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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手艺》

内容概要

现代化的冲击，使传统的手艺正从我们身边悄然逝去。随之消逝的，还有人与物的沟通，生命与自然
的和谐。当今，日用品、工艺品琳琅满，但却没有了制作人留下的体温和感情⋯⋯烧炭的、刮漆的、
做丝柏树皮屋顶的、编簸箕的、编野葡萄蔓的、修木板屋顶的、织锻布的，还有建造宫殿的⋯⋯这所
有的手艺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这是著名学者对传统手艺人的14篇访谈；这是一本谈手艺
的书，更是一本谈文化的书。在这些手艺人的叙述中，你可以更真切、更深刻地了解一个民族。书中
提出的问题不只是日本的，也是世界性的。传统的手艺在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
◎本书被日本文部省推荐为对青少年有益之读物
◎1996年曾被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选为工作之余好读的10佳书之一
◎由于该书的出版以及作者四年多不懈的努力，在日本人们已开始重视这些一度处于消亡状态下的“
手艺活”，对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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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手艺》

作者简介

盐野米松，1947年生于日本秋田县角馆町，毕业于东京理科大学理学部，职业作家。其作品多以大自
然为主题，以游记的手法叙写旅途中所遇人和事，曾两次入选芥川龙之介奖提名。他一半以上的时间
是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旅途中度过的。
其主要作品有《爸爸的小时候》、《森林中小憩》、《留守白头翁》、《驶向红毛安之岛》、《旅行
为哪般？》、《藤木山堡垒的三枪手》、《野外探险大全》、《千年橡胶树的记忆》、访谈录有《学
从树》、《树之命，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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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手艺》

书籍目录

序 杭间
中文版序
日文版序
要做能吃饱饭的木匠――宫殿木匠 小川三夫
用野生的植物皮编簸箕――打编手艺人 时吉秀志
一棵大树能砍出四五个木盆――木盆师 平野守克
械树条手编工艺后继有人――手编工艺师 管原昭二
百年作坊的最后传人――鱼钩手艺人 满山泰弘
芭蕉树的丝织出美丽的衣裳――纺织工艺师 石垣昭子
平田舟就像一片竹叶――船匠 中尾 勉
漆树的汁液能治消化不良――刮漆匠 岩馆正二
合着使用者的身体定做农具――铁匠 高木彰夫
40岁开始了编筐生涯――手编工艺师 长乡千代喜
用椴树皮织出上好的衣服――纺织工艺师 五十岚勇喜／喜代夫妇
柳编是姑娘出嫁前的必修课――柳编手艺人 田中荣一／丸冈正子
坚守古代的纺织工艺――葛布工艺师 川出茂市
木造的鲨舟每小时能行18海里――船匠 大城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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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手艺》

精彩短评

1、值得翻翻
2、读的不是完整版。支持民艺保护，访谈的方式也很好。高手们当众演讲都不怯场：）
3、还是最初的宫殿木匠一篇最吸引人。再版时如果能够加入一些彩色图片就更好了。
4、读到第二位编簸箕那位就开始热泪盈眶满脑子美雪萨玛的「時代」。。那样的时代再也没有。每
次在博物馆看到不管哪种文化下的手工制品都会感叹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时代人们创造了多少美好与
奇迹。如今谁还会用手工的鱼钩钓鱼？谁还会穿芭蕉叶抽丝的衣裳？不敢说时代是在进步还是退步，
只感谢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活动以这样现代化的载体留住手艺。
5、手工艺有自己独特的品味，这样很好。但一味的否定工业制品就不好了噢，毕竟时代需要进步和
创新，而不只是墨守陈规、止步不前，而且这些本来就是主导于市场的实际需求嘛。
6、2004-第六本
7、这个社会是怎么了？该珍惜的民艺寥寥，该解决的问题敷衍，追求的各种发展以丧失最珍贵的为
代价，总有一天会为此付出代价。无语。多点可以反思的人吧！不要只会盲目自大和鄙视。
8、木头在用作建筑时要仍然按原来南北生长的方向摆放，木芯最好不用，用了易腐。
几乎每一种铁器的退火过程都讲得非常粗略。
9、认真活着
10、这个我要给5分
11、手艺的传承一代一代的消亡  日本也是如此  现代人所无法理解树木的个性  总有一天会悔之莫及 还
是想复述那一句话 顺应天理
12、蕉布衣裳好向往！
13、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精彩夺目的“手艺人”，实际上是被精心筛选过的。那些真正以手艺为生的
人，既无暇言说，又无心感慨，对着物件，就是一生
14、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就在手艺的留存和遗失中往复。
15、日本的各式编还是蛮多的。
传承还真是问题，没人继承工艺、没原材料制作、没人使用。

