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12(!"3456789:;(
!"#$%&'()*+,-.%&/

012304!"56&#789:;<=
+>??!"@A5BC1DEFGHIJK6
LMNOPQRSO56HIJ&!"T/0U
&VW;XYZ[@

R\]IÎ _`ab)Fc1\]dIefg
h)FcTij1klmn&opqrs%
&tuvwx1Py&V z!{%&|}
??~!"#$~!#%&'()*+6,
&-./0123<4/51&-.<$
67U~!"#8q9..:6;<=
>1?@..AB<CDEFGHIk"

#<fJ,KL:M1kN6OP1Q9R
STU..CD<V/x(WU~!"#X
'?@YZCD[x<\]^^1_O6
`P,a<8bcd<"5ef,gbhi
<jk.lU

emRnopemT
emqPyRr/Te.smt
quvAwr%&tuwx1yz{|%}@
!"#$%&'()*+*+ &')(,*,-
!"./%~YHd!"=1#!+$1%N

O&q'(1)*NO%+,-./01123
4$4!75NO1756o5BC@

A05 广告 2017年6月10日 星期六 责编/叶飞 朱尉 美编/曹优静 照排/王蓉焦 点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机器的轰
鸣声逐渐取代了手工织席机木筘的起
起落落。如今，草席的大批量生产早已
采用机械化，不过，黄古林一带仍是宁
波草席出口的主要区域。

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让蔺草制品有
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小到一个杯垫，

大到十几平方米的榻榻米，我们都能
生产。”宁波开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雪芬介绍，因为生活习惯的
问题，东南亚国家对草席制品的需求
旺盛，目前公司九成以上的蔺草制品
出口日本市场，另有一些出口到韩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年出口额在

2000万美元左右。
宁波的蔺草制品也曾远销美国。

宁波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毛国光说，早在2009年，公司向美国
出口了两个集装箱、共计7000条草
席。目前公司的草制品在天猫、亚马
逊等电商平台上都有销售，也有美国

等国的网友下单。
“也曾有欧洲客人进口过我们的草

席，但他们不太习惯蔺草的天然味道。”
张雪芬说，她有个小目标，就是让宁波
的蔺草制品打开欧洲市场。如今，她和
团队正在研制创新的草制品，争取让宁
波的草制品走得更远。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的，
除了宁波的草席，还有宁波的草种、草
席编制技艺和草帽。

“蔺草可以说是中日友谊草。”俞
舜民说，宁波的草席技艺传到日本
后，经过漫长的进化和改良，日本人
的蔺草品种和制席技艺已有所变化。
根据机器织席的特点，日本人培育出
了草茎更长、更柔软，也更适合机器制
席的蔺草。

蔺草不但能制席，还能制作各种
生活用品和玩具。俞舜民说，宁波的
草帽也曾垄断过南洋的草帽市场，高
峰时期的年出口量达到20万顶。

采访中，俞舜民也表达了自己的
隐忧。“如今，随着种植面积减少，蔺草
制品企业也有所减少，蔺草发展形势
面临新的挑战。”他希望趁着“一带一
路”的东风，让宁波的蔺草行业再创辉
煌。 记者 孙美星

一千年前，宁波草席已扬名海外
传统草席编制技艺传承有序，
延续千年的“海上草席之路”可望再创辉煌

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⑥

一草荣千年。宁波是草席的故乡，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再
一寸一寸编制出的宁波草席，光滑紧致，经久耐用。从1000多年前的
唐代开始，宁波草席就已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到达十几个国
家。如今，织席机的压筘声仍在回响，传承了千年的蔺草依然飘香，精
美的现代蔺草制品正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得更远。

十天三市黄古林，花席双草白麻
筋。宁波黄古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草
席的生产和集散地。探访宁波草席的
第一站，记者来到了古林镇上的黄古
林草编博物馆。

早上9点刚过，黄古林草编博物馆
已经接待了四批共计100多位游客。
馆长蒋福寿说，宁波是草席的发源地，
主产地鄞州在1995年被农业部命名
为“中国蔺草之乡”。如今博物馆年参
观人数达5万多人次，七成左右都是来
自外地的游客。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芦苇席残片照
片，马王堆汉墓中古代草席的图片
……黄古林草编博物馆里有1000多

