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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黄道婆文化研究推论性的困境和缺陷，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从黄道婆

文化的本质、内核、外延三个维度进行再研究。研究表明: 一方面，黄道婆文化的本质为中国古代的

工匠精神，其内核是乌泥泾棉纺织技术，该纺织技术是由黄道婆在黎族棉纺织技术的基础上，直接运

用、改良黎族棉花加工与纺纱技术，创新式地将汉族丝织行业的整经、制纬工艺及麻织行业的织造工

艺运用到棉织技术上。同时，黄道婆文化的外延则为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另一方面，黄道婆文化

是在乌泥泾棉纺织技术、棉纺织文化与长三角地区风俗互动的过程逐渐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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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ferential dilemma and defect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Huang Daopo culture，
this paper used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to re-evaluate the essence，core，and
extension of Huang Daopo cultu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on the one hand，the essence of Huang Daopo culture is
the spirit of ancient Chinese craftsmen． Its core is the Wunijing cotton textile technology，while the cotton textile
technology is directly used by Huang Daopo based on Li textile technology． The improved Li nationality cotton
processing and spinning technology has innovatively applied the warping and weaving techniques of the Han silk
weaving industry and the weaving process of the Maw industry to the cotton weaving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extension of Huang Daopo culture is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Huang Daopo culture is a regional culture which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Wunijing cotton textile
technology，cotton textile culture and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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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道婆 ( 公元 1245—1330 年) 文化相关的

研究学术界已有大量的专著与论文，其中有三本专

著( 论文集) 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一些新观点。1 ) 张

渊、王孝俭主编的《黄道婆研究》( 论文集) ，其中有德

国学者戴埃特·库恩撰写的“关于十三世纪的黄道

婆的传说: 从纺织能手到种艺英雄”的论文。2) 陈澄

泉、宋浩杰主编的《被更乌泾名天下: 黄道婆文化国

际研讨会论文集》; 3) 谭晓静著的《文化失忆与记忆

重构: 黄道婆文化解读》［1］。然而，大多数学者都将

研究的精力投放在黄道婆的籍贯、身份及与黎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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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等“黄道婆身世经历问题”上。由于对黄道婆个

人事迹的历史记载仅出现在陶宗仪( 1329—1412 年)

的《南村辍耕录》( 1366 年正式刊刻) 、王逢( 生卒不

详) 的《梧溪集》( 刊刻于明洪武时，即 1368—1398
年) 、《松江府志·卷六》( 明代崇祯版) 中。除王逢

明确指出黄道婆为“松之乌泾人”外，《南村辍耕录》
和《松江府志》并未指明，仅以“有一妪名黄 ( 道) 婆

者，自崖州来”的表述。不难看出，元明时期的学者

都未能明确“黄道婆的身世经历问题”。因此，目前

大多数学者所做的研究是对黄道婆的历史记载和民

间传说的推论和演绎，辉格史观严重。笔者认为，对

黄道婆文化的研究应跳出这种毫无结果的怪圈，站

在黄道婆文化本质的高度，从其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出发，全面考察黄道婆文化内核和外延，探究其从地

方性纺织知识到纺织文化的嬗变，从而解读黄道婆

文化对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

1 黄道婆文化本质表征的是工匠精神
黄道婆文化的本质是以乌泥泾为核心的长三角

地区纺织文化，其最初的形态为乌泥泾的地方性棉

纺织知识，而其本质表征的却是工匠精神。所谓工

匠精神是工匠们对设计独具匠心、对质量精益求精、
对技艺不断改 进、对 制 作 不 竭 余 力 的 理 想 精 神 追

求［2］。笔者认为，工匠精神的实质还应该包括“无私

奉献”的精神，只有在“无私奉献”的指导下，工匠的

专业价值才能升华为人生价值。元代黄道婆所引发

的黄道婆文化本质表征的就是一种纺织工匠精神。
据《南村辍耕录》记载:“国初时，有妪黄婆者，从崖州

来，乃教以作造杆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

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
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