就这样随着历史消失，只有感叹
16、说自家手工制品便宜得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川出老爹太可爱了哈哈哈~那位时吉秀志老爷80岁还能
行房这种事就不用放这说了吧-____-b
17、電子書。是不是實體書是有插圖的？
18、读的广师大版本
19、手艺是谋生，也是一种修行。
20、手艺的温度。西图
21、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出色的手艺人，广义的。
22、刚看到消息，新的增订版要出来了
23、手艺人生
24、好多想学的手艺，不要再消失了。
25、每一页都值得细细品味。最爱的书之一
26、藤编和织造手工业着的Presentation，盐也做的，和冯骥才做的有几分相似，只是更侧重于日常功
能性的手艺。如果有访谈视频，收货也许会多的多。
27、民俗不俗，是这个单一快速时代的空谷幽兰
28、手艺的没落，不仅仅是艺人的消亡材料的绝迹，更重要的是市场需要的消失，一代代事物总是随
着时代而前进消亡，是否还需要保留，如何保留，值得思考。
29、“那些经过人与人之间磨合与沟通之后制作出来的物品，使用起来是那么的适合自己的身体，还
因为它们是经过“手工”一下下地做出来的，所以它们自身都是有体温的，这体温让使用它们的人感
觉到温暖。应该说手工活跃的年代，是一个制作人和使用人同生活在一个环境下，没有丝毫的虚和伪
的年代。”
30、做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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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手艺》

31、留住手艺，倾听历史（黄永松）。。这是最好的评价了，哈！~
32、撷取自然素材的手工艺人，非但没有破坏自然，令资源枯竭，反而能顺应自然的节律调整自己的
生产节奏。这是对自然的敬畏，是真正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吧。
33、此书写于1998年，过了近20年，可能书中的好些手艺都无处可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遗憾。现在
企业在提倡一种工匠精神。手艺的细腻与温暖，会触发心底的柔软。从小看着家人量体裁衣，现在才
越来越发现自己对手艺有种亲切感。
34、电子本没图；回头找新版来看
35、写这种书不上图跟SEZMPY有什么区别
36、非常好看。能做手艺活的人都很让人羡慕⋯⋯
37、怎样把传统工艺留住？没有答案。又及想到几个事看得很纠结→法隆寺和日本漆听过一个京大教
授相关讲座，一言难尽无比唏嘘。农村娃亲眼见证了很多传统手艺的消亡。看过一本南京民俗手工艺
汇总的书但它们早已不纯粹也有失传的危险，以及云锦能留住的问题。关键还是市场和成本以及收入
的战争吧。
38、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是日本手艺人的共同特点
39、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世代共存的智慧。
40、别闹了。
41、所谓手艺，除了付之以时间外，还有对物的尊重。
42、很棒的一本书 不过收录不完整。可惜国内这方面的意识依然薄弱
43、才发现这几本看过的原来我一直没来评价。。这本90年代的书让人看的好感触，手艺人的消逝在
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吧～爱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会花十年二十年这样日复一日的做手工，物品
都倾注了毕生心血和爱的感觉。愿这些东西仍有市场，愿手艺永远留传。both in Japan and China. 
44、感觉是另一个时代的人和事了，也是另一种心境了
45、第一篇的反智主义比较明显。不管哪个民族的传统手艺都在慢慢消逝、某还是倾向于市场本身的
选择。一味的延长寿命未必是好事。有些手艺更适合成为一种传说，特别是可以用机械取代的情况下
——这才符合自然的选择嘛。【另，其实整体略啰嗦。】
46、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与自然紧密相连。被工厂的批量生产和这个时代慢慢地吞噬。看着这些手工艺
人的述说，简直是门艺术。
47、值得慢慢看的一本书，实在是非常欣赏日本职人身上那股痴劲，扣一星是因为中文版收录的不够
全，28位砍了一半，挺可惜的
48、盐野米松以访谈为主，原汁原味记录日本老手工艺人的文字，意识到这也许正式中国的传统手艺
研究所缺乏需要扎实去做的东西。民艺历来与官僚阶级、文人阶级以及宗教题材的艺术不一样，它长
期以来出于正史所不屑的境地，近一百年来正飞速走向死亡
49、幾時葛藤衣布。
50、看过《半泽直树》，才对他老爸的小作坊感兴趣。现在工业流水化时代，更需要一份坚守。不光
是质量，更是对生活品质、舒适度的追求。蒋勋的谈生活美学的书中多有涉及，快时代也需要慢生活
。寒假第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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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手艺》

