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趁故事還沒開始，我來介紹一下兩位主人翁。這位坐在織布機上
的老太太叫妲布，在壯話裡，妲布就是「老婦人」的意思。倚在窗口的
男孩叫勒惹，在壯話裡，勒惹是「第三個兒子」的意思。
　　因為生活窮苦，妲布的大兒子和二兒子早就離開村莊，去城市打
工，只留下妲布和勒惹相依為命。
　　妲布是織壯錦的能手。她每天辛勤地織布，用織出來的美麗壯錦
換取大米。大家都喜歡買妲布織的壯錦，用來做背帶心，做被面……
　　勒惹是講故事的能手。他常常坐在妲布身邊，一邊看她織布，一
邊給她講故事。勒惹的故事有的歡樂，有的悲傷，有的有趣，有的古
怪。妲布一邊聽，一邊織，不知不覺，就把那些故事都織到了壯錦
上。
　　講著講著，織著織著，勒惹漸漸長大了，妲布越來越老了。
　　我們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終於完成了！」妲布輕輕地說，看著自
己織出來的美麗村莊。
　　「我能生活在這個村莊裡就好了。」妲布
對自己說，然後拿起針線，在村莊前面繡了
一個和自己一模一樣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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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繡完，哎呀！窗外忽然刮起
一陣大風，把壯錦捲到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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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廣西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

　　大山的腳下有塊平地，平地上有幾間茅草屋，屋裡住著妲布和她的三個兒子。妲布是位老太太，全家
人的生活都要靠妲布的織錦手藝，日子過得很貧苦。有一天，妲布拿著幾幅壯錦到圩上去賣，看見了一幅
很漂亮的畫，畫裡有一個美好的村子，有高高的屋子、美麗的花園、大片的田地和池塘……畫裡的景象深
深地吸引著妲布，於是她用幾幅本來要換米的壯錦換了那張畫。

　　在回家的路上，妲布一直想著，如果自己能住進畫裡的村莊就好了。

　　回到家，妲布和大兒子說：「我們最好住在這麼一個村莊裡啊！」
　　大兒子撇撇嘴說：「做夢吧！」
　　妲布對二兒子說：「我們住在這樣一個村莊裡才好啊！」
　　二兒子撇撇嘴說：「下輩子吧！」
　　妲布皺著眉頭對三兒子說：「不能住在這樣一個村莊裡，我會悶死的。」
　　三兒子安慰媽媽說：「你的錦織得好，錦上的東西都鮮活活的。你把這張畫織在錦上，你看著它，就
像是住在美麗的村莊裡一樣。」
　　妲布說：「你說得對，那我就織吧，不然我會悶死的。」*

　　就這樣，妲布一連織了三年，大兒子、二兒子不停地抱怨。這三年裡沒有錢換米吃，只有三兒子上山
砍柴，用柴來換米，養活一家人。

　　妲布不分晝夜地織錦，晚上織錦的時候，照明用的油松冒出很大的煙，把妲布的眼睛燻壞了，妲布的
眼淚滴在錦上，她就把眼淚織成了清清的小河；織到第二年的時候，妲布的眼睛流出了血，血滴在錦上，
她就把血織成了火紅的太陽和鮮豔的花朵。

　　最後妲布的壯錦織成了，它實在太美了！

共赴一次想像力之旅
文 / 田曉耕（本書特約策劃，壹勺文化負責人）

美麗的壯族服飾

採風遇到一座山邊小廟



　　就在大家圍著壯錦讚歎不已的時候，忽然，一陣大風從西方刮來，把妲布的壯錦吹走了……

　　每次讀到《一幅壯錦》的故事，總是有很多感觸。妲布是一個老太太，過著很普通的生活，日子有些窮
困，大兒子和二兒子看上去又不太孝順。妲布都到了晚年，還要辛辛苦苦地靠織錦來養活一家人，真是一
個有點可憐的老太太！隨著故事的推進，你會發現，妲布日復一日地織錦，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卻蘊含著
非凡的力量。民間故事《一幅壯錦》就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平凡的壯族老太太和她的兒子們的一次傳奇經歷。

