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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宠，即以爬行方式生活的宠物，包括
但不限于龟、蜘蛛、蛇、蜥蜴、壁虎等，喂养它们的
爱好者们自称为“爬友”。在“爬友”眼中，每一种
爬宠都拥有其独特的魅力：角蛙以其大胖子的形
象被视为呆萌；豹纹守宫因其嘴部轮廓像是在微
笑而被称为“微笑兽”；蓝舌石龙子因为它们好奇
的性格和什么都吃的胃口被戏称作“垃圾桶”。

追溯历史，我国饲养爬宠的传统已久。在古
代，龟类就作为“长寿”的代表深受人们的喜爱，并
被赋予了吉祥、康健等美好寓意，其中墨龟（成年
雄性中华草龟的别称）因其独特的黑色甲壳和神
秘的形象，更被赋予了镇宅、调节风水、挡煞等特
殊的风水学作用。此外，中国自古就有饲养鸣虫
的传统，如蟋蟀、蝈蝈、蛉类等，这些鸣虫清脆的叫
声给人们带来愉悦，甚至还发展为斗蛐蛐等娱乐
活动，进入了上层社会的生活。

而如今，这股饲养爬宠的热潮作为一种
小众文化重新兴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关注爬宠，将饲养它们视为
一种时尚和个性的体现。

《2023—2024年中国宠物行
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
示，2023年中国宠物市场规
模增速依然强劲，其中饲养
新兴异宠的人群增势尤为

显 著 ，爬 宠 宠 主 占 比 达 到
8.4%，较2022年显著提升，这表
明了爬宠市场的广阔前景和
巨大潜力。

中国爬宠狂欢节
“萌”动上海

近日，“龟谷世界名
龟展·中国爬宠狂欢节（上

海站）”在上海农业展览馆举
行，会场内设有水族、爬

宠、器材类、龟鳖活

体等展区，为从业人员和市民提供全面了解行业
情况和学习观赏的机会。其中，爬宠区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了大量参观者驻足观赏，参观者不仅
可以近距离观赏这些神奇的生物，还能与饲养者
交流饲养经验，分享爬宠美图。

此次展示的爬宠种类繁多，其中最常见的龟
类以其悠长的寿命和沉稳的性格著称，无论是小
巧玲珑的巴西龟，还是体型庞大的鳄龟，都以其独
特的甲壳和游泳姿态赢得了众多“爬友”的青睐。
而蜘蛛，作为爬宠界的另一大亮点，以其复杂的织
网技巧和多样的生存策略，让饲主们感受到了自
然界的奇妙与神秘。蛇类爬宠则以其优雅的体态
和敏捷的动作吸引了众多追求刺激与挑战的饲
主。从色彩斑斓的玉米蛇到神秘的蟒蛇，它们不
仅在外形上各具特色，更在习性上展现出了极高
的适应性和生存智慧。

此外，蜥蜴类爬宠也是市场上的一大热门。
从活泼好动的鬃狮蜥，到憨态可掬的角蛙，再到被
称为“微笑兽”的豹纹守宫，每一种蜥蜴都以其独
特的形态和习性赢得了饲主们的喜爱。它们或以
其鲜艳的体色和敏捷的身姿展现生命的活力，或
以其温顺的性格和易于饲养的特点成为宠物市场
的新宠。

除了上述几种常见的爬宠外，还有许多其他
种类的爬宠等待着“爬友”的探索和发现。比如，
外形奇特的蛙、拥有强大再生能力的蝾螈以及被
誉为“森林之王”的守宫等。这些爬宠不仅丰富了
宠物市场的多样性，更为爬宠爱好者们提供了更
多元化的饲养选择和观察视角。

情感陪伴的独特方式

与传统宠物相比，爬宠以其独特的形态、习性
和生活方式，为宠物爱好者们带来了全新的饲养
体验和观察视角。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下沉”的压力无处不在，
人们往往在工作和生活重压下精神高度紧张，寻

找一种能够带来心灵慰藉的陪伴方式显得尤为重
要。爬宠相对较小的体型和较为简单的生活环境
需求，使其成为理想的宠物选择。而且，爬宠大多
安静、干净，对于喜欢安静、整洁环境的人来说，这
无疑是一大优点。

