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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SHI DIAN

今年 9 月，黄道婆纪念公园在整合了黄道婆墓、黄道婆纪念馆和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术实践基地后

全新亮相。 越来越多人走进纪念公园，在瞻仰黄道婆墓、参观纪念馆时，更会被实践基地里那一匹匹经纬

不一的上海土布、那一台台劳作顺畅的三锭纺车、那台集结着数百根纱线的织布机所吸引。 当现代纺织

工业代替了手工棉纺织业，上海已甚少有人纺纱织布了，但黄道婆纪念公园的实践基地里依旧有着这样

一个非遗传承班，延续着黄道婆留下的棉纺织技艺和先棉精神。

黄道婆棉纺织技艺依旧在传承

每周三， 是黄道婆棉纺织技艺传

承班上课时间。学员们拿着整理好的棉

团，一手拉出棉线、一手挑线理线，双脚

还要控制着纺车的轴轮，十来台三锭纺

车机梭梭地。给学员们指导的是黄道婆

棉纺织技艺区级传承人林秀梅，70 多

岁的她精神矍铄， 一边给学员做示范，

一边讲解纺线时的要领。从 6岁跟着长

辈们踩三锭纺车，因为喜欢，从未停下

踩踏纺车的脚步。 她还是乌泥泾（黄道

婆）手工棉纺织技艺唯一国家级传承人

康新琴的弟子，“我们都叫康老师为‘王

妈妈’， 因为黄道婆墓就在她夫家的屋

后面，她就一直来墓地看看，打扫墓地，

成为她的日常工作。 我那时在镇上上

班，有空就来这里跟着她学。 ”说起“王

妈妈”， 林秀梅有点遗憾，“没有完全学

会她的本事，我对染布、织布还有很多

不懂的，可惜王妈妈也走了……”

近期纪念公园开设的“先棉大讲

堂” 邀请到有着十余年手织布收藏与实

践的白略老师， 当她拿出自己亲手织出

的第一块手工布时， 学员们投来了羡慕

的眼光。 黄道婆纪念公园开设非遗传承

班，教授三锭纺纱等，挖掘和培养非遗传

人。然而对标对表非遗传承项目，包括采

棉、捍棉、弹棉、纺纱、染色、织布等全过

程技艺，非遗传人的培养道路还很长。

黄道婆精神当今依旧有价值

黄道婆对上海棉纺织的贡献由来

已久。 她从海南崖州带回当地先进的

棉纺织技术，在乌泥泾（今徐汇区华泾

镇）传授技艺，再到棉纺织业带来的经

济繁荣，松江府由此成立。 黄道婆棉

纺织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文

化和精神的体现，特别是黄道婆勇于

探索、敢于创新，造福乡里、无私奉献

的精神，成为黄道婆棉纺织技艺的独

特内涵。 当白略老师 2010 年左右开

始进行手织布田野调查时，第一站就

选择了黄道婆纪念馆，调查乌泥泾手

工棉纺织技艺。 她用实践者和艺术家

的视角，去探讨和扩宽棉纺织技艺的

更多可能性，而不单单只是博物馆里

的馆藏品。 就像华师大民俗学博士方

云所说，“黄道婆精神是中华传统核心

价值观的体现，要让青年一代对民族、

国家以及非遗的认同，成为一种全新

的生活方式，传承才会更有价值。 ”

黄道婆棉纺织技艺区级传承人李

晓明，也是康新琴的弟子，她曾在园南

中学开设青少年纺织兴趣班，利用学

校教育的优势，传授乌泥泾棉纺织技

艺和黄道婆精神。 虽然年事已高的她

没有再授课，但说起青少年纺织兴趣

班，李晓明仍有很多期许，“让更多青

少年接触到传统的棉纺纱技艺，在手

脚配合中学会纺线等技术，不仅是在

培养一份耐心，更是将传统文化传播

的种子洒向希望一代。 ”

黄道婆非遗传承依旧有潜力

“非遗”与文物最大的差异，在于

必须“活态”传承。 很多时候，作为“非

遗”项目的物件或艺术形式，往往已经

淡出现代人的生活，就像手工布能否

被新时代接受，更需要的是整合政府、

高校、企事业单位、社区等资源形成合

力，将黄道婆的影响扩展开来。

自 2011 年社区学校开办了首期

非遗传承班开班以来，已吸引了近 60

名对黄道婆棉纺织技艺有浓厚兴趣

的学员前来学习实践，其中不乏 80 后

的年轻人。 而要成为非遗传人， 不仅

需要的是一腔热情， 更多的是沉下心

来持续地练习与打磨自身的技艺，华泾

镇社区学校郭玮校长对此深感责任重

大，“非遗传人的培育应该是全方位的，

首先要熟悉黄道婆其人其事以及她的

贡献，要有一定的文化积淀。 还要能够

熟练地操作黄道婆发明的三锭纺纱技

艺以及与织布相关的技艺，另外，还要

具备传承人的奉献精神，能够经常在各

种民俗节庆日、各种活动场景中去展示

和宣传纺纱技艺以及黄道婆精神。 ”

据悉， 相关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专

家学者也在积极探索黄道婆棉纺织技

艺的文化传承及文创衍生的创意开

发。 有识之士认为， 在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科技的发展， 要对黄道婆乌泥泾

棉纺织技艺有更长远的保护，还需要与

市场结合，将这些土布和纹样记录保留

再创新，在数字化技术、智能制造等加

持下，形成独具特色的土布产品，如土

布成衣、土布饰品，再次获得市场的青

睐，为传统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

吸纳再就业人群加入到黄道婆棉纺织

技艺和精神的传承中，成为非遗传人或

部分技艺工匠人，在实践基地的基础上

打造沉浸式工艺生产空间，形成兼具传

统与创新的品牌， 从而获得更多社会

关注，将先棉精神持续发扬。

“教我纱教我布”的先棉技艺今夕断层

黄道婆精神和技艺的传承义不容辞

文 / 记者 殷志军 徐喆衎 陆翔 图 /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