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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女”到“织女”，是新的捍卫

姚雨婷找了一个舒适的位置，斜坐在沙

发上，开始了采访。她身穿浅色修身的休闲

服，谈笑起来的时候，爱用“特别有意思”来形

容自己在“守业”过程中的经历。

正式回归费庄华发，也不过是在三年前

的事。此前学武出身的姚雨婷曾在警校任

教，也曾在某政府单位工作，“10 岁的时候觉

得练武术很酷，就义无反顾报名了武术学校，

而后考上警校，也是希望自己能发挥所长。”

但这些在外人看来光鲜并安稳的工作却并没

有让她称心如意。

正当她一度迷茫困惑，回过身来，织造厂

里明快的机杼声给了她回响。“我从小就很熟

悉，倒也没觉得特别，越长大越发现真正了解

杭缎，从事杭缎织造的人真的不多。”

大学时期，姚雨婷每逢寒暑假回来，就给

自家厂里做暑期工，对于翻丝机、絣丝机、织

布机、加捻机等各种机器的操作熟稔于心。

“我觉得自己有时候挺冲动的，但在面对织机

的时候，却总能静下心来。”姚雨婷说。

她口中的杭缎织造技艺是通过经纱线或

纬纱线沉浮在真丝面料表面或通过交织错落变

化，形成花纹或图案的一项技艺，已经有千年的

历史。在丝绸界一直有着“苏丝杭缎”之说。

不过在姚雨婷看来，这门传统手艺却始

终处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

虽然姚雨婷父辈的几个兄弟几乎人人都

有自己的织造厂，但是一直专注杭缎织造，坚

持下来并且成就相当规模的，只有姚雨婷父

亲一手创办的杭州费庄华发织造厂，这也是

目前国内最大的杭缎织造企业。

“像我们公司接触到大部分订单都是来

自日韩意国家。”姚雨婷表示，早在 10 多年

前，杭州费庄华发织造厂生产的杭缎工艺领

带便走进了法国巴黎卢浮宫，成为卢浮宫热

卖的旅游纪念品，并与纪梵希、迪奥、MCM

等品牌有过合作，但与其在国外的声名相比，

国内人群对于杭缎的了解却差了一大截。

“如今父母年纪大了，之所以一直坚持在

做，还是因为有一份情怀和责任在里面。祖

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如果连我们都忘记，那

么还有多少人会去了解它？”袅袅的机杼声仍

在耳边轻荡，回顾着过往记忆，姚雨婷想通了

一件事，“这些年我心心念念所找寻的事业其

实就在眼前了。”

接手织造厂，老树发新枝

“有人觉得我是‘跨界’，不管是习武还是

做警察都跟丝绸不搭边。但是我觉得‘跨界’

也是一种优势。”姚雨婷认为，自己的经历对

于传承杭缎织造这门技艺并非全无帮助，有

时候她反而更能跳脱出传统的桎梏，将一些

新想法融入其中。

2016 年，在杭州费庄华发织造厂二楼，

开辟出了一个 100 平米的展厅空间里，里面

摆放着来自各个年代里的织机、木梭以及杭

缎产品。“我觉得杭缎对于客户的吸引力不仅

仅是在品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样受到热

捧，打造这个展厅的目的，一方面就是让客户

对杭缎有更好的了解。”

但姚雨婷的这一做法，起先在父辈看来

简直与烧钱无异。“他们靠织机发家，在行业

里干了大半辈子，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谁把厂

里的织机摆出来看的。”这些抵触的小情绪，

总时不时要挑动对其管理能力的质疑，但姚

雨婷内心想法却在此刻越发清晰：她要做的

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展厅，而是一个具备体验、

参观、生产功能的“园林式工厂”。

“如果你足够细心，你会发现这个展厅的

装饰与丝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是

“跨界”那就跨得干脆点，姚雨婷想着，并首先

在展厅的家装与丝绸结合上做了尝试。“人们

对丝绸的印象可能就是传统古风的那种感

觉，实际上运用丝绸的质感和线条也可以做

出很多现代化的设计。”基于这一理念，姚雨

婷还着手研发了新的花纹图案，并对已有的

丝巾、服装样式进行了升级改造。

此外，姚雨婷也努力在提升体验感受上

做了很多尝试。为了当好展厅讲师这一角

色，姚雨婷还向土布织造技艺传承人取经，学

习土布织造的非遗传承经验，并在实践中结

合茶染等新的技术，丰富手工体验。包括给

小孩子开展一些与丝绸织染的课程，加入抽

丝剥茧、布料织染等工序介绍等。

而伴随着客户之间口耳相传的口碑，展

厅慢慢有了人气，杭缎技艺也收获了更多的

关注。2016年，杭缎织造技艺被列入第六批

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姚雨婷被选为

杭缎织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

今，费庄华发织造厂每年都能吸引两到三千

人前来参观杭缎技艺，并与部分学校合作开

展“第二课堂”，接待了来自学校、旅游团等

20多支队伍。

而对姚雨婷来说，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

莫过于获得了家族长辈的认可，“虽然还没到

收回成本的时候，但他们认可了我的方向。”

新老合作，蔚然成风
作为一家标准的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进行

产业升级的问题同样砸在姚雨婷头上。面对这

一问题，姚雨婷的态度则显得颇为中庸。“不同

于一般的工厂，我们客户个性化需求在产品流

程上的表现就是一种非流水线式作业。”

姚雨婷介绍，织造业发展到现在，大部分

工序已经完全可以由机器代替，通常一百多

平方的车间、数十台机器只需要一两个人就

能控制，大批量生产完全可以实现。但机械

化给丝绸行业或者说织造工人带来的问题，

往往不是“一棒子打死”这么简单。

“手工制作也有它的优势和市场，特别

在杭缎上，手工制作出来的质感与机器织

造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费庄华发

里的许多工人从它还是个作坊的时候，就

已经在这，“这些老工人经验丰富、基础扎

实，而按他们以往的生产习惯，只要答应了

什么时间做到，就会做到。可能今天少做

一点，明天就多做一点，但工期一定不会延

误。”

不过对于刚开始管理订单的姚雨婷来

说，这种“不定时”的习惯如同一颗“炸弹”，总

让她时时绷紧神经。为此，她也曾尝试要求

工人每天定工定量，然后把数据问题和步骤

都记录在纸上。但这样精细化、流程化的管

理，在这里却遭遇“水土不服”。在保留了一

些必要的管理步骤之后，姚雨婷开始接受了

眼下的状态，并利用这一特点，尝试在产品上

往两方面铺路。“一个是往最传统的方向走，

去追寻汉代、唐代的纹样，把传统做到极致。

另一个则是要和国际接轨，多设计出潮流的

样式。”

但越传统，这条路也越是难走。“无从可

考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难题。”不过，姚雨婷却

觉得很尽兴。“跟老师傅们坐在一起，研究织

法甚至改良机器，每当还原出一个样式，便觉

得又保留了一份老祖宗的遗产。”

而近些年，不断兴起的汉服热给了姚雨

婷很大的信心，“其实传统的东西比我们所预

想的市场要大很多。像我们有许多韩服、和

服的订单，我当然更希望未来我们的产品能

穿在国人的身上。”

此外，她也在寻找许多不同行业的设计

师，把丝绸与景观、家装、建筑等结合在一起，

用她的话说，“这样能够让杭缎的内容更加丰

富，跟上时代，就像产业升级一样，机械化设

备的引进不能停，但我们同样为手工制作留

有位置。”下一步，姚雨婷已经想好要在新厂

房里开辟一个 1000 平米的展厅，将她的“园

林式工厂”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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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雨婷：新与旧的传承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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