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派青春派R ■青春之声R

■青春日记R

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姚

玉粼：

“让非遗技艺被更多的

人熟识和喜爱”

9 月 9 日上午 10 时左右，杭州亚运会火

炬传递湖州站，火炬手姚玉粼稳稳握着火炬

奔跑，她发髻上插着的一支发簪造型的湖笔

格外引人瞩目。

这支外形似发簪的“簪笔”，是 95 后湖笔

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玉粼为了此次火炬传递特

意复原的一款汉代毛笔。“以前汉代官员会将

‘簪笔’别在头发上，这次有幸参加火炬传递，

我希望让更多人通过‘簪笔’看到不一样的湖

笔。”姚玉粼说。

一支湖笔，百道工序。

“制作湖笔工艺复杂、收入微薄，大多数年

轻人都不愿意学习这门手艺。2018 年我和丈

夫返乡传承学习湖笔制作技艺时，湖笔制作队

伍已经出现了大幅的断层和萎缩，除了我们

俩，年纪最轻的也已 40 岁以上，年纪最大的已

百岁高龄。”当姚玉粼道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湖笔制作技艺传承现状，记者颇感

吃惊。

5 年前，大学毕业的姚玉粼在杭州找到

一 份 帮 助 中 老 年 人 调 理 慢 性 疾 病 的 工 作 。

那 一 年 的 农 历 九 月 十 六 ，刚 刚 找 到 工 作 的

姚 玉 粼 回 到 湖 州 南 浔 区 善 琏 镇 ，参 加 当 地

纪 念 笔 祖 蒙 恬 的 传 统 仪 式“蒙 恬 会 ”，被 盛

大 的 场 面 所 震 撼 ，下 定 决 心 辞 去 大 城 市 的

工 作 ，师 从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湖 笔 制

作 技 艺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邱 昌 明 ，学 习 湖 笔 制

作技艺。

“越跟着师父深入学习，越了解一支小小

的湖笔里蕴含的文化之丰富，它的历史和传

说、不同书画风格的笔的选择，都让我深深着

迷。”姚玉粼告诉记者，一支手工制作的湖笔，

需要经过 8 道大工序、128 道小工序，过程十

分精细复杂，从原料到成品起码要 3 个月时

间。千百年来，湖笔讲究纯手工制作，即便在

今天，也只有笔杆刻字这一道工序可以用激

光刻字代替。

为 开 辟 宣 传 和 销 售 湖 笔 的 新 路 ，姚 玉

粼 抓 住 互 联 网 发 展 带 来 的 机 遇 ，通 过 开 网

店、拍短视频、网上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

解湖笔。

“刚开始没经验，不知道怎么上链接、投

流量，直播间门可罗雀。”姚玉粼坦陈，起初性

格内向的自己都不敢直视摄像头，也不知道

直播的时候该说些什么。

“渐渐地我摸出了门道，说累了就直播笔

工 们 做 笔 的 过 程 ，没 想 到 一 下 子 就 火 了 起

来。”姚玉粼回忆，最忙碌的一次，她从晚上 7
点多一直直播到凌晨 2 点，库存全部售罄，为

了及时发货，不得不连夜把半成品的毛笔赶

制出来。

随 着 新 销 售 渠 道 打 开 ，湖 笔 销 量 不 断

增 加 ，去 年 年 初 ，由 善 琏 镇 党 委 牵 头 、姚 玉

粼 等 人 带 头 成 立 了“巾 帼 共 富 工 坊 ”，让 散

落在各村各户中有一技之长的老手艺人在

家中就能有活干、有钱赚。车家兜村 59 岁

的 杨 锦 堂 擅 长 加 工 制 作 笔 杆 ，从 传 统 的 木

头、竹子笔杆，到别出心裁的牛角、水晶、金

属 等 质 地 的 笔 杆 都 能 制 作 ，去 年 年 底 结 算

共 收 入 8 万 元 ，远 远 高 于 原 先 种 地 的 收

入。目前，姚玉粼已经签约 13 名全职工人

和 8 名兼职工人。

如今，27 岁的姚玉粼担任了湖州市善琏

湖笔小镇电商联合党支部书记，并先后获得

浙江省三八红旗手、浙江青年工匠等荣誉。

在学习制笔技艺的同时，姚玉粼也在不停探

索创新湖笔制作工艺，让更多人爱上湖笔：

“传承不仅仅是延续，还要让非遗技艺被更多

的人熟识和喜爱，才能为千年湖笔注入新鲜

活力。”

平阳木偶制作技艺传承

人庄玉簪：

“非遗项目不仅需要传

承，更需要创新”

