本与土布无关。

小曹娥镇上还有没有其他人会经线？镇宣传干
事、镇文化站原站长张玲君说，经线是技术活，以

前织经线的人被称为经线师傅，镇里多次组织过土
布制作技艺的培训，年轻人不愿意学，上了年纪的
人多是会织但不会经线，除了王桂凤外，现在会经
线的也就两三个人，张玲君也曾跟着王桂凤学过，
只学会了一点点。

记者还获悉，2014年，小曹娥镇就立项建一个
土布馆，一边在馆里展示土布的制作工艺和工具，
一边开展土布制作技艺培训。现在土布馆刚刚开
工，预计明年可以建成。余姚市文广部门也正在组
织人员为土布编写一本书，但书中缺乏对余姚土布
花样的收集与研究。

抢救性保护与研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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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王桂凤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余姚土布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她所掌握的余姚土布编织的核心——
经线技艺现在几乎无人能全部再现。
正在宁波市文化馆117艺术中心举办
的“美好心事·布”非遗手工艺展
上，余姚土布和南通蓝印花布的美丽
惊艳了参观者。相比于已经形成产学
研规模的南通蓝印花布，余姚土布的
传承前景堪忧，甚至已经到了急需抢
救性保护与研究的状况。

在小曹娥镇建民村王桂凤老人的家里，她的女
儿王月芳向记者展示了家中保留的余姚土布布样和
用余姚土布制作的服装。这些以格子、条纹为主的
土布布样，每件的图案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小曹娥
镇上也鲜有人知道它们的编织方法。

满头银发的王桂凤老人拿起这些布样，向大家
介绍：“这个叫窗门布，像一格格的窗门；这个是柳
条布，长条形的，以前用来做裤子；这个是桂花
布，中间的几点就是桂花，它有6种色彩，织布的时
候脚下要踩5只踏板……”王月芳说：“这些花样的

名字都来自生活中，以前都这样叫。”
在王桂凤介绍的时候，和记者同行的其

他人也饶有兴趣地翻看着这些布样，有人看到一
块黑白相间的格子土布时，像发现了宝贝似地叫
了起来：“这不是大衣上的千鸟格吗？这种花纹一
直很流行的呀。”王桂凤转过身来说：“这是斜纹
布。”这种花纹织起来是不是很复杂？是怎么织
的？王桂凤说很简单，花样都在她的脑海里存着，
织起来不复杂，年轻的时候她织的一些花样比这还
要复杂些。

掌握经线技艺的人屈指可数

花样留存在传承人的脑海里

国家级非遗传承
极地探险电影《七十七天》
昨在甬点映

江一燕
全程坐轮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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