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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雨伞系土货大宗。雨伞一业，多食
力贫民，以手工为生计，业此者众，赖以
养活者多家。”在相关资料中，傅健找到
这样的记载。

至清末，西欧各国的铁骨布伞传入中
国，当时国人以其轻便，争相购买使用，并
取名为“洋伞”，国产纸伞销路遂日趋衰落。
在《实业部月刊》“全国手工艺特产品调查”
中也有记录：东洋雨伞以粗竹竿为柄，坚结
耐久，而且价值便宜，每柄只值五六钱，足
以供乡人之用。民国时期出售伞的店铺，常
用这样一副对联：“志在济人帡幪广被，功
推御暴晴雨皆宜。”

历史资料显示：即使在经营环境如此
恶化的情况下，民国时的义乌，仍有人坚
持从事雨伞行业。在义乌市档案馆保存的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义乌县政府商业
登记簿》中的“雨伞”部分中，有由熊佐周
开办的熊永兴雨伞铺，铺址在城区，资本
叁万捌仟元。

关于折叠伞的出现，有一段历史不得
不提。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龚星磊从人体肘关节的曲折受到
启发，发明了世界第一把折叠伞。撑开时与
普通伞一模一样，收拢在一起时长只有23
厘米、直径 5 厘米，使用和携带都非常方
便。当时，74 岁的龚星磊把这种伞的设计
图纸、说明书和实物，一同寄往国民党政府
的实业部专利局审查委员会核批。由于种
种原因，专利局审查委员会曾三次驳回。龚
星磊并不气馁，继续研究，将伞的结构又修
改三次再寄，终于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底通过审查鉴定，并在第二年6月登报
公布了专利权，在无人异议的情况下，实业
部认真地颁发了专利证书。现在市场上出
售的五颜六色的各种折叠伞，都是由此发
展演变而来。

在上世纪50年代，民间使用的还是纸
伞。伞面为红、蓝等颜色油纸制成，伞骨、伞
脊均为竹片和竹竿制成，体较轻，但易戳
破，于是补伞行业应运而生。至60年代，油
布雨伞逐步取代纸雨伞，伞面通常是黄颜
色的，布面刷满桐油，经久耐用，但过于笨
重，携带不便。70年代以后，黑布伞独占鳌
头，成为青年人晴雨两用的时尚物件。同
时，折叠伞也开始悄然面世。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诞生和发展，为本
土制伞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和条件。1985 年前后，江东街道地横头村
成为制伞专业村。

傅健详细考证了义乌伞业发展的历
程：1992年，全市出现100多家制伞企业，
但多数规模较小。1995 年，产值超百万元
的制伞企业1家，产值274.1万元。2004年，
产值超千万元的制伞企业 3 家，总产值
1.19亿元，销售总额1.02亿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制伞行业和企业
规模不断提升，国际国内市场有效拓展，
至 2008 年，制伞企业 80 多家，其中，年产
值超千万元的规模企业有6家，工业产值
6.9 亿元，销售收入 6.88 亿元，外贸出口
7464万元。

至今，义乌伞业发展的脚步不停。
“过去，雨伞只是用来遮风挡雨的工

具，现在它已成为一种时尚单品。”张吉英
是义乌市场制伞企业的代表之一，她曾郑
重地把签有世界各地客户名字的伞和留言
本交给了义乌市档案馆保存。二十多年的
光阴里，她将销售版图拓展至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今年4月5日央视财经《经济信
息联播》曾这样报道其店铺：“在义乌国际
商贸城，一家做防晒伞的店铺用设计和创
新，吸引着国内外客户的到来。负责人告诉
记者，今年防晒伞的销量很好，这几周每天
都能卖出6000 把左右，客人都是几十、上
百箱的下订单。”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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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官火伞日轮午，一尘不动

天琉璃。在火热的三伏天里，防

暑防晒必不可少，轻便的遮阳伞

成了很多人出门的必备用品，而

各类创意遮阳伞更是成了年轻

人的新宠。

我国制伞历史悠久。伞的本

字是“繖”，最初被称为“簦”，《国

语·吴》中就有“簦笠备雨器”的

记载。簦较大而广，除了用料和

不能收放，其形制与今天的伞几

无二致。在著名的风俗画长卷

《清明上河图》中，北宋画家张择

端形象逼真地画出了宋代油布

伞，看似笨拙却实用。

除去遮雨蔽日，艺术家们还

把伞搬上了戏曲、歌舞、杂技的

舞台。在邮票特 55《中国民间舞

蹈》(第三组)的“黎族三月三”