精彩书评

1、最近事情太多，堆了很多资料来不及看完，今天终于读了《留住手艺》，多的话不说，先上一段
杭间老师作的序言的节选：“在80年代的民艺热过去以后，学院里的许多艺术家对民间艺术产生了一
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感慨他们在造型方面的自由的不可企及，另一方面却又觉得他们毕竟粗鄙而缺
乏深刻的内涵，但是习惯上认为劳动者的这种创造是必然伟大和不容否定的，因此，学院的主流的艺
术家开始暧昧起来，往日传媒堆砌的无数溢美之词，掩盖了民艺研究苍白的事实。”真的，很多东西
只是被掩盖了，被刻意的忽略了，那不代表那些问题不存在。CCTV近年也算拍了不少文物古迹民间
手艺的纪录片，但是总觉得是隔靴搔痒，不客气一点说的话，总觉得有点糟蹋选题。而要很真诚的去
热爱和面对民艺，我也知道，那不仅仅是思想和学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一个深爱民间美术这个曾经的
本专业的人，真的有说不出的悲哀。现在我在离家10,000公里的地方学插图，刚开学的时候，老师一
次次的提醒我，不要只是做中国传统的东西，那些东西并不够特别，是个中国人都会做，你要多做只
有你自己能做的东西。是的，我现在的思想和画风，真的渐渐轻松自由了起来，也非常感谢老师的提
点。但是，其实，亲爱的英国老师你不会知道，那些东西其实在细微之处自有特别，那些东西其实早
就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做⋯⋯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如此责任深重又承前启后的时
代。那些美好的事物，有些已过去，有些还未到来。我们支撑在其间，决不敢让这纽带折断⋯⋯－－
补充的一点：日文原书是介绍28位手工艺人，中文版只节选了其中14位。
2、http://pic.people.com.cn/GB/31655/6439539.html碰巧看到了书中的人物，很意外几张图补充了书本的
内容。
3、一个志愿者问我：真正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正在因为批量的机械化生产的冲击而逐渐消失.所以人
们开始了遗忘这些手艺么？到底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传统也是动态的传统，你想看到的那个所
谓“传统”、“正宗”，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传统？什么时候的正宗？手艺，如果只凭“留”，怎
能留住？在发展乡村手工品这个事情上，到底怎样做对乡村社区即有保护又可以发展？ 朋友问我：你
觉得钱多了就好么？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对于发展乡村手工品，到底它对乡村社区会更好还是更糟
？这个问题曾困扰我，如果当一个自然作业的手工社区开始转变为义乌那样成规模的生产加工基地，
会怎样？ 如果当民俗家、爱好者感叹：又在市场上丢失了一个传统老手艺。会怎样？曾有一段，我开
始怀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跟那位志愿者聊天的当晚后，我害怕的睡不着。当然，太杞人忧天了。不
过因为忧，能让我们更好的想想。目前在农村：1、手工技艺不能给生活节省收入，或带来更多的收
入。  如果手工品可以带给妇女更多收入，她们绝不会出去打工。现在有刺绣等手艺的乡村妇女越来
越少，就像这个文章里说的：“大多数年轻女性没有学过刺绣”，过去时候，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
现在费那个做衣服的时间还不如去做工，挣更多钱去买衣服。乡村的很多妇女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的
情况，不能或不敢出去做工，可是在家里又没有一个获得更多收入的来源。 虽然手工品的生产，很适
合乡村妇女，比如可以在家里工作，即可以照顾家庭、孩子、农活，又能获得一点收入，可是这样的
条件并不多。2、大多数时候，大工业很适合现代生活。我一直觉得，如果同样一个包包，用机器1个
小时就能做出来，而且很精美，那让一群人整日的用一天的时间去做一个包包，意义又何在？如果这
个人会使用机器，她可以一天生产出8个包包，或者一个包包加上其它东西，不是一种节约和对劳动
力的解放么？ 但是，如果在今天，还努力使乡村社区进入机器化大生产，那可能是个悲剧？人们都努
力在乡村寻找更科学的、更符合乡村的生产经营方式，比如有机农业、健康农业、生态旅游等，乡村
手工业呢？也许，乡村手工品，不适合大，适合小。小小的家庭工作间、小小的乡村社区、小小的售
卖一角、小小却连结紧密的情感纽带。3、手工品，能够成为乡村妇女的一个出路么？如果乡村妇女
就在家里做工，取得收入，实现城里人梦想的“soho一族”，更重要的是：个人能够在社区里得到更
多的成长和发展，获得自信和尊严。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关于乡村手工品的“爱心创意”项目，如果感
兴趣，可以一起来。我们在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60520/
4、曾经听说，当一个物品被制造出来时，就会有一个灵注入，而这个灵的秉性带有制造它的人的深
深烙印。从前的手艺人，就是这样的灵巧而充满智慧的创造者，他们身体力行着祖先留下的智慧，赋
予物品人类的气息。