件展品和几百件近代藏品。从古时候
“席地而坐”一词的来源，到几十年前
“草席一甩，下饭一篮”的农家谚语，黄
古林草席的前世今生近在眼前。

“古林镇生产的草席，书名叫灯心
草凉席，又叫席子、席爿、越席、滑子、
明席和宁席。”蔺草研究专家俞舜民研
究宁波蔺草和草席50多年，他告诉记
者，宁波的草席和江苏扬州的朴席、苏
州的璞关席一起，誉为中国三大名席。
距今约五千年的古林芦家桥遗址中，就
有经纬编制的碳化草席碎片实物。而
宁波草席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则要
从唐代开始。据宋代《宝庆四明志·六
卷市舶篇》记载，唐代开元元年（公元

713年），草席通过海运出口朝鲜，而且
还被作为官府的礼品进贡或馈赠。

黄古林草编博物馆挂着一张“海
上草席之路”，清晰地绘制出了从唐代
起，宁波草席漂洋过海的传奇经历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草席曾
销往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尼、柬埔寨
和越南等国。

宁波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张
如安介绍，元代元贞元年，元成宗遣使
真腊（如今的柬埔寨），使臣随员周达
观根据亲身见闻撰写了一本《真腊风
土记》，其中就列出了明州草席。周达
观在真腊民居中看到“地下所铺者，明
州之草席”，说明当时的宁波草席已经
远销柬埔寨。

眼下即将进入蔺草收割季节，走在
古林镇，道路两边随处可见绿油油的蔺
草田。民间传说蔺草的草茎细长，顶端
尖锐，酷似绣花女用的针，正是古代天上
仙女不慎掉入凡间的绣花针。

黄古林的草席曾被当作国礼赠送
给国际友人。1954年，周恩来总理去
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时，就曾携带40
条黄古林白麻筋草席赠送给国际友

人，外国朋友对宁波草席大加赞叹。
为什么黄古林一带是宁波草席的

发源地？俞舜民说，这是源于黄古林
一带有独特的地理条件。江南梅雨的
气候是蔺草生长的必要条件，这也是
为什么蔺草在江南以外的地方难以生
长的原因。此外，包括古林、集士港、
高桥等区域都是广德湖腹地泥涂地，
土层深厚，土壤酸碱度适中，特别适合

蔺草生长。宁波西乡一度呈现家家种
蔺草的景象，古林镇更是有“万家做
席，百家卖席”的说法。

黄古林一带家家户户赖以为生的
草席，还曾成为退敌的秘密武器。张
如安教授讲述了这段传奇的历史。南
宋初期，鄞州草席生产已十分盛行，
据《浙江通志》载：“建炎三年十二
月（公元1130年2月9日），浙东制置

史张俊与金人战于明州西门，俊见民
闻多织席，遣兵敛取之，以重席复于
路，金骑践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击
之，斩获甚众。”

张如安教授说，用草席铺地，使得
金兵的马匹奔跑时打滑，宋军得以杀
金兵数千人，打了大胜仗。从此草席
又称“滑子”，声名显赫，这就是民间盛
传的“高桥大战”。

时光荏苒，一晃千年。如今在古
林镇，祖祖辈辈流传的织草席技艺得
以传承。

循着蔺草的草香，记者来到古林
镇仲一村的一家农舍，65岁的郑仁菊
和老伴王卫国正在木制的织席机前忙
碌，做的是古林最富盛名的白麻筋草
席。郑仁菊和草席打了50多年的交

道，从12岁开始就做草席，她也是草席
编制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

织席机上，一根根紧绷麻筋为经
线，蔺草为纬线。两位老人配合默契，
一人坐在织席机侧面穿草，一个人坐在
席机正面压筘。做一床草席要1万根
左右的蔺草，郑仁菊一次向织席机送2
根草，看似简单的动作，蕴含几十年的

功力。穿草要又快又准，要把两根草均
匀送到席子两侧，且不碰到紧绷着的麻
筋，整个过程讲究节奏和手感。

王卫国的活也不好干，木质的筘
重达10公斤左右，普通人用两个手抬
起都费力，织席人却需要每天抬起放
下几千次。几十年的劳碌，王卫国双
手每个关节上都有厚厚的老茧，刺都

扎不进，这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手工白麻筋草席“密不透风，紧

不进水”，一张草席用上十几年都不会
坏。如今，经常有人来仲一村求购，还
有远在日本、美国的华侨托亲友代购。

不过因为织席太苦，如今仲一村里
编织草席的人越来越少。郑仁菊说，如今
村里还在手工织席的人家不过五六户。

草席的历史 “海上草席之路”从唐代开始

草席的故事 曾退过金兵，还被当做国礼

草席的传承 万根蔺草织成一张席

草席的贸易 蔺草制品敲开欧美市场大门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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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蔺草品种和技艺曾东渡日本
南洋草帽也曾是宁波制造的天下

古林农家在收割蔺草（资料图片）。 记者 胡龙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