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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中银E贷 您的消费新主张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个人网

络信用贷款中银 E 贷满足您旅游、装修、购

车等消费需求，只要您在聊城缴存公积金，

就可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在线办理中银 E

贷，无需担保，最高 20 万元，按日计息，在线

审批、即批即用，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中国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聊城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柳园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古楼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高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花园南路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柳园北路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昌润路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卫育路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新时代广场支行

8423872

8510506

8809312

8229576

8422667

8708567

8228801

8325676

8462112

8278037

8310755

文/图 本报记者 王鲁斌

鲁锦，在聊城的非遗名录中被
称为东昌古锦，它有一个更接地气
的名字，那就是“老粗布”，是老一辈
人“身上衣”“炕上被”的主要原材
料。东昌古锦技艺流传于东昌府区
沙镇镇，并以此为中心辐射至东昌
府区全境及周边地区，有500多年的
历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
的民族特色。明清时期，东昌古锦
曾被作为贡品进献皇宫。

8月27日上午，记者在鲁西民间
艺术体验馆看到了两台古老的织布
机，它们的主人就是东昌古锦的省
级传承人梁平。今年50多岁的梁平
是东昌古锦代表性传承人，她从小
时起就对织布机产生了兴趣，经常
趁着奶奶离开织布机的片刻工夫，
上去蹬两脚，时间长了也就学会了
纺线织布。梁平对织布机的“痴迷”
一直延续到现在。

梁平告诉记者，东昌古锦的纺
织工艺十分复杂，从采棉到上机织

布要经过大小 72 道工序，用色通常
是红绿搭配，黑白相间，蓝黄穿插，
花样造型主要有方格、条纹、斗纹、
短纹、鱼眼、双喜字等，有“两匹缯”

“四匹缯”等区别。东昌古锦具有无
污染、透气性好、吸汗、富有弹性、冬
暖夏凉、不起静电等特点。编织东
昌古锦所用的工具是梭子，把纬线
穿进梭子里，丢梭时力量要均匀，通
过脚不停踩动，让织布机前后摆动，
左右交合，从而将纬线织入。

500多年来，作为世代沿用的一
种纯棉手工纺织品，东昌古锦具有
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
色，一梭一线，都凝聚着鲁西地区传
统文化的韵味。2006 年，东昌古锦
列入第一批省级非遗名录。

“零落床头旧机杼，池水沤麻还
织布。”经纬纵横间织就的一张张老
布，摸起来就像老人的手，虽然粗
糙，但温暖，纯棉质地、手工织造、民
族图案的特点让东昌古锦返璞归
真，亲近自然。梁平织造的每一匹
东昌古锦都蕴含着浓厚的乡土气

息，也饱含着她对传统布艺的热爱。
作为男耕女织时代的产物，东

昌古锦来自一个个农家小院。如
今，随着现代纺织工业的高速发展，
传统的手工纺织失去了生存空间，
东昌古锦这项非遗技艺濒临失传，
好在有梁平这样的手艺人一直在坚
守。

为了能让东昌古锦更好地传承
下去，梁平在保留传统手艺的同时，
改进纺织技法，创新样式设计，并与
传统服饰相结合，制作了一系列文
创作品。她用老粗布纺织的老虎
帽、老虎鞋、香囊等传统工艺品很受
年轻人青睐，经常有年轻人前去学
习纺织技艺。她还积极参加各种非
遗活动，开办民间手艺培训班，把农
村的留守妇女组织起来学习纺织技
艺，在帮助村民致富的同时也为东
昌古锦培养后继人才。

既要保留传统工艺，又要创新
发展适应现代生活，东昌古锦的传
承道路任重道远，在梁平看来，东昌
古锦织出来的不只是布匹和美丽的
图案，更多的是希望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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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纺织的东昌古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