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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时分，华灯璀璨的江苏省苏州古城区

里，身穿宋锦“新中式”服装的年轻人流连于古

宅深巷、小桥流水之间。往南数十公里外的吴

江区盛泽镇宋锦文化园里，前来选购宋锦箱

包、围巾的客人络绎不绝。一墙之隔的宋锦织

造车间里机器轰鸣，上百台织机加班加点赶制

订单……

宋锦历史悠久，精致典雅，质地柔韧，与南

京云锦、四川蜀锦并称我国三大名锦。在北京

举办的 2024 秋冬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以宋锦

制作的华服惊艳亮相。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宋锦织造技艺曾一度濒临失传。

时间回到 1998 年，当时苏州最后一家宋

锦厂倒闭。彼时，创办过苏州丝绸博物馆、复

原过大量丝绸文物的高级工程师钱小萍就住

在这家厂子对面。宋锦真要成为历史遗迹了

吗？钱小萍毅然决定尝试“复活”宋锦。凭着

一片从古玩店找来的残锦，她奇迹般地让已经

在市场上消失的宋锦“重生”，并不断创新，让

宋锦焕发新生机。

克服重重困难，“复活”
宋锦织造技艺

走进满目锦绣的苏州丝绸博物馆，在一座

并不起眼的两层小楼里，记者见到了 86 岁高

龄的钱小萍。

钱小萍复制过很多丝织文物。然而，说起

“复活”宋锦，她依然感慨万千。

在钱小萍看来，织造宋锦是一项系统工

程，成千上万根经线、纬线来回交织，一根丝也

不能“走错”。这就需要前期设计好图案、结构

和上机工艺，从设计、意匠图绘制、挑花结本、

装造到织造，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密的“代码”和

“程序”。

说话间，钱小萍从书柜里拿出一个本子，

纸张已然泛黄，但扉页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

见——“钱小萍   1966 年 4—6 月”。

那一年，在苏州丝绸研究所工作的钱小萍

被派到苏州宋锦织造厂调研。其间，她在这个

本子上写下了一篇篇与宋锦有关的日记，而这

也成为后来“复活”宋锦难得的资料。

“复活”宋锦的第一步就是找到现存的宋

锦实物。一次偶然的机会，钱小萍在一家古玩

店找到了一片菱格四合如意锦残片。得知钱

小萍的用意后，古玩店店主李品德欣然将残片

出借。

样片找到了，接下来就要进行织物和上机

工艺分析，并复原专用织机。苏州丝绸博物馆

里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织机，但它们都无法织出

宋锦。钱小萍解释，织机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

么区别，但内部构造差异很大，复原宋锦织机

也是一项大工程。

从设计图纸到产品，还需要一个设备齐全

的试样车间，钱小萍只能四处奔走寻求帮助。

苏州一家丝绸企业的经营者被她的诚心打动，

愿意提供车间和设备，并且还安排工人配合她

做实验。

就这样，经过潜心研究，钱小萍解决了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题，终于将宋锦“复活”出来。

有一天，钱小萍再次来到李品德的古玩店。她

一手拿着几年前借走的那片残片，一手拿着一

块她刚复原出的菱格四合如意锦。

李品德这才意识到，几年前借出的残片，

那 颗 硕 果 仅 存 的 宋 锦“ 种 子 ”已 经“ 开 花 结

果”。宋锦不再是历史遗迹，在钱小萍的努力

下，这项宝贵的非遗技艺“重生”了。

复制经典作品，推动创新
发展

在钱小萍丝绸文化艺术馆一层，有一间织

物小屋。步入其中，浓郁的年代感扑面而来，

一页页泛黄的设计手稿、一张张蕴藏动人故事

的老照片、一幅幅复原出的宋锦作品等都收藏

于此。

2006 年，宋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7
年，钱小萍被评为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宋锦，开始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钱小萍没有停下脚步。她继续研究，先后