泣而共葬之; 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

乡人赵愚轩重立。今词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

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3］由此可知，一方面，黄道

婆的“工匠精神”体现在其所织棉布的“粲然若写”历

史文献中; 另一方面，黄道婆无私地传播棉纺织技艺

又体现了“工匠精神”中“非利唯艺”的目的。因此，

她才能得到乌泥泾乡民的敬重和崇拜，最终引发了

黄道婆文化。

2 乌泥泾棉纺织技术产生的基础与条件
乌泥泾棉纺织技术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

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的必然性上看，乌泥

泾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棉纺织技术的产生作好了物质

准备，元明时期( 1271—1644 年) 的税赋政策刺激了

乌泥泾棉纺织技术的飞速发展。从历史的偶然性上

看，黄道婆的个人经历最终成就了乌泥泾棉纺织技

术的产生。
2． 1 乌泥泾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棉纺织技术的产生

和传播奠定了基础

乌泥泾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而这种独特的地

理环境非常有利于棉纺织技术的传播。笔者认为，

这种有利的地理环境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

宋元时期( 960—1368 年) 乌泥泾镇交通便利、市镇繁

荣。其实乌泥泾之名得自于水道之名，作为水道，它

北连长桥港( 一名春申塘) 、南通华泾港，由西向东入

于黄浦，盖唐宋间大河，海舶辐辏，帆楫栉比。作为

地名，镇东南联浦东，北接长桥镇，宋元间极盛，商贾

云集［4］。到了元代( 1271—1368 年) 乌泥泾镇规模很

大，旧志称其“人民益于他镇”［5］。不难看出，宋元时

期乌泥泾的物资、人员的交流十分频繁，为棉纺织技

术的传播创造出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乌泥

泾自然环境并不优越，土地贫瘠，当地人穷则生变，

大约在南宋时期( 1127—1279 年) 就已经开始从闽粤

一带引进棉花种子，并广为栽培［6］，为黄道婆大力传

播、改进黎族棉纺织技术提供了原料基础。
2． 2 元明时期的税赋政策刺激了松江乌泥泾棉纺

织技术的飞速发展

唐代( 618—907 年) “安史之乱”之后中国的经

济中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最为突出的重

赋区。正如唐代韩愈所言“赋出天下 而 江 南 居 十

九”［7］，说明了江南重赋在唐代中后期就已开始。这

一趋势在宋代进一步发展，如陆游《常州奔牛闸记》
所载:“方朝廷在故都，实仰东南财赋，而中吴尤为东

南根柢，谚曰苏常熟，天下足!”元朝在江南延续唐宋

时期的重赋政策，据《元史》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

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

南。”［8］到了明代 ( 1368—1644 年) 江南地区又是成

为税赋中的重中之重。据明代丘濬所言: “以今观

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

浙十九也。”［9］笔者认为，元明时期江南地区重赋情

况不仅说明统治阶级对该地区的深度开发促进了其

越来越繁荣和富庶，而且还映射出官府对该地区农

民的剥削也越来越重。毫无疑问，江南地区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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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为了生存，不仅要提高自家土地的利用率，而且

还要将家庭劳动力发挥到极致。当黄道婆将海南黎

族棉纺织技术传播至乌泥泾，并对棉纺织工具进行

改进创新后，适应当地农民家庭的生产组织形式，合

理地使用家中老幼和女性劳动力，缓解了重赋压力。
因此，棉纺织技术在以乌泥泾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得

到广泛传播与发展，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
2． 3 黄道婆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乌泥泾棉纺织技术

乌泥泾独特的自然环境、元明时期江南地区的

税赋政策都是促进乌泥泾棉纺织技术产生和发展的

外部因素，而起到最关键性作用的是黄道婆的人生

经历。笔者认为，从乌泥泾棉纺织技术起源的角度

看，黄道婆的技术人生应该分为海南崖州学艺和上

海乌泥泾传艺两个阶段。在黄道婆的技术人生中有

两个不争的事实: 1 ) 不论黄道婆是上海松江乌泥泾

人，还是海南崖州黎族人，她年轻时曾经在海南崖州

学习过棉纺织技术，并精通此项技术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 2) 无论黄道婆出于什么目的来到乌泥泾，如落

