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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双休日排满课程教授面塑
“ 张老师，伊尔的耳朵是这么做

吗？”“ 张老师，伊尔的脑袋总是掉下

来，要用胶水吗？”周末午后，天山社

区活动文化中心三楼一间活动室里，

张书嘉被孩子们各种请教声包围。

活动室的长桌上放着黑色、黄

色、本色等八种基本色面团，桌边围

坐着七八位5至1 2岁的孩子，每人手

中捏着面团创作自己的作品。这节

课，孩子们要做的是维尼熊系列中小

毛驴伊尔的造型，而两位中级学员则

在挑战狮子王的面塑。

上小学四年级的王怡润揉捏好

伊尔的耳朵定位在伊尔的脑袋边，又

不确定地用眼光寻求张书嘉的肯定。

张书嘉看到后指着伊尔的耳朵说：

“ 耳朵内部有用刮子刻过吗？是刻不

是拉一条线哦。”王怡润看着耷拉的

耳朵立即领悟，并进行了修改。

王怡润说，家里已经摆放了二十

多个她制作的面塑作品，以卡通人物

居多，“ 我就是喜欢捏面人，太有趣

了。”她还悄悄表示，四年级的学习已

经很紧张了，很多同学都在不停地补

课，“ 要不是我感兴趣，坚持要学，我

爸妈也不会同意的。”

张书嘉表示，很多孩子来学但不

一定都坚持得下来，“ 学业太紧张，不

少家长送孩子来学面塑，是当作考试

成绩优异的奖励。”

教孩子们做面塑是张书嘉周末

生活的常态，手艺中心实行小班化

教学，课堂上学生不超过1 0人，80分

钟一次课程，每天张书嘉要接待三

四批学生，忙得连喝口水的功夫都

没有，但她却乐在其中，“ 每次看到

孩子们带着作品回家的高兴样，我

就很欣慰。”

三小时观摩与面塑结缘
说起与面塑的渊源，张书嘉笑

言“ 真 的 是 很 久 以 前 的 事 了 。 ”

1 990年的国庆节，城隍庙里热闹非

凡，扎彩灯、吹糖人、画糖画，一位

位手工艺人的绝 活 让 1 0 岁 的 张 书

嘉目不暇接。

当张书嘉走到一位捏面人的老

师跟前，桌上五颜六色的面人吸引了

她的目光，孙悟空、古代仕女和各种

小动物栩栩如生的样态让她不肯再

挪一步。张书嘉就站在老师边上，看

她做完孙悟空再做小姑娘，“ 当时我

一站就站了三个小时，就觉得这真像

一个魔术，太神奇了。”

