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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插图：    机声茅店，人迹板桥 都锦生故居 20年前，第一次知道都锦生这个名字。 那时候的
凤起路还只是一条寻常巷陌，远不如现在扩建成主干道后这么符合其名称的气势。那时候的小学从不
声称实行素质教育，教师们整天要求我们考上重点中学，但是我们中午和下午放学后却总有着大量的
时间三两成群地去闲逛。逛的内容之一就包括窥探所谓的重点中学究竟能有如何的神气。 我读的是有
名的安吉路小学，附近唯一的重点中学正是位于凤起路的十四中，而都锦生丝织厂又正好在十四中的
对面，于是记忆中就有了都锦生这个名字。不过仅是小学二年级的我还无法想象这居然是一个人的名
字，所以就误以为这个厂名的意思是“都为了锦的生产”，直到四年级后通过什么张小泉剪刀、毛源
昌眼镜的类比才纠正过来。 20年后，我这个杭州人走在杨公堤上一路打听去茅家埠该怎么走，因为这
里的变化之大更甚于凤起路。从空军疗养院走不多远，面前出现了一片其实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乱石野
水荒滩，有点像影视明星们那头代价不菲打造的乱发，这是西湖西进的一大杰作。巨石上一个新娘正
在无奈地搔首弄姿着拍婚纱照，让你打消了对这个荒滩瞬间的错觉，而沿着水面就可以望见不远处的
茅家埠了。 路的一边竖了块写着“云升远壑”的牌坊，里面就是杭州市政府出资改造的茅家埠仿古民
居，原来的村民们免费享用了这次装修，并且纷纷以此门面招揽游客喝茶营生，村后的山坡自然全是
茶园。而路临湖的另一边就是都锦生的故居了。 都锦生，号鲁滨，1896年2月12日出生在这座砖木结
构的中式花园别墅里。主体建筑位于正门的第二进，立面装饰简洁，注重实用。内部方正对称，上下
两层四开间，一楼房间可作会客用，二楼作卧室。现在这里成了织锦名品的陈列室，进门就挂着著名
的“九溪十八涧”及其意匠图。1919年，当时23岁的都锦生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留校
任乙种工业（艺徒班）教习，任教期间经反复钻研，在1921年他绘制成了一幅意匠图，并在学校实验
工场亲自轧制花版，亲手织出第一幅丝织风景—5×7英寸的“九溪十八涧”。这幅小巧的织锦只用了
黑白两色，不留神看会以为是素描的山水画，但素描又岂能像丝绸的质地那样把九溪烟树的朦胧意境
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于是我这个杭州人第一次为这家乡的丝绸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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