　　妲布的傳奇，從一幅畫開始，她用三年時間將畫上的世界通過自己的雙手一點兒一點兒地織在錦上。
在這三年裡，妲布忍受著巨大的痛苦，而她做的事情對旁人來說又顯得毫無意義。妲布對自己日常生活的
苦難好像毫不在意，她一門心思地構建著自己的理想世界，那個理想世界值得她去追尋，甚至用生命去
換。也許正是因為妲布的感召，我們決定再次把這個經典的故事呈現出來，我們迫不及待地和故事裡的妲
布、勒惹一起踏上《神奇的壯錦》之旅。

　　《神奇的壯錦》的故事發生在妲布的壯錦被風吹走之後，作者改變了原作中三個兒子依次踏上尋找壯錦
之路的結構，集中描寫三兒子勒惹和媽媽妲布共同尋找壯錦的旅程。這樣的改編，一方面是考慮到圖畫書
的容量和敘事方式，另一方面作者試圖將故事的主要內容聚焦在妲布與三兒子勒惹的身上。這本書的畫面
極富想像力，畫家借鑒了壯錦和壁畫的敘事方式，向我們再現了原作中壯麗奇幻的尋錦之旅。

　　作家在故事中將現實與想像的邊界打破，妲布和勒惹一離開家，神奇的旅程就在現實和想像中同時開
始，不分彼此，互相融合，你會發現圩場上不僅有平常的商販，還有神話傳說裡的各種角色，熱鬧非凡！
在經歷過火與冰的洗禮後，妲布辛苦織錦的場面又浮現在我們眼前，這一次她織出的壯錦也成就了自己的
理想國。在她漫長的一生中啊，勇敢的抗爭和不懈的追求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在這個美好的故事的結
尾，妲布如願以償地住進自己的理想裡，她的三兒子勒惹成了母親一生中最重要的見證人。

　　荒誕離奇的民間故事裡，總有對生命的探討。兩個版本的創作者借一次奇幻的尋錦之旅，將自己的想
像、思考和情感融匯在圖畫和文字之間。我相信當你拿起這本《神奇的壯錦》時，你會欣然地加入妲布與
勒惹的旅程，與他們一起在圩場上打聽壯錦的下落，一起在冒險中尋找遺失的理想家園，並在之後的日子
裡，一次又一次回憶起這趟關於想像力的生命旅程。

織壯錦

壯錦上豐富的圖案樣式

一絲一線，織出美妙的圖案

* 注：《一幅壯錦》故事參考肖甘牛收集整理版本。引用自廣西民間文藝家協會編《廣西民間文學作品精選》，接力
出版社二零一六年版，引用時個別文字有改動。



　　關於時間
　　在旭爽改編所參考的《一幅壯錦》的原型故事中，壯錦上織就的美麗村莊的靈感從圩市上來。我想把
妲布想像的美麗村莊稱作桃源鄉，它不只是一位壯族老太太的美好想像，也代指人類共同的美好想像。妲
布趕圩時途經一家畫店，看到一幅美麗的畫，驚鴻一瞥，覺得這畫裡的村莊太好看了，於是賣掉自己的活
計，把所得全用來買這幅畫。這畫提示並強調了妲布心中桃源鄉的原型，令她在觀看過程中津津有味，如
數家珍。然後發生了什麼呢？妲布開始用五彩線和織機「臨摹」這畫。有了這畫，看了這畫還不夠，還要
一針一線摹下來，一針一線長花草，一針一線起亭閣村舍，一針一線從現實徑入桃源鄉。東西方民間故事
中多的是這樣入迷的小徑，比方畫筆，比方葫蘆，比方夢，比方《一幅壯錦》類型故事中的針和線。如果
說葫蘆和夢如同仙人洞，更強調瞬間空間置換，進入異空間的甬道短小到可忽略不計，那麼針線似乎是時
間性的、甬道感更強的存在。旭爽版本的《神奇的壯錦》中，妲布不僅以針線構擬周遊了整個桃源鄉，更
是從圩場開始，跨過火山，越過冰海，進而抵達心之所向的完整旅程。