中，描绘了一对黎族青年男女

共撑一把伞载歌载舞的场景。

在文学艺术中，伞下也演绎了

不少经典爱情：《白蛇传》中，许

仙与白蛇在西湖断桥以伞为媒

结下千古奇缘；戴望舒《雨巷》

描绘了“古镇+雨巷+油纸伞+美

女”的浪漫景象。

自古以来，义乌人用伞、咏

伞、制伞、卖伞，伞业是小商品市

场百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义乌伞业的历史和文化更是义

乌商业文化的重要板块。

日前，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
广泛搜集资料、整理素材，作《义乌伞业史》
一文，详述义乌伞业的发源、发展的历程。

据文献记载，鲁班之妻云氏发明了雨
伞。春秋时期，木工的祖师爷鲁班常常在
野外劳作，饱受淋雨之苦。云氏想做一种
能遮雨的东西，就把竹子劈成细条，在细
条上蒙上兽皮，样子像“亭子”，收拢如棍，
张开如盖。

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有言：“《玉屑》
曰：前代士夫皆乘车而有盖。至元魏之时，
魏人以竹碎分，并油纸造成伞，便于步行、
骑马，伞自此始。又曰：鲁班之妻造之。谓其
夫曰：君为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为人所
造，能移千里之外。”

据傅健考证，雨伞的起源还有另外一
种说法。西晋崔豹《古今注・舆服》“华盖”
条中记载：“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
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
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伞状
的五色祥云被认为是上苍显灵，护佑中华
人文始祖黄帝。所以，后来作为天子的封建
帝王，出行都要乘华盖车，撑华盖。但在先
秦时还未出现“伞”这个字，伞具在当时多
称为“盖”。

在伞的具体构造中，遵循了与天道相
似的原理。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象数》里

说到伞骨的制作，曰：循黄道，日之所行一
期，当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自注曰：“度如
伞橑，当度谓正当伞橑上者。故车盖二十八
弓，以象二十八宿。”意思是：天是圆的，伞
盖也是圆顶的，天上有二十八星宿，故伞盖
也有二十八根伞骨。

伞的优劣，取决于原料的配合和手艺
的巧拙。制伞共分为制柄、捡骨、糊伞、上油
等步骤。其中，柄有铜柄、骨柄、竹柄及木柄
之分，均由专业操作制成；伞骨、伞斗为竹
器制品，亦有专门制作。制伞者须将各项原
料采购备齐后，方可进行制造。

至东汉时期，出现了纸伞，又在伞面上
涂刷防水的桐油，增强其韧性，便诞生了油
纸伞。

“油纸伞制作的工序大致可分为三步，
即削伞架、裱伞面和绘花。由此可见，它具
有雅致天成的美感。”傅健侃侃而谈。

削伞架，从材料开始就有讲究，整个过
程中，对细致程度的要求特别高。伞骨一般
精选上等竹木，将竹料锯成合适规格的竹
筒，制伞师傅只选择光滑透亮的竹筒劈开
做伞骨。长骨是伞撑开后伞面下的竹骨，必
须来自同一根竹子。将削好的竹筒，经过浸
水、日晒等处理，接着打眼、拼架、穿线，再
串联伞柄与伞头。特别是穿线，油纸伞分满
穿和半穿。满穿是指穿满整个伞里侧，这样

使得伞更加坚固。半穿则是只穿了伞的上半
侧或者下半侧，看起来更干净简单。穿线的成
功与否取决于钻孔时孔的位置是否准确，穿
线多用彩线，红线最多。棉线整齐规律的排布
交错，使得撑开伞时在伞的内侧也是一种整
齐划一的美。

裱伞面是一门技术考究的活计。油纸伞
的伞面有油纸和绸面两种。绸伞遮阳，油纸伞
挡雨。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凡糊雨伞
与油扇，皆用小皮纸。”制伞的皮纸选桑树皮，
把桑树皮煮软、清洗、捣烂、再洗、漂白，然后
用布捞起多次增加厚度，再于阳光下晾干。好
的油纸伞伞面采用三层纸，贴合紧密的三层
纸的伞面，保留了热胀冷缩的空间，能避免开
裂和不平整。然后，再一张张仔细地糊在伞骨
之上，整个过程要求速度缓慢、精细接缝，并
需不时捋平皱褶。除了手工技巧，气候也会影
响纸面的平整，糊完的油纸伞并不能在阳光
下暴晒，要在室内阴干。