一台满是木屑的木工车床上，一截长约

25 厘米、直径约 10 厘米的木头被固定其中。

浙江平阳木偶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庄玉簪

娴熟地拿起锤子和錾子，噼里啪啦一阵敲凿，

不一会儿的工夫，一个五官特征明显的木偶

人头已跃然眼前。

“我负责木偶剧中的木偶头造型雕刻制

作，还要参与剧中的道具上色和绘景等。”尽

管是一名 80 后，庄玉簪却已经进入制作木偶

的第二十七个年头。

平阳木偶戏早在南宋时就在民间流传，

表演形式以提线木偶为主，2008 年被列入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扩 展 项

目。庄玉簪并非平阳本地人，而是相邻的苍

南县人。 1996 年 12 月，15 岁的她即将初中

毕业，从叔叔那里得知平阳木偶剧团招生的

信息，热爱美术的她以为这份工作主要是给

木偶化妆，便自告奋勇报了名，从此便与平

阳木偶戏结缘。

把了无生气的木头变成栩栩如生的木

偶，多有意思！庄玉簪喜欢上了这项工作，从

此再苦再累也没有动过放弃的念头，她暗下

决心，“让更多人爱上木偶是我的使命”。刚

开始学习雕刻木偶的时候，受伤是家常便饭，

一不留神就会划破手掌、腿部。“那时候力气

小，拉不动锯子，雕刻刀经常要用肩膀顶着才

能 使 上 劲 儿 ，一 天 下 来 肩 头 都 是 乌 青 乌 青

的。”如今，熟能生巧的庄玉簪早已练得一双

健壮的臂膀。

雕刻初坯、成形，仅仅是木偶制作的最

初 步 骤 ，后 续 还 要 经 过 细 刻 、磨 光 、粉 彩 、

定 妆 、配 饰 等 一 套 严 密 的 程 序 。“从 木 头 到

木偶，一个普通的木偶制作需要 4—5 天时

间。”庄 玉 簪 介 绍 ，“如 果 是 装 置 机 关 的 话 ，

则 要 更 久 。 在 头 部 和 身 体 的 不 同 部 位 设

置 多 个 机 关 装 置 ，就 能 让 木 偶 的 全 身 都动

起来。”

庄玉簪拿出了自己 2016 年参加全国汇

演时制作的一款魔术师木偶：“刚工作的时

候，我制作的木偶大多是传统剧目里的古装

形象和儿童剧里的卡通形象。积累了一段时

间之后，我感到非遗项目不仅需要传承，更需

要创新，才能与时代接轨。当时我就琢磨，人

能变魔术，木偶能不能也变魔术？”

庄玉簪和从事木偶表演的丈夫一起研

究，创作出了小品剧《魔术师》，她负责制作木

偶，光是木偶头上就装了十来个机关装置，让

木偶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甚至是胡须、牙

齿等都能动起来，丈夫在台上表演，让木偶如

同真人魔术师一样变出丝巾、小动物，表演时

她还要给丈夫做助手配合变魔术。演出场场

爆满，深受观众喜爱。

自参加工作以来，庄玉簪制作的木偶多

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项。今年 6 月，她为

木偶剧《高机与吴三春》设计制作的角色高

机与吴三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

联会中国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

偶联会亚洲太平洋委员会联合授予第六届

木偶皮影优秀剧（节）目展演优秀偶型设计

（制作）奖。

庄玉簪告诉记者：“我们在木偶剧设计

制作中结合了瓯剧、瓯绣、剪纸等温州地区

的八大非遗项目，人物造型精致生动。我完

成 30 多个主要角色木偶头雕刻，其中为女

主角吴三春、男主角高机各设计制作了 8 个

不同造型。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获得了专

家的认可。”

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

人吴佳佳：

“用心烧制出自己心中

的千峰翠色”

白墙黛瓦，花草掩映。在浙江省宁波市

江北区庄桥老街一条清幽小弄里，记者走进

了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沐青轩·
共富工坊”。

走进基地，指着墙上的展板，越窑青瓷烧

制技艺传承人吴佳佳向来访者介绍起越窑青

瓷的历史沿革：“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瓷器的

故乡。东汉越窑生产出了中国第一代瓷器，

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

吴佳佳 1988 年出生于浙江丽水龙泉青

瓷世家，自幼便受父母熏陶，对青瓷烧制技艺

耳濡目染，“我自 2009 年开始学习青瓷制作

工艺，深深地被她的静态润玉之美所吸引，经

过不断的潜心学习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能，

却也发现制瓷并非易事。”

2011 年，越窑青瓷烧制技艺被列入了第

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

吴佳佳来到宁波后，得知越窑青瓷烧制技艺

比龙泉窑青瓷更古老甚至一度失传，便下定

决心学习越窑青瓷烧制技艺。

“做瓷器有句老话，进门揉泥学三年。”

吴佳佳回忆，“这是和泥巴之间最深情的触

碰。如果泥巴没揉好有气孔，韧性不够，烧

制出来的瓷器就有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她告诉记者，手工制作瓷器的烧制成功率平

均每窑只有 30%左右，每一个环节的精益求

精都必不可少，只有在不断接受失败中才能

走向成功。

在不断学习中，吴佳佳发现研习陶瓷技

艺，不仅需要有恒心、匠心，更需要经得住一

次次的磨练，懂得随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有的瓷器制作需要个把月的时间，其间遇到

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有时候灵感突

然来了，会一直做到深夜，用心烧制出自己心

中的千峰翠色。”