Page 7



《留住手艺》

章节试读

1、《留住手艺》的笔记-第17页

        松材经过五百年会变糟，杉材要八百年，只有丝柏才能保持一千三百年，而且强度不减。

这。。丝柏不是公园里常见的那种吗，看起来也不会很高很粗啊。。。。

2、《留住手艺》的笔记-奇妙的弟子们

        想当年我到西冈师傅那儿学徒的时候，西冈师傅就明确声明，不准看报，看书，连跟工作有关的
书也不行，总之，什么都不行，有时间了就磨工具。早上起来，带上便当就去了寺庙，傍晚回来以后
先帮忙做饭，吃过饭就到二楼去磨呀磨得一直到很晚。师傅说，其他多余的事情一切都不要想，不要
干。可是也什么都不教，只是一起去工地，他会说你来干干这个。所有的信息在学徒中都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那里偶尔来个头脑好的孩子，就很难办。要让他把脑子恢复成一片空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那儿有一个从鹿儿岛来的孩子，很喜欢读书，老是利用午休的时间看书，有时候我从后面偷偷
看一眼并对他说：哟，你看的书挺难嘛。他就说：师傅，这是法语。

很有意思啊这段，和修行一般的学徒生涯。

关键是，真的要排除一身杂念咩？我们总是觉得融会贯通跨专业的好。不过在这种传统的技艺上，讲
究的大概就是专注的排他的美？？？？

3、《留住手艺》的笔记-第57页

        当没有了手工业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与沟通之后制作出来的物品
，使用起来是那么的适合自己的身体，还因为它们是经过“手工”一下下地做出来的，所以它们自身
都是有体温的，这体温让使用它的人感觉到温暖。应该说手工业活跃的年代，是一个制作人和使用人
同生活在一个环境下，没有丝毫的虚和伪的年代。

4、《留住手艺》的笔记-中文版序

            当没有了手工业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与沟通之后做出来的物品
，使用起来是那么地适合自己的身体，还因为它们是经过“手工”一下下地做出来的，所以它们自身
都是有体温的。这体温使使用它的人感觉到温暖。⋯⋯社会的变迁，势必要使一些东西消失，又使一
些东西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但是作为我们，更该保持的恰恰就是从前那个时代里人们曾经珍
重的那种待人的“真诚”。

5、《留住手艺》的笔记-要做能吃飽飯的木匠——宮殿木匠小川三夫

        因爲很多東西不是靠用嘴教出來的。從飛鳥時代就已經是這樣的了，宮殿木匠的手藝就是在實踐
的機會中練就出來的。

6、《留住手艺》的笔记-堅守古代的紡織工藝——葛布工藝師出茂市

        其實如果做得好，這手藝倒也是個能賺錢的行當。只是不能太貪，慾望一大就容易失敗。靠一點
點的累積能保證吃飽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Page 8



《留住手艺》

7、《留住手艺》的笔记-日文版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适合于地域风土的匠工的职业，慢慢地不再被人们的日常所需要了。
匠工们一个个精工细作、破损后还要修修补补的东西从生活中消失了。它们变成了机械化工厂里统一
制造出来的成品。既看不到制造它们的工人，也用不着考虑如果用坏了修补修补再接着用的问题。“
用坏了扔掉”看上去是一种新的、合理的消费观念。再后来，更有了大规模制造、大批量销售这一今
天的市场经济。消耗与消费的正比体现的是一种文化。
手艺是奢侈品。