于是，爬宠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许多人的情
感寄托。它们不需要过多的陪伴时间，也不需要
频繁的散步、洗澡或美容，却能以安静、沉稳的姿
态给予主人无声的陪伴和支持。当你感到疲惫不
堪时，只需静静地坐在爬宠的玻璃箱旁，观察另一
个宇宙的缩影：翠绿的守宫在模拟的热带雨林叶
尖轻盈跳跃，冷艳的玉米蛇缓缓游走在枯木之下，
而那些色彩斑斓的蜥蜴则如同身披战甲，守护着
这片微缩的王国，它们一举一动所带来的宁静与
和谐能瞬间抚平你内心的烦躁，让你在繁忙与压
力中找到一丝安宁。对于独居青年、老年人或是
心理压力较大的人群来说，一只小小的爬宠或许
就能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带来温
暖和安慰。

许多爬宠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可以与人类建
立深厚的情感联系。例如，一些龟类和蜥蜴类宠
物在饲养过程中会表现出对主人的依赖和亲近
感。“每天下班后，我就会搬一个小板凳观察我的
守宫，看它有没有好好吃饭，看它尾
巴的活动情况怎么样，往往一坐就
是一两个小时，什么烦恼都忘记
了。”一位参加爬宠展的玩家声情并
茂地介绍。

（下转2版）

提到宠物，大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可能是小猫、小狗在草坪中央活蹦乱跳的模样，或是金鱼在

鱼缸中自由自在地游泳，抑或鹦鹉在阳台上学人说话等温馨画面。但随着近年来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越来越多样化，爬宠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打破了人们对宠物的传统认知，将

大家带入了一个奇妙的异宠世界。

今年7月26日，上海崇明东
滩候鸟栖息地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
然遗产之地。借此机会，东滩
湿地公园推出一系列活动，其
中包括布土工作室开发的非遗
手作课程。课程以土布拼贴画
为主要内容。大家在工作室运
营人Emily和小雨的指导下，绘
制出丹顶鹤、震旦雅雀等东滩常
见鸟类的分解图，然后选择自己
喜欢的土布纹样，进行裁剪、拼
接、粘贴，最后用画笔为鸟类“点
睛”，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土布贴
画就完成了。“东滩申遗成功是
我们的骄傲，于是创作了相关主
题的文创产品来展现东滩湿地
的美。”Emily说。

让非遗活化，让文创产品有
趣，土布贴画这一新颖的艺术形
式，将崇明土布以一种更具吸引
力的姿态呈现在年轻人面前，为

崇明土布的活态传承注入了更
多力量。

除了布土工作室，崇明堡镇
的“巧手达人”郭美香，也投身在
土布贴画的创作中。在她的《民
俗少女》系列土布画作中，她采用
了20多种不同颜色的土布。画
中的少女身着五彩斑斓的民族服
饰，身段婀娜、靓丽多姿，她的头
发、耳朵、手腕、脚腕上都佩戴了
独具特色的配饰，颜色多样，不仅
与服饰相得益彰，更为整幅作品
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气。

木棉花开手工社负责人宋
荣耀则试图记录崇明土布的“源
代码”，建立一个“纹样数据库”，
为后世永久记录下这份美。“建
立纹样数据库并不是要独享，交
流分享、传承发扬才是我们的初
衷。”宋荣耀表示，随着更多人参
与，一定能更好地传承崇明土布
非遗文化。

早在正德年间编纂的《县
志》上，就已有了崇明地界生产
撞机布、苧经布的记述。由此可
以推知，崇明土布生产的历史要
早于嘉靖中叶，起码已有500多
年的历史。

崇明土布由经线、纬线编织
而成。而“经纬”一词，本就指织
物的纵线和横线，也比喻条理秩
序。《左传》中说，“礼，上下之纪，
天地之经纬也。”后来，“经天纬
地”一词，专指治理天下的非凡
才能。在崇明方言中，夸人“有
经纬”，即做事有条理、考虑周
到。