绘花更多用到的是视觉审美。制伞作坊
中还有专业画师在伞面上绘画，为伞面进行
最后的装饰。在专业画师的笔下，清幽高洁的
菊花、灵动活跃的山鸟、姿态优雅的仕女，一
幅幅意境优美的画作便跃然伞面之上。“作坊
里能看到这样一幅美妙的场景：屋檐下许许
多多宛若开在雨中的花，梦幻而又灵动。”傅
健在文中写道。

古来制伞颇有讲究

“义乌使用伞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
汉时期。”《义乌伞业史》一文中详实列出了
义乌各类文献中关于伞的记录。

明代王世贞辑、汪云鹏补《列仙全传》
中言：东汉末年的赵炳，字公阿，东阳人（乌
伤人），能为“越方”（越巫所施的禁咒之术）。

《后汉书》之《方术下·徐登传》详言：炳乃张
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
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
人为立祠室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孩子头顶一片大荷叶冒雨行走，雨珠
从凸面的荷叶斜边上滚下来，反映出孩童
模仿成人头戴头笠之类的天真童稚。这样
充满诗意的场景，曾出现在晋代的乌伤县。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载：晋义熙中，乌伤
人孙乞赍父书到郡，达石亭。天雨日暮，顾
见一女戴青伞，年可十六七，姿容丰艳，通
身紫衣。尔夕，电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
刀斫杀，伞是荷叶。南朝梁傅翕《善慧大士
语录》又言：行至余山，江水泛溢，船人不肯
渡。法师乃布伞水上，手把铁鱼磬截流而
渡，南至稽停塘下。

至宋代，伞已经成为社会上的大众用品，
除官员外，平民百姓也可使用。刘松年《斗茶
图》中，四人有三人随身携带着伞，说明人们

出行时，伞是随带物品中必不可少的。这一风
气，一直沿袭至清末、民国时期。身穿长布衫，
手拿油布伞，是当时义乌“好人家”出行的装
扮。本地民谚谓：晴带伞，饱带饭。

南宋抗金名将宗泽在《早发》中也有
“繖幄垂垂马踏沙”的诗句。元代“儒林四
杰”、义乌人黄溍在《远怀亭记》中说:担簦
负笈者，不远数百里而来居。“担簦负笈,意
思就是：学生撑着雨伞、背着书箱，不远数
百里而来到东阳的横城义塾求学。”傅健解
释说。

《明史·舆服志》中规定：“伞盖之制：洪
武元年（1368 年），令庶民不得用罗绢凉
伞，但许用油纸雨伞。”平民百姓不能用罗
伞，只能用纸伞，即便是官吏，也要视级别
而定是否能“张伞盖”，用什么颜色的“浮屠
顶”，是用“青绢表红绢里”还是其他，伞盖
上能不能加装饰等。《义乌县志》（崇祯）有

“伞夫为官员张伞服役”的记载。曰：都察院
伞夫一名，名银拾贰两，遇闰加一两。旧额
七两二钱，今增。巡按、巡盐二察院伞夫共
一名，名银拾贰两。遇闰加一两，旧额七两
二钱，今增。

《义乌县志》（嘉庆）之《名臣·朱之锡》中
也有伞的身影：“之锡介马驰视南北，署不张

盖，寒不袭裘，或止宿野庙，或露坐待旦。”即：在
治河形势非常紧迫、繁重的时期，朱之锡除了
一天在住所处理案牍之事外，其余时间都在
外奔波，巡视督查。酷夏在野外不张伞盖，
寒冬腊月不穿皮袍。不是
夜宿在荒郊野外
的破庙里，就
是在工地上
坐等到天
明，与民工
打成一片。

义乌用伞可追溯至东汉

老照片《洋伞》。

清代冷枚《雪艳图》里撑伞的画面。

《清明上河图》局部之“伞铺”。

古巷上空的油纸伞映衬在蓝天下古巷上空的油纸伞映衬在蓝天下

张吉英手拿的张吉英手拿的
客户签名伞客户签名伞，，现保现保
存在市档案馆内存在市档案馆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