一直觉得花大价钱买好东西用很久是美德。来到德国以后更有这样的感觉。

8、《留住手艺》的笔记-要做能吃饱饭的木匠――宫殿木匠 小川三夫

        這四神相應的寶地是什麼樣的地形呢？就是東邊要有清流，南邊地勢要低，比如有沼澤地或者淺
谷最好。西邊要有大道，北邊要背着山才好。這就是所謂的四神相應的寶地。若這麼說，廣教寺的風
水相較於一路之隔的弘願寺，是更好的。

9、《留住手艺》的笔记-第18页

        树分成四瓣做柱子，南边的部分还是放在南边。。。这也太精细了！！

10、《留住手艺》的笔记-后记

        　　烧炭的、刮漆的、做丝柏树皮屋顶的、编簸箕的、编野葡萄蔓的、修木板屋顶的、织葛布的
，还有建造宫殿的⋯⋯这所有的手艺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长在山上的树原本是不会绝种的，
因为，如果他们去伐树的话，都会考虑怎么让它们再生出下一代的萌芽，然后精心地培育，十几年后
就又是一棵树了。即便是2000 年以上的丝柏树，如果懂得这种树在2000 年后将是怎样伟大的树材，就
会懂得怎样地保护它，关怀它。尤其是这些靠着大自然的资材为生的匠人们，他们更加懂得"生命延
续"的重要。因为，他们世世代代继承着的除了手艺，还有的就是那些资源。
　　那些伏在桌子上做计划，急急忙忙行事的人，只有他们才不要考虑什么下一代的资材，用光拉倒
。他们哪里听过烧炭人的心声？
　　现在，这些跟大自然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工艺正要从这个国家中消逝。不久的未来，将不再有人
具有如何与大自然共存的智慧。

11、《留住手艺》的笔记-要做能吃飽飯的木匠——宮殿木匠小川三夫

        因爲活兒是靠真正動手幹了才能記得住，不是靠從書本上或是口頭上教出來的。我們那裏的孩子
不看報不看電視，唯一的娛樂就是磨創刀⋯⋯⋯⋯師傅說，其他多餘的事情一切都不要想，不要幹。
可是也什麼都不教，只是一起去工地，他會說你來幹幹這個。所有的信息在學徒中都是多餘的。所以
，我們那裏偶爾來個頭腦好的孩子，就很難辦。要讓他把腦子恢復成一片空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12、《留住手艺》的笔记-第28页

        编簸箕的和编位箩的是敌对关系。前者用山樱皮，后者用竹子。

13、《留住手艺》的笔记-用野生的植物皮編簸箕——打編手藝人時吉秀志

        以前，漁村那些以打魚爲生的漁民，常常是深更半夜的就起來出海去了。等到回來的時候已經是
中午，想跟老婆行房事，就把簸箕翻出來掛在門口，告訴來訪的人這家人正忙着請別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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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留住手艺》的笔记-一棵大树能砍出四五个木盆

        木盆师平野守克
⋯⋯所以买木盆的人也多了起来。另外，过去城市里的人做拌饭（在做好的米饭里拌上事先炒过的香
菇、胡萝卜、竹笋和虾肉，再加上寿司醋）的时候都是在木桶里来拌的，现在自从有人发现用木盆办
起来更方便了以后，城里来订货的人也增多了。
看到“拌饭”眼睛就亮了，香菇、竹笋、虾肉，山和海，要多鲜有多鲜啊，是不是用猪油炒了拌的呢
⋯⋯⋯⋯脑洞打开口水哗啦啦了已经~~~~

没有了材料我们会感到为难，喜爱木盆的客人也会难过。如果和面不用木盆而改用搪瓷盆，和出的面
一定不如木盆和出的好吃。因为木盆能吸水，和面的时候不会粘在盆上，这一点是搪瓷盆做不到的。
不知为什么总是想起泰北用来装糯米饭的竹钵钵

纺织工艺师石垣昭子
芭蕉树的丝织出美丽的衣裳
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植物交替着成熟。像我们这样从事编织的人总是会合着季节作一个像日历一样的采
丝计划。什么季节采什么丝。春天到了，桑叶郁郁葱葱的时候就采蚕丝；到了四、五月份，就采麻；
冬天呢，就采芭蕉。
顺应自然的节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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