叶归根说、传播明教说、逃避灾祸说等，其实对于笔

者所研究课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曾经在乌泥泾

努力改进并传播棉纺织技术这个不争的事实。正是

由于黄道婆技术人生中的这两个不争的事实，才成

就了乌泥泾棉纺织技术，使得乌泥泾棉纺织技术产

生的历史必然性( 自然环境、税赋政策) 和偶然性( 黄

道婆的人生经历) 达到完美统一。

3 乌泥泾棉纺织技术体现了黄道婆文
化的内核

作为一种棉纺织文化的黄道婆文化其内核必然

是棉纺织技术，笔者认为，黄道婆自身所掌握和传播

的棉纺织技术只是乌泥泾棉纺织技术的源头，正如

库恩［10］博士所言，黄道婆的传说所体现的是从纺织

专家到种艺英雄的转型。因此，乌泥泾棉纺织技术

本质就是黄道婆文化的内核，所有黄道婆的祭祀、礼
仪、传说和表演都是建立在乌泥泾棉纺织技术的基

础上。乌泥泾棉纺织技术包括棉花加工、棉纱纺制、
棉布织造三大工艺。
3． 1 乌泥泾棉纺织技术是黎汉两族纺织工匠合作

的结晶

乌泥泾棉纺织技术是黎汉两族纺织工匠共同创

造出来，由于黎族人利用棉纤维的时间要远早于汉

族，有充足的时间积累棉纤维的加工技术。因此，在

棉纤维加工领域黎族必然领先于汉族。反之亦然，

汉族早在七千年前就创造出灿烂的丝绸文明，非常

重视织造工艺，在织造机械和显花技术方面必然领

先于黎族。当黄道婆将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带回乌泥

泾，就会对其进行继承与创新，创造出融合两族纺织

技术的乌泥泾棉纺织技术。
3． 1． 1 乌泥泾棉加工技术源自黎族

棉花加工工具主要包括扎棉机和弹弓。笔者将

乌泥泾与海南黎族的扎棉机和弹弓进行比较，发现

这两者的实际差异并不是很大，反映出两者之间的

亲缘关系。
首先，从扎棉机的形制上看，乌泥泾扎棉机的形

制与黎族扎棉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黎族扎棉机

为木质，构造较为简单，由四块木板装成( 图 1 ) 。木

框上面树立两根木柱，高度一尺五寸许，柱头镶在一

根方木下面，柱的中央装着两个曲柄转轴。笔者在

上海七宝古镇棉纺织纪念馆也见到乌泥泾木绵搅车

实物( 图 2 ) ，其形制正如《王祯农书》中记载所言:

图 1 海南的黎族扎棉机

Fig． 1 A picture showing the ancient cotton gin of
Li ethnic group in Hainan

图 2 上海的汉族扎棉机

Fig． 2 A picture showing the ancient cotton gin of
Han Chinese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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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绵搅车，夫搅车、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

许，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末柱窍不透。
二人掉轴，一人喂上绵英; 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绵

出于外，比用碾轴，工利数倍。”［11］由此可知，乌泥泾

的木绵搅车在原理上承袭了黎族扎棉机，只是将其

大型化和效益化。
其次，从棉花开松器具弹弓的形制上看，乌泥泾

弹弓也是在黎族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创新改进。黎

族弹棉是用竹制或木制的弹弓 ( 图 3 ) ，弹弓一般长

80 ～ 100 cm，宽约 2 cm，用竹篾或木片弯曲制成，没有

弓椎。弹棉时，一手握弓，将弦伏于棉花上，另一手拉

弦，弦震动将棉花弹散［12］。而乌泥泾的弹弓( 图 4)

则采用绳弦而并非线弦，且弹弓长达到四尺［13］。这

种改进后的弹弓大而有力，需要用到弓椎，弹出的棉

花均匀、洁白而且产量得到极大的提高。

图 3 海南省博物馆中的弹弓

Fig． 3 A picture showing the ancient cotton bow
in Hainan Provincial Museum

图 4 七宝棉纺织馆中的木制弹弓

Fig． 4 A picture showing the ancient cotton bow
in Cotton Textile Museum of Qibao Town

3． 1． 2 乌泥泾棉纺车在细节上改进了黎族棉纺车

从纺车的操作原理上看，乌泥泾棉纺车与黎族

棉纺车并无本质上差别，只是在细节上对其进行改

进。黎族所使用棉纺车为脚踏式单锭纺车( 图 5) ，结

构极为简单，纺车由机架、脚踏杆、传动轮、皮带、锭

子等组成。而乌泥泾最典型的棉纺纱器具则为脚踏

式三锭纺车( 图 6) ，笔者认为，与黎族棉纺车相比它

主要具有三大优点: 首先，脚踏式三锭纺车将黎族的

单锭改为三锭，提高了二倍的纺纱速度; 其次，将脚

踏板一端用铁皮包成的锥形，将锥尖放入轮面上靠

近轮轴处一个小孔内，形成脚踏偏心轮的运动状态，

这种改进不仅增加了纺车的使用寿命，而且更加省

力; 最后，为了提高棉纱的质量，脚踏式三锭纺车的

纺轮明显要比黎族的单锭纺车的稍大一些，纺轮与

锭子的传动比明显增大，就可以纺出更细的棉纱。

图 5 黎族棉纺车

Fig． 5 A picture showing a spinning wheel of Li nationality

图 6 上海黄道婆纪念馆中的三绽纺车

Fig． 6 A picture of three-spindle wheel driven by treadle
in the Memorial Hall of Daopo Huang in Shanghai