而这位老师就是上海面塑大师

赵阔明（“ 面人赵”）的女儿赵凤林，

她看到1 0岁的张书嘉对面塑如此感

兴趣，便建议书嘉的父母送她去虹口

区少年宫报名学面人。张书嘉依此与

面塑结缘，也开始为面塑付出自己努

力的汗水。

书嘉手艺中心一个小展厅里至

今还放着张书嘉在高中时期的作品

《 56个民族》，这是她初三升高中那

个暑假为了参加一个全国比赛赶制

的作品。整个暑假别的孩子都玩疯

了，但张书嘉却埋头于自己的面人世

界，“ 平均每天做两个，仔细研究不同

民族的特点边做边改，每天都一身

汗。”她的付出为她换来了全国一等

奖的荣誉。

此外，张书嘉还带着面塑绝活先

后走访了德国、美国、法国等7个国

家，向老外们现场展示中国传统的民

间手艺。每当看到他们目瞪口呆的神

情，不断发出崇敬与赞叹的声音时，

张书嘉总会感到无比自豪。

创业节目拿奖促进创业
若不是2007年参加了《 创智赢

家》真人秀节目并最终赢得了1 00万

创业基金，张书嘉的创业路可能不会

那么早开启。

200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

业设计的张书嘉，进入一家大企业做

市场营销，相比很多同学进入广告公

司担任设计师，张书嘉的选择有自己

的想法，“ 我本就有以面塑为基础的创

业念想，只是在时间设定上没有具体

规划。但若要创业，只了解设计是全然

不够的，需要懂市场，需要知道消费者

的需求。”三年市场营销的经历让张书

嘉掌握了一系列如品牌研发、受众需

求、反馈等知识，也对她如今创办书嘉

手艺中心有了切实帮助。

2007年她创办了自己的手艺中

心，头三年的创业异常艰辛，最难的就

是如何推广面塑，“ 很多人不知道什

么是面塑，知道后又会问为什么要学

面塑。”创业初期，张书嘉只能一所所

学校地跑，公益讲座做了一场又一场，

系统介绍面塑以及背后文化内涵。

而会捏面人不一定会教又是紧

接着困扰张书嘉的难题。她告诉青年

报记者，刚开始课堂教学并没有划分

年龄层，还允许家长在旁“ 围观”，弊

病也逐一显现，“ 首先孩子会产生依

赖情绪，而有些家长占主导地位，会

为孩子‘ 代劳’，针对课堂问题我也

是不断在调整修改。”张书嘉感叹道。

走过了三年艰辛期与三年发展

期，现在书嘉手艺中心除了位于天山

社区的总部，在全市还有6个教学点，

学生1 00多名。对于已经步入正轨的

手艺中心，张书嘉脸上也终于露出了

笑容。

将现代教学融入课堂
维尼熊系列面塑、愤怒的小鸟系

列面塑、蓝精灵面塑⋯⋯如今融进张

书嘉面塑课程中的内容可谓丰富多

彩，遇到万圣节、圣诞节，她还会教授

学习程度不同的学生做南瓜灯、圣诞

老人的面塑。

张书嘉坦言，现在学习面塑不比

她小时候，那时候就是埋头苦练，“ 记

得刚开始打基础的时候，捏一个人物

头像就要练习两个月，每天对着同一

个古代人物头像干瞪眼，枯燥乏味。”

她深知，如果现在再用老方法去教孩

子，相信一大半学生来上一次课后就

没了兴趣，“ 所以要融入很多与生活

息息相关的内容，让他们觉得面塑和

生活其实很近。”

虽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老寿星、

古代仕女面塑练习，但打下扎实基础

是张书嘉一直强调的，于是把技巧拆

分融入每节课中成了她现代教学的

一个手段，“ 比如练习人物头像，我会

给学生们提供七个小矮人造型，或者

民族娃娃造型，人物形象变了，但实

质练习没有变。这样既能打好面塑基

础，孩子们也不会觉得太枯燥，能保

持兴趣并坚持学下去。”张书嘉对于

自己的教学方法侃侃而谈。

三年前，张书嘉还根据自己的教

学实践编写了初级面塑教材，她介绍

说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结合现代教

学模式，将面塑技巧循序渐进地融进

每节主题式课程中。

“ 面人小姐” 用手捏出艺术梦想
推广面塑，希望教出更多学生

10岁与面塑结缘，她坚持苦练将中国
传统手艺带到了世界各地；27岁参加电视
节目赢得创业基金，她开设了手艺中心，将
教授面塑变成自己的事业。她叫张书嘉，是
书嘉手艺中心创办人，她一路摸索设计面
塑课程和教材，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
四岁的孩子都亲切地叫她“ 张老师”。

如今，张老师最大的心愿不是自己作
品能得奖，而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有所收获，

“ 如何让更多
人感知、学习、
热爱这门中国
传统的民间艺
术是我努力的
目标。”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青年报：最近有在创作大型的面
塑作品吗？

张书嘉：没有。我现在将全部精

力都放在教授学生身上，精力有限，

所以在创作方面相应减少了时间。

青年报：学好面塑有什么必要条
件吗？

张书嘉：没有，只要用心就可以。

当然兴趣也很重要，一旦孩子有兴

趣，加上坚持就会有所成就和收获。

青年报：当了六年老师，觉得自
己与传统的面塑手艺人有区别吗？

张书嘉：有，可能是分工不同

吧。传统的面塑手艺人可能在作品

创作上会一直推陈出新，他们做的

是文化传承。而我现在侧重于教学

理念上做精，更多的是以教学者身

份探索如何推广面塑，带有传播的

性质。

青年报：对于未来有什么设想？
张书嘉：希望能教出更多优秀的

学生吧，我现在正在编撰中级面塑教

程，也是希望有更多孩子和老师加入

到面塑队伍中。我已经过了渴望得更

多奖项的阶段，现在的心愿就想教出

更多优秀学生，看到他们得奖，是对

我教学的肯定，同时也就多了一人继

续传播面塑这门手艺。

“ 未来希望教出更多优秀学生”

张书嘉在指导小朋友做面塑。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做出迪士尼动画形象吸引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