复制出“北宋·灵鹫球路纹锦”“明·黄地吉祥宝

相八达晕锦”等一系列的宋锦经典作品。

2009 年，她想复制一幅收藏于故宫博物

院的宋锦图轴。这幅作品由清代苏州织造局

根据宫廷画家丁观鹏的画图织造，色泽华丽、

图案精美。钱小萍没见过原件，仅凭历史图

稿，要复制出这幅大作，难度极高。但她还是

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个难关。

她开始废寝忘食地研究，无论是原料组

合、复杂的织物结构，还是纹制技术、装造技艺

都得反复琢磨，仅草图就画了厚厚一大沓。就

这样，经过长达 6 年的攻关，钱小萍终于将这

一作品复制出来。

执着于“复古”的同时，钱小萍也注重创

新。在钱小萍宋锦大师工作室，创新无处不

在。产品展区里，各种织物琳琅满目：西湖十

景之一的“曲院风荷”被“搬上”了宋锦；她博采

众长发明的“双面彩色提花织造纱罗织物”集

宋锦、纱罗和少数民族织锦技艺之精华，还获

得了江苏省丝绸新产品奖和苏州市纺织丝绸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如果守旧不变，年轻人是不会喜欢的。

古老的宋锦应该与时俱进。”钱小萍说，多年

来，她推出的宋锦和其它丝绸新品种已经有上

百种之多，其中很多都成为“爆款”。

培养后继人才，编写专业
书籍

钱小萍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要

让更多人参与到传承创新宋锦的事业中来。

为将自己在丝绸设计上的理论成果和实

践经验传授给后人，2023 年，钱小萍创办了钱

小萍丝绸织物设计研修班。“我要把 60 多年的

织物设计知识和经验教给学生，培养他们成为

优秀的织物设计人才。”钱小萍说。

10 多年前，创办了“上久楷”宋锦品牌的

吴建华在钱小萍的帮助下，研发出符合传统宋

锦织造工艺和各项技术参数的电子提花机，极

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如今，他的儿子吴振飞又

参加了研修班，成了钱小萍的徒弟。3 个月学

习下来，吴振飞进步飞快。

为了更好地培育人才，让宋锦这项非遗技

艺发扬光大，钱小萍还撰写了《中国宋锦》《中

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中国织锦大

全》《中国古今蚕桑丝绸技艺精华》等专业著

作，全面、系统阐述丝绸的历史文化、织物结

构、纹色及制作技艺等，大大降低进入宋锦行

业的门槛。

随着国风国潮备受青睐，宋锦也迎来发展

新机遇。如今仅苏州一地，从事宋锦生产和经

营的企业就有几十家。古老的宋锦正以更多

彩的面貌、更年轻的姿态、更新颖的形式融入

日常生活，“拥抱”更多年轻人。

上图为钱小萍正在审阅设计稿。

受访者供图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钱小萍推动宋锦创新发展

典雅宋锦  走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王伟健

■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本报北京 11 月 27 日电   （记者杨雪梅）中国简牍保

护研究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十几家相

关单位的科研人员，齐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

中心，交流探讨简牍的科学保护与修复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已发现超过 30 万枚简牍，

而 2012 年至 2023 年全国各地约出土简牍 8.43 万枚，这个

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湖北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

松在研讨会上梳理了全国出土简牍概况。

近年来，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经过多年技术研发攻关，

形成了一系列简牍保护关键技术，如“出土竹简非正交影

像及计算机辅助制图整理方法”“连二亚硫酸钠脱色技

术”“乙醇—十六醇填充脱水技术”“干缩竹简槐定碱溶液

润胀复形方法”等，这些技术基本覆盖了简牍保护全流程

的关键节点。

中国简牍保护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版责编：肖   遥   曹雪盟   董映雪

本报北京 11月 27日电   （记者刘诗瑶）11 月 27 日 10
时 00 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

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光传 01、02 试验星顺利

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具

有独立知识产权，充分继承了已取得连续发射成功的朱

雀二号中型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成熟技术，在此基础上进

行全面优化和改进，现已正式进入商业运营阶段，面向市

场进行批量化交付。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本报呼和浩特 11月 27日电   （记者张枨）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科技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容错

