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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统，你知道些什么
尽管算不上纺织专家，张西美在这个行当的资历仍然颇深。早年，她是香港最优秀的电影服

装指导之一，合作过的大导演有胡金铨、王家卫、徐克等。1990年，她为林青霞、张曼玉主演的电影

《滚滚红尘》设计服装，并借此摘得金马奖最佳造型奖和最佳美术设计奖。

和普通服装指导相比，张西美更认真细致，“老板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穿？乞丐呢？”为

此，她坐地铁时观察乘客的衣着，猜测其职业，还阅读纺织史。“我想在光影中重塑人的生活。”久

而久之，布料、纺织重塑了她的生活。她进入到经天纬地的世界。

起初，张西美花大力气研究绞丝旁（纟）。她搜集了两百多个汉字，包括了大量常用字词，如红、

绳、纠、总统、组织、综合、千丝万缕、丝丝入扣……据她考证和理解，这些字词的源起多与纺织有

关。“总统的统，本意是管理很多的丝线——织布机上成千上万，管理当然很不容啦。还有综，综框

是织布机的重要零件，综框越多织出的花样越丰富。这样，你就明白什么叫作综合了。”

2004年，张西美在香港文武庙附近开设“高呼希云”。乍一听很古怪，实为英语Cloth Haven的

转音，直译“布料避难所”。张西美觉得自己收集冷门的纺织品，这名字正合适。

打一开始，高呼希云就面向公众开放：每三个月办一场主题展，与纺织有关，又贴近生活。比如

“手帕展”。漫画家欧阳应霁提供了近百条，有老人更拿出初恋情人的手帕。很多手帕上印着年历、

航空路线、卡路里计算表等等，极富生活情趣。张西美还不定期开班，传授织布技艺。曾有学生告

诉她，首次织布后做了个“彩色的梦”。

2013年初，张西美将梦搬到上海，出任金泽工艺馆纺织部总监。她的藏品、织布机、技艺和理

念也都搬了过来。

金泽工艺馆由梅冰巧创办，她常年收藏纺织品等老物件。梅的丈夫张颂义是著名投资人，他

哥哥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推手、汉雅轩艺术总监张颂仁。其实，工艺馆只占他们在金泽的庞大

项目的“七分之一”。

关于未来，你知道些什么
近些年来，张颂仁、张颂义、梅冰巧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画家胡项城合作，把金泽镇上的废弃

工厂区打造成“一整个中国传统村落”。它将作为艺术家、音乐家和工匠的工作中心。张颂仁曾解释

其用心：“这是我们为回归中国文化本源所作的努力，在欧洲，文明始于城市，在中国则始于乡村。”

该项目正在进行，有七大空间，全部竣工尚需好多年。目前成规模的有嘉礼堂、四民会馆、金泽

工艺馆等，宿舍、仓库也相继落成。其中，嘉礼堂将成为当地举办祭祖、丧礼、季节性仪式的场所。四

民会馆为明清乡村风格建筑，供研究机构入驻。金泽工艺馆则着重承继传统手工艺，并探寻其与

现代生活的结合点。

由此视角俯瞰，金泽工艺馆被纳入了一幅完整的生活图景。它不孤立不封闭，勾连着金泽的历

史与当下。这也契合张西美的观点：“传统手工艺不应该只在博物馆里展览。”

金泽工艺馆没有展柜，织布机、布料、古董级衣物均公开放置，设计师甚至可以轻抚帝王的龙

袍，细细体会其用料、做工——前提是戴白手套。遇有访客，张西美会亲自讲解。“我不够专业，但

你能听懂，至少明白了织布的原理和过程。”每次她解析绫、罗、绸、缎的区别，访客都会发出阵阵

表示恍然大悟的赞叹。

最具特色的是“驻场织人”。馆内有一对来自贵州的苗族母女，张西美从她们手中收购了苗

族服装和织布机，后干脆请来驻场，传授苗族女红。从纺纱、绣花、织布到染布，这对母女无不精

通，给张西美及其学员不少启发。他们也发现，从前的妇女文化水平低，织出的纹样较简单。如果

现代人掌握了传统技艺，就能推陈出新。

馆内还有苏州大学的纺织老师，正依照国画编织锦。“这叫缂丝，皇家的织物都采用这种技

艺。一匹织锦要织好几年。”张西美说。金泽工艺馆和苏州丝绸博物馆亦有合作。

对未来她是乐观的。她鼓励年轻人来参与，“以新角度认识和运用传统工艺，或许能走出一条

新路。”

刘城铭  北京服装学院艺术服装设计专业
大多数同学喜欢做新潮衣服，我没兴趣。我欣赏传统手工艺，在北京读书时曾跟一位老

婆婆学京绣，记录了她的针法。到金泽工艺馆后跟苗族妈妈学织布，最大的感触是她特别认

真，今天很多设计师都做不到。馆藏物件，比如针线包、裙子也开了我眼界：原来光是色彩运

用，就如此变化多端啊！

	

小月Siuyuett  书籍装帧设计师，自称“制本家”
六七年前我跟Edith（张西美）学织布，之后自学做书，编织技艺被融入了工序中。这次来工艺

馆，先是修理旧织布机使它重生，很有满足感。而跟苗族婆婆学习让我感到，虽然现代工艺要方便得

多，但传统技艺在用针、手势等方面依然值得借鉴，特别是亲力亲为跟看书本、照片学差别很大。

厉致谦Colourphilosophy  产品设计师、书籍设计师等，金泽工艺馆合作者
我一直在实验将传统竹材运用于日常设计中，目前成功的有杯垫、文具、灯罩等等，连我自家

的室内装潢都用了竹子。我还从上海一家快要倒闭的铸字厂里进了大批1960年代的铅字，重新包

装后卖出1万多粒。传统工艺并未灭绝，只是缺少设计理念和发行渠道，大众认识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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