3．2 乌泥泾棉织器具实现了对黎族棉织技术的超越

乌泥泾棉织器具包括整经制纬和织造的器具，

根据《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九纩絮门( 木棉附)

中所言“经 纬 制 度，一 倣 紬 类。织 纴 机 杼，并 与 布

同”，说明乌泥泾棉纺织技术的整经制纬器具采用丝

织的整经制纬工具，而织机则采用布机( 织造麻布的

织机) 。
其实乌泥泾棉织机与黎族棉织机区别很大，从

棉织机的形制上看，黎族棉织机属于原始腰机(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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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畴，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它是以人的双腿为机

架，通过腰脊间的皮带来调节经纱的张力，可谓“人

机合一”。同时，采用几根简单的木棍 ( 卷布棍、地

综、提花综、绕经纱棍、导纱棍、分绞棍) ，并结合挑花

技术来完成复杂纹样的织造。

图 7 黎族腰织机

Fig． 7 A picture showing the waist loom of Li nationality

然而，乌泥泾棉织机具则属于斜织机，复杂程度

要远高于原始腰机。笔者在上海市徐汇区黄道婆纪

念馆看到这种斜织机，其结构图可从清人卫杰( 生卒

不详) 所著《蚕桑萃编》中清晰地展现出来 ( 图 8 ) 。
根据踏板与综框的联结方式可知，这种织机为典型

的互动式双综双蹑织机。不难看出，其开口机构由

两片综框、两个踏板组成。本质上这种类型的提综

方式就是利用杠杆原理使两层经纱分别朝相反的方

向牵伸，形成更大的织口，方便打纬。

图 8 《蚕桑萃编》中的互动式双综双蹑织机

Fig． 8 An illustration showing the balance two healds-two
treadles loom，reproduced from“Collection of Important

Essays on Sericulture”

4 区域文化的形成体现了黄道婆文化

的外延
笔者认为，黄道婆文化起源于乌泥泾棉纺织技

术，由于棉纺织技术的巨大经济影响，从而产生了棉

纺织文化，并萌芽出独具特色的黄道婆文化。同时，

在黄道婆文化发展过程逐渐与长三角地区其他习俗

文化共同构建出长三角地区的地域文化。
4． 1 黄道婆文化的特点

黄道婆文化是由民间对黄道婆带来的技术致富

而自发形成的，具有典型的民间文化特点。因此黄

道婆文化对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民间崇拜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鼓励，使黄道婆文化

的发展异常顺利。笔者赞同樊树志的观点［6］，即黄

道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两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1) 影响力和价值必须从区域影响扩展至全国甚

至国际上，扩展了民间崇拜的广度。清代上海松江

地区出产的“南京棉布”不仅运销到全国各地，而且

还大量出口到西方。早在 18 世纪 30 年代，英国东印

度公司已经开始购买“南京棉布”，并在 19 世纪的法

英两国流行，成为 19 世纪 30 年代西方新潮时装的重

要面料。可见乌泥泾棉纺织技术在清代已经从长三

角地区影响到全世界。2 ) 得到官方承认和认可。其

实，早在明代成化年间( 1465—1487 年) ，在上海知县

刘琬主持下重建黄道婆祠于乌泥泾镇，开创了第一

所黄道 婆 官 祠。据 道 光、咸 丰 间 寓 居 上 海 的 王 韬

( 1828—1897) 《瀛壖杂志》记载，黄道婆生前对上海

地区棉纺织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被其德数百年，

邑民多私祭之，犹未列入祀典”，于是，当时的知县许

榕皋创建特祠，“遵部议，从先棉例，春秋岁祀，规制

廓增”。显然，先棉祠的祭祀在清朝后期经礼部批

准，列入朝廷祠典之中，完成了从民间祭祀到地方官

方祭祀，再到国家祭祀的过程。
4． 2 黄道婆文化促进了棉纺织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黄道婆文化与棉纺织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