免责清单（试行）》（以下简称“清单”），旨在进一步完善科

技创新尽职容错免责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

好氛围。

清单充分考虑科技创新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聚焦

科研项目管理、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针对科研单

位及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容错免责 ，提出了 13 条具体

措施。

清单明确提出，各科研单位及管理人员，在推进改革

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失误错误但没有造成重大

损失的，可予以容错免责。科研人员按照相关规定开展

科技创新工作，履行勤勉尽责义务，非因主观故意导致科

技研发项目实施不成功的，可予以免责。

清单覆盖内蒙古自治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及有科技

创新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等所有创新活动主体，最大限度

地支持和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

内蒙古完善科技创新容错免责机制

··广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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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对接主动对接，，积极落实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积极落实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2024 年 1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城

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指出，协调机制根据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情况及项目开发企业资质、信用、财务等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提出可以

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名单。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实施后，中国建

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建机制、强推进、抓落实，加大对“白

名单”内房地产项目的金融支持。通过平台作业与共同会商机制，主动对接

房 地 产 企 业 ，逐 个 研 究 推 送 的“ 白 名

单”项目，深入开展项目评估反馈，一

户一策制定服务方案，综合运用新增

贷 款 、调 整 还 款 计 划 、贷 款 展 期 等 方

式，将金融资金精准对接到“白名单”

项目上。建立绿色通道、优化审批和

发放流程，对“白名单”项目予以支持，

及时按项目进度投放贷款，切实做到

已审贷款“应贷尽贷”、资金拨付“能早尽早”，有力推动城市房地产项目加快

建设和交付。

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已完成湖北省推送该行

的 6 批“白名单”内房地产项目的对接，累计为 47 家房企项目新增授信 98.9 亿

元、25 家房企项目新增投放贷款 22.36 亿元、22 家房企项目办理贷款展期和还

款计划调整 37.39 亿元，实现房地产开发贷款、住房租赁贷款等 8 个涉房领域

全覆盖，个人住房贷款市场份额较 2023 年稳步提升。

精准施策精准施策，，积极服务保交房工作积极服务保交房工作

2024 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 3000 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引导

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

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自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设立以来，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及时跟踪落

实，用好用足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支持政策，全力支持地方国企收购“已建成

未出售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房。在机制上，成立工作专班，统筹保交房工

作。在制度上，制定差别化授信审批策略指引，开启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专

人对接，高效开展授信审批工作。在行动上，主动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对接，

了解项目建设清单。在产品上，创新金融服务，助力破解项目融资难题。9 月

19 日，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成功发放保障性租赁住房贷款 1983 万元，支

持地方国企收购 111 套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中国建

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保障性租赁住房贷款余额 173 亿元，支持项目 105 个，涉及

住房 7.4 万多套。统筹消化商品房库存和增加保障房，积极与武汉市 2 家保障

性住房公司对接，审批通过收购房源项目 5 个，批复金额 4 亿元，涉及住房

1258 套。

统筹推进统筹推进，，全力保障融资服务渠道畅通全力保障融资服务渠道畅通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有效打通项目审批“最后

一公里”。成立工作专班，积极与地方政府、住建部门、监管部门沟通联系，形

成省分行、二级行和经办行三级联动以及前中后台一体化的快速响应对接机

制。在省级分行、二级行层面成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作领导小组，定期

分析研判、集中诊断核准各行上报项目，研究解决问题。优化工作流程，积极

落实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尽职免责政策，对“白名单”项目实行差别化授信审

批，开启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专人对接，全

流程跟踪，按照“3+5”工作机制（3 个工作日

内梳理甄别符合条件的项目报省级分行工

作专班集中诊断核准，5 个工作日内上报审

批）推动项目融资申报。强化责任落实，对

于合格项目，严格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满足不同所有制房企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

做到“应进尽进”。对于不在名单内的项目，

做到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牢牢把握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要求，积极服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进一步助

力巩固和扩大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

作成效，以金融力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按照

监管部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积极发挥国有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压舱

石作用，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发力，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切实

做好保交房金融服务，有力有效助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通过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支持的房地产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通过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支持的房地产

开发项目开发项目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金融支持的武汉首批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项目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金融支持的武汉首批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