对于崇明土布的织造，崇明
民间用“一瓤棉花做到头”这样
一句民谚来概括。“秋来吉贝（棉
花）远连云，茅屋家家纺织勤。”
从棉花入秋时的收获采摘起，到
织成布匹止，先后要经历去籽、
弹花、纺纱、伙纱、浆纱、筒纱、经
纱、匀布、上机、嵌综、添筘、运
梭、落机等近20道工序。

要想使棉条纺出的纱又匀
又细又不断，手指捏棉花条时的
松紧，提拉时的轻重，摇动时的
缓急，都有十分的讲究。棉纱纺
成了，再经过一系列的做纱（使
纡子上的纱成为一绞绞），浆纱
（给织布时做经纱的棉纱上浆），
做筒管，直至添筘等过程后，就
到了最关键的开机运梭织布的
环节。

在许多人眼中，织布似乎是
一个轻松而有诗意的活计。在
吱嗒呀嗒的布机声中，布被一寸
一寸地织成。旧时崇明的文人
还把星夜之际布机声此起彼伏
地唱和当作“瀛洲八景”之一，冠
之以“玉宇机声”的美名。殊不
知织布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全身
心加以投入的工种。在织布的
过程中，织女既要用双足踩动布
机的踏脚板，又要用手来回不停
地投厾梭子，推动筘夹，眼睛还
得紧紧地盯住一根根经纱一道
道纬纱，以防出现挑纱，形成布
面的瑕疵，是一份十分辛苦的工
作。

“辛勤贫女重咨嗟，天寒十
月犹单稀。以布易粟聊充饥，衣
者谁知织者饥。”这是清代乾隆
元年，浙江人查岐昌来到崇明
后，深为乡间织布女的劳作感动
而写下的竹枝词。家家户户，日

日夜夜，一梭一梭。崇明土布就
是这样由贫家妇女劳作而成，再
销往外地衣被天下。

到了上个世纪初，崇明土布
业达到了鼎盛时期，崇明土布经
南北两线的运销与沪上市场的
交易，影响日渐扩大，名声逐渐
远播，产品遍布华东地区，远销
东南亚国家。那时，13 万户 60
多万人口的崇明，竟拥有 10 万
台布机，年产量达 250 多万匹，
仅次于松江、江阴。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现代
纺织业发展，以手工生产为主的
崇明土布逐渐失去了和机器纺
织的洋布竞争的能力。1955年
起，国家对棉花实行统购政策，
崇明土布的生产陷入了低谷。
崇明民间百姓仅凭自留地上所
得的一点棉花来纺纱织布，以供
儿女婚嫁时用。到了上世纪70
年代，社队办纺织工业的兴起，
完全替代了土布的生产。辉煌
了几百年的崇明土布，就这样逐
渐湮没。

有人认为土布太“土”上不
了台面，其实，崇明土布在生活
中十分有地位，是当地女儿出嫁
时必不可少的嫁妆。最为年轻
姑娘喜爱的崇明土布，是各色间
布。未出嫁时，她们常常在布机
上起早赶晚地织出一段的花色
各异的间布。最喜庆的当属织
有双喜字样的格子布或其他图
案的打格布，民间都以它来作为
新婚时的被单，叫做被单布。结
婚那天，有看新人习俗的崇明妇
女，到新婚夫妻那里，看的实际
上就是女方陪嫁的布段多少和
花色品种。乡间一些妇女直至
自己终老，也舍不得把陪嫁来的
好看间布用作衣料，而是悉心地
保存着，年年在炎夏六月的时候
拿出来晒霉，实际上也是向人展
示自己的纺织手艺。

崇明土布不仅是一门技艺，
同时也承载着民间代代相传的
文化传承。2015 年，土布纺织
技艺被列入上海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去粗存精，推陈出新，现代
化的艺术形式和数字化科技“滚
过”土布之上，使这一曾经辉煌
过后又衰落的传统技艺，再次以
充满活力的新面目跃然于新时
代面前。

（图文综合自上海崇

明、上海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崇明报等相关报道，文

字整理：实习生 欧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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