互动的关系，棉纺织技术在乌泥泾的传播与发展中

催生出黄道婆文化，黄道婆文化的传播又促进了棉

纺织技术的传播与发展。毫无疑问，人们在祭祀黄

道婆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相关的礼仪和表演，而这些

礼仪和表演反向又促进了棉纺织技术的发展。如在

祭祀黄道婆时举行“赛神”的活动，所谓赛神即祭祀

酬神，是一种典型的民间祭祀活动，上起周秦下至明

清，中国各地各行业都有类似的活动，形式复杂多

样，地域特色非常浓厚［14］。笔者认为，黄道婆文化中

的“赛神”本质是民间纺织技术的比赛，借助“赛神”
名义，织女们进行技术比赛。通过这种赛神活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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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表达了对黄道婆的崇拜，同时也极大促进棉纺织

技术的传播与提高。一方面，技艺高超的织女通过

竞赛会得到奖励和荣誉，从而激发其他织女努力提

高纺织技艺; 另一方面，织女们通过赛神活动能集中

在一起相互交流、学习各自纺织技艺的经验和感悟，

也能从整体上提高当地纺织技艺的层次。当然，长

三角地区各项纺织技术均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在地

方性纺织技术知识、纺织文化、地域文化之间形成相

互促进的作用。
4． 3 黄道婆文化促进了独特地域文化的形成

在长三角地区妇女地位普遍要高于其他地区，

这与该地区家庭棉纺织业的重要性有关，同时也与

黄道婆文化的流行存在着一定的联系［15］。旧时松江

府就广泛流传“大女小婿”的婚俗观，即男子最好娶

比自己稍大几岁的女子为妻。这种独特的婚俗观至

少反映了棉纺织业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

当地织重于耕，掌握着熟练纺织技术的女子，非常受

婆家的欢迎和喜爱，比男方大几岁不仅不会被嫌弃，

甚至还被奉若上宾; 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反映了掌

握熟练纺织技艺的女子，在娘家的经济生活中也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不失去家中的重要的经济

来源而延缓女儿的出嫁年龄，从而造成了“大女小

婿”的奇特婚俗观。不难看出，植棉业和棉纺织业的

发展，不仅改变了松江地区平民家庭经济结构，而且

也改变了民间习俗，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的

形成。
4． 4 黄道婆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

黄道婆文化的本质、内核、外延( 影响) 及与地域

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图 9 所示。从黄道婆文化角度上

看，1) 黄道婆文化本质表征的是纺织工匠精神，完全

符合工匠精神“严谨专注、注重细节、精益求精、无私

奉献”内涵。正是在“严谨专注、注重细节、精益求

精”态度下，黄道婆及其后继者不断地改进从海南崖

州黎族传入到长三角地区的棉纺织技术，创造出中

国棉纺织技术的最高峰。而在“无私奉献”的精神指

导下，黄道婆及其后继者又无私地传播棉纺织技术

造福乡里，从而形成黄道婆崇拜现象，为黄道婆文化

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黄道婆文化包括本质

( 工匠精神) 、内核( 乌泥泾棉纺织技术) 、外延( 地域

文化) 三部分组成。其中作为其内核的乌泥泾棉纺

织技术所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工匠精神，而其外延

则是由于乌泥泾棉纺织技术对长三角地区产生过巨

大的影响，改变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状态，从而形

成独特的乌泥泾棉纺织文化。黄道婆文化则是在乌

泥泾棉纺织技术、棉纺织文化与长三角地区的风俗

习惯的互动过程逐渐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

图 9 黄道婆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关系

Fig．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ng Daopo cul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从黄道婆文化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上看，黄

道婆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通过乌泾棉纺织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风俗习

惯，将黄道婆文化嵌入到地域文化之中。而当地与

纺织相关的风俗习惯又反向促进乌泥泾棉纺织技术

的提高与发展，同时强化乌泥泾棉纺织文化。由此

可知，黄道婆文化是在棉纺织技术、棉纺织文化、地

域文化之间促进———影响———强化的互动中不断发

展和完善。

5 结 语
通过对黄道婆文化的再研究，笔者认为: 1 ) 乌泥

泾棉花加工器具( 搅车、弹弓) 和纺车是在黎族棉花

加工工艺及纺车的基础上改进性的继承与发展，极

大地提高了棉花去籽和纺棉的效率。2) 乌泥泾棉织

技术则是由黄道婆及后继者创新性的发明，完全超

越黎族的棉织技术。具体来看，其经纬制度运用了

汉族丝纺织方面的器具，而在织纴机杼方面则采用了

汉族的麻织工艺和器具。3) 从黄道婆文化的外延上

看，黄道婆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深刻地影响着长三角地

区地域文化的形成。向内方面，黄道婆文化通过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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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表演等方式不断强化其内核( 棉纺织技术) 的传

播与发展。向外方面，黄道婆文化提高了长三角地区

妇女的地位，重新构建出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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