　　關於桃源鄉
　　我們是不是也忘了問，原型故事中圩場畫店裡那幅叫妲布入迷的畫的原型是什麼？畫師所摹寫的對象
是實景還是前人的摹寫？這樣的心鄉摹寫如果往前推究竟延續了多少代？不同技藝操持者對摹本的代代摹
寫必然不會一板一眼，技藝本身的特性以及摹寫者強烈的個體意志會使這種摹寫更接近轉譯吧。也就是
說，真正激蕩每一個路過畫店的「妲布」心神的可能並非具體而微的視覺再現，而是某種對美好生活方式
的共同想像。這種想像的圖景可以因為生活經驗的地域及時代屬性造成繁雜的個體樣本差異，但基於人類
機能對「適宜」狀態的核心追求是大概率趨同的，也就是說當妲布們津津有味地進行畫面閱讀時感受到的
桃源鄉被滿懷興味地轉譯到壯錦（或者其他任何一種材質）上時，究竟最終會長成什麼樣子。是「那富饒
美麗的土地，到處都是金山銀河，那海海漫漫的畜群，估計三年也數不清」（《英雄格斯爾汗》）？是「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桃花源記》）？是「氣球升空必有新法，能行欲至之方向。
電氣迅速顯其能力，可代用汽之舟車。行星之上有人物，或能往來」（《楝園雜著》）？甚至是每年只在內

·繪者手記·

沒有一種想像是孤獨的
文 / 李清月



華達州黑石沙漠存在八天的火人節？那些遍佈人心的桃源鄉之所以「不足為外人道」，也正在於其只能神會
的特質。而吊詭地忍不住一再被轉寫比喻以不同的樣貌示人，我以為正如同武陵人的「處處志之」。沒有
一種想像是孤獨的，總有一「志」可以如同圩場上那幅畫般牽引著妲布們歸鄉，那個不可說、說即不實的地
方。

　　關於那些神仙
　　作為這世上的又一個妲布，我不可避免地從「旭爽妲布」以文字織就的經緯間窺見了桃核。那些神仙精
怪是我路過的自己，他們的樣子可能來自儺，來自《山海經》，來自百物語，來自所有我見過並心有戚戚的
東西。他們也未必是本來的他們，只是經過我的他們，所以我似乎不用介紹他們的源頭了。就像閱讀這本
書的你，路過他們的時候如果覺得似曾相識，那麼作為獨一無二的自己重新認識他們，命名他們就可以。
我只是茫茫人海裡又一個徒勞的「志」者。

內文圖注
第5頁：【曲蟲(原文為「曲虫」】拆字遊戲。「曲」和「虫」組成「蛐」，藏蟲名於其中。拆開的意思：會唱的蟲。
第6頁：【講恠】「講怪」的意思。「講」為「讲」的繁體字，「恠」為「怪」的異體字。
第13頁：【毫宅】慣用詞「豪宅」中的「豪」有壯大之意。這裡的「毫」從字形上言其微末，又與「壯」相反，呼應微末房舍裡織造壯大的錦
繡。
第29頁：【堺】同「界」，異體字。一個區域的邊境、邊界的意思。



　　劉旭爽，畢業於倫敦大學語言學系和浙江師範大學歷史系。曾從事翻譯
和記者數年，自二零一五年開始專事兒童文學。癡迷逝去的和天真的東西，
覺得創作童書是莫大的幸福。已出版《找金雞》、《小米的四時奇遇》等作品。

　　李清月，筆名九個妖，別名九九。童書插畫家，出版過多種圖畫書，主
要作品有《吃黑夜的大象》、《蹦蹦跳的綠汽車》、《小面人》、《找金雞》等，但
九九覺得這些圖書都不算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她喜歡做手工，最熱衷的是製
作各種奇特的機關人和小玩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