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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红清 为深入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

一步推进中国梦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以校外活动阵地为

主的201 5年“ 童心接力中国梦，

中华文化我传承” 主题教育活

动，将在全市1 7个区县的中小学

展开。

有着几千年文化与历史的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欧亚，集文

化、经济、政治相融合的人类文

明发展通道。为了让广大少年儿

童更好地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

与发展过程，加深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解与传承。今年的主题教

育活动将以此为内容，举办“ 传

奇丝路，魅力神州”少年儿童图

文创作大赛和“ 我是小小中国

通———丝路文化之旅”知识竞答

为主的系列主题活动。

该活动由全国少年儿童“ 双

有”组委会办公室指导，上海市

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主办，上海市

校外艺术教育群文中心教研组承

办，普陀区青少年中心、虹口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协办。主办方表示，

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希望通过

这些生动有趣的活动，引导广大

少年儿童了解中华民族的文明历

史和优秀传统文化，从小自觉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断奋斗。

漆艺大师班作品展
展现传承与创新

本报讯 徐红清 近日，“ 漆

艺在途”工艺传承教育汇报展在

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该展

览由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手

工艺艺术研究院主办。

展览展现的不仅是手工艺

艺术研究院“ 漆艺”工作室领衔

项军大师和他的学生们近两年

的“ 教学互动”成果，还有漆艺

“ 大师班”师生共同生活、学习

中积累起的些许体会。丰富的展

品带给观众的不仅是视觉的享

受，还将这门古老的手艺带进了

现代生活。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样

的呈现方式让更多热爱手工艺

的人们，认知“ 漆艺”，了解漆艺

这 门 杰 出 的“ 古 老 的 技 艺 传

承”。

自201 1 年手工艺艺术研究

院提倡以“ 3+1 ”模式探索实践

“ 工艺传承大师班” 教学以来，

在学院应届毕业生中招收优秀

学员，继续在校进入大师工作室

深造一年，在工艺技法得以传承

的同时、深入探寻工艺技能的诸

多表现形式与艺术呈现的个性

化表现形态。手工艺艺术研究院

期待通过这样的形式推介，结识

更多的“ 内心早已充满着对传统

艺术守望”的人，参与到保护传

统手艺、弘扬中华文化的大阵营

中来，共同把中国创造的梦想进

行到底。

从打浆开始，造一张纸
大家都知道，造纸术是中国

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一张纸是

怎么造出来的？一个完全不懂造

纸技术的门外汉能在40分钟的

课堂上造出一张纸吗？一堂造纸

课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

走进造纸印刷体验馆，老师

正在给学生们介绍造纸的原理

和步骤：切麻———洗涤———浸灰

水———蒸煮———舂捣———打浆，

然后抄纸、晒纸。由于场地和时

间有限，同学们的造纸只能从打

浆开始了。

只见老师把一张纸撕成碎

片，放进一个食品料理机里，加

水被打磨成一大杯纸浆糊糊。这

杯纸糊糊被平均分配，倒进每组

同学面前的操作台上的水槽里，

被水槽里的清水稀释混在一起。

然后老师让同学们学她的动作，

把手伸进水槽，用手去均匀搅

动，让纸浆与水结合成浆液。

接下来的抄纸步骤就很考

验技术了。抄纸，就是用捞纸器

（ 竹篾席）捞浆，使纸浆在捞纸

器上交织成薄片状的湿纸。这个

步骤的关键就是要让浆液均匀

的滤过竹篾席，让水从竹篾席的

缝隙里流走，留下纸纤维。这个

步骤的动作必须柔和、平衡。否

则留下的纸纤维就会厚薄不匀。

经过细致轻柔的抄纸步骤

后，可以看到竹篾席上留下了一

层纸纤维，把竹篾席上有纸的一

面朝下放置在操作台上，用干燥

的毛巾去吸干竹篾席上的水分。

再轻轻揭开竹篾席，让竹篾席与

纸分离，一张湿漉漉的纸就出现

在人们眼前。这就是纸的雏形

了。现在最后一步就是“ 晒纸”

了，在教室里，大家就用吹风机

的热风“ 加速” 了晒纸这一过

程。

吹风机吹了不一会儿，水分

被吹走了，用手轻轻一揭，一张

纸就出现在人们眼前了。拎着纸

的王同学激动不已，“ 以前只知

道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推动

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没想到自己

竟然也可以亲自造出一张纸来，

这堂课让我很激动！以后提起中

国四大发明，我可以骄傲的和别

人嘚瑟我知道造纸术是怎么回

事 ， 我 还 亲 自 造 出 过 一 张 纸

来。”

小学徒也扎染出漂亮手帕
离开造纸印刷体验馆，记者

来到隔壁的中国古代染织体验

馆。同学们的扎染已经进行到一

半。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

的染色工艺，是织物在染色时部

分打结捆扎起来使之不能着色

的一种染色方法。因为每个人捆

扎的手法轻重不一、缝扎时针脚

不一、染料浸染的程度不一，带

有一定的随意性，染出的成品很

少一模一样，所以一个初级学徒

也往往能染出一幅富有艺术气

息的孤品出来。

学生们将布料选好后，按花

纹图案要求，在布料上撮皱、折

叠、翻卷，做出一定形状，然后用

针线一针一针地缝合或缠扎，将

其扎紧缝严，让布料变成了一串

串布疙瘩。

接下来，老师就把这一串串

布疙瘩扔进煮沸的染料锅里浸

染。经过反复的浸染，布料被充

分的染色。20分钟后，老师把布

疙瘩还给了同学们，让同学拆

线。

同学们将布疙瘩挑开后展

开。被线扎缠缝合的部分没有染

上色，呈现出空心状的白布色，

这便是“ 花”；其余部分成染料

的红色，即是“ 地”，整体便出现

红底白花的图案花纹来。至此，

一块漂亮的扎染布就完成了。

“ 花”和“ 地”之间还呈现出一

种过渡性渐变的效果，像冰裂纹

一样，自然天成。

看着手上的扎染手帕，竟然

有了韵律感十足的自然晕纹，王

同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第一

次就能扎染出这么漂亮的手帕。

当同学们在为自己造出了

纸和扎染出了手帕在欢呼雀跃

时，隔壁的中国古代建筑体验馆

里却鸦雀无声，同学们正在全身

灌注地按图纸搭建一个木建筑。

经过30分钟搭建，同学们已经搭

出了一个全木结构戏台的雏形。

而走廊尽头的中国古代青

铜体验馆里，同学们在模拟制造

青铜器。课上，老师用蜡液替代

了铜水演示青铜器的制作，同学

们已经进行到注蜡这一最后的

步骤。小铁壶里是已经烧融化的

蜡，同学们要把蜡灌进模具的小

孔里，小孔直径不过几毫米，稍

有不慎，热蜡就会粘上皮肤。同

学们在小心翼翼地灌蜡，也体会

到古代工人的艰辛与不易。

边玩边学，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 指南针计划”拓展课受到青少年欢迎

在40分钟的课堂时间里，学生们可以选择去做出一个“ 青铜器”；或者“ 鲁班附体”搭出一个全木
结构的抗震建筑；或者扎染出一幅精美手帕⋯⋯如何让悬挂的历史成为青少年“ 心中的版图”？如何让
浩瀚的文明成为青少年“ 成长的源泉”？虹口区人民政府协调虹口区教育局、上海民族民俗文化创意推
广中心推出的“ 指南针计划”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指南针计划”专项青少年基地这学期刚刚搬到位于
虹口的华师大一附中。基地现在已经有了中国古代造纸印刷体验馆、中国古代陶瓷体验馆、中国古代染
织体验馆、中国古代青铜体验馆、中国古代建筑体验馆等五个体验馆。日前，华师大一附中的学生来到
其中四个馆上了一堂生动的“ 指南针计划”拓展课。 青年报记者 曹莹 摄影报道

“ 指南针计划”是一项涵盖

农业、纺织、营造、文化传播等若

干领域的大型系统工程，旨在培

养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

的传承、研习和体验。该基地于

2012年落户虹口区以来，已经发

展为上海青少年研习传统文化、

实践古代科技、传承中华文明的

有效载体和重要平台。

纸浆造纸、缫茧取丝、活

字印刷⋯⋯这些承载着中华

传统文化和古代科技水平的

民族技艺是中华民族乃至人

类文明的结晶。但现在很多小

孩知道日漫、知道迪士尼，却

对老祖宗的文明不甚了解。要

让孩子们了解传统文化，爱上

传统文化，并对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产生自豪感，这是教育

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引导青少

年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益尝试。

让中华文明“ 触手可及”

[记者观察]

参加“ 丝路”竞答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