作 为 年 轻 一 辈 的 制 瓷 人 ，不 但 要 钻 研

越 窑 烧 制 的 传 统 技 艺 ，同 时 还 要 与 时 代 相

结合，烧制出有现代意义的新越窑。今年 5
月 ，在 第 十 一 届 中 国（浙 江）工 艺 美 术 精 品

博 览 会 上 ，吴 佳 佳 的 作 品《忆 江 南》捧 得 金

奖 。 作 品 使 用 灰 釉 和 青 釉 两 种 釉 色 结 合 ，

把江南旋转进泥里，模拟出千峰翠色、瓦檐

石 桥 ；又 运 用 跳 刀 装 饰 纹 ，将 细 雨 、润 土 的

故 事 娓 娓 道 来 ，讲 述 记 忆 中 忘 不 掉 的 江 南

独好。

记者看到，沐青轩的手工体验区里，几个

小朋友正在体验手工制作瓷器。吴佳佳介

绍，这里作为非遗传承基地，不仅经常组织学

校的小朋友来此体验青瓷烧制技艺，还免费

为当地的豆腐、风筝、面塑、剪纸等非遗项目

提供推广活动场地支持。近年来，以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为契机，吴佳佳发挥自己的区妇

联执委作用，已先后承办“儿童友好 非遗传

承”等主题活动百余场次。

此外，吴佳佳还担任客座老师，走进职

业学校、中小学和幼儿园开设讲座、帮助设

立陶艺班，致力于向更多人推广介绍越窑青

瓷。“我想把越窑青瓷的烧制技艺更好地传

承 下 去 ，让 越 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了 解 这 个 行

业 ，了 解 越 窑 青 瓷 ，了 解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吴佳佳说。

巧运匠心巧运匠心 薪传非遗薪传非遗
本报记者 姜 洁

面临毕业或初入社会，有时

我们都会有一点“着急”：要考到

什么证、要达到什么学历、要找到

什么工作、要拿到多少薪水……

如同有一份必打卡的人生攻略，

一步也不能错，否则就不能达成

人生的最优解。然而，人生不是

一场划定范围的考试，更没有关

于未来的标准答案，当迎面撞上

真实的世界时，无数的机遇和挑

战铺展在眼前，一旦看不清、选不

定自己的前路，我们有时就会感

到困惑和挫折。

其实未来不在远方，赶路人

脚下就是未来。抓住了当下，就

是抓住了未来。

未 来 是 人 一 步 步 走 出 来

的 。 一 时 还 把 握 不 了 未 来 ，却

又 急 切 地 想 看 清 未 来 ，这 往 往

成 为 许 多 人“ 成 长 的 烦 恼 ”。 实

际 上 ，从 来 都 不 存 在 人 人 适 用

的“ 成 功 模 板 ”，偏 离 世 俗 所 谓

的“ 成 功 ”标 准 也 并 非 就 不 值

得 。 一 个 人 的 成 长 过 程 ，总 是

在 对 各 种 可 能 性 的 尝 试 中 ，努

力 寻 找 着 一 个 最 适 合 自 己 的 角

色 ，并 以 此 活 出 属 于 自 己 的 精

彩 人 生 。 千 里 之 行 始 于 足 下 ，

应 将 目 光 聚 焦 做 好 眼 前 、手 边

的事上，踏踏实实工作，积累经

验，增长才干，积跬步终能至千

里，视野不断拓展，未来之路越

走越开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担 当 。 我 们 看

到 有 的 年 轻 人 专 注 在 大 国 重 器

的攻关上奋力攀登，有的年轻人

投 身 到 农 村 的 广 阔 天 地 里 大 有

作为，有的年轻人逆行在抢险救

灾的第一线奋不顾身，有的年轻

人坚守在国境海疆的最前沿保卫祖国……行动是青年最

有效的磨砺，从科技创新到乡村振兴，从绿色发展到社会

服务，无数的年轻人已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为一生的奋斗打下基础。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青春姿态一脉相承。任何时候

年轻人总是最有生气、最有闯劲的，再多的困难都会化成

成长的历练，再多的险阻都可能是开拓新局的契机。正

如钢铁需要“淬火”才能获得更高的硬度和韧性，如果一

个年轻人的成长必然要经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那也是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理想不可能实现，你要做的就是用

自己的行动去创造自己的未来。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

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

又如初升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

洒满大地。

千
里
之
行
始
于
足
下

张

璁

上大学的时候，提到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漠河市，有人会说那里又冷又穷。那时我就想，毕业后我要

回去，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2013 年，24 岁的我本科毕业，放弃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

的录用，回到黑龙江参加全省大学生村官选拔考试，被录取

为漠河市北极镇洛古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子地处黑龙

江源头，冬天可达零下 50 摄氏度，大雪后便几乎与世隔绝。

我就住在村委会，架起铁皮床，报纸当窗帘，生火靠

自己，公厕在出门 500 米开外。条件虽苦，我却忙得不亦

乐乎：帮乡亲们修手机、下载种植养殖教程、寻找农产品

销 路 …… 村 委 会 逐 渐 热 闹 起 来 ，大 爷 大 娘 们 喊 我“ 文 闺

女”，争着拉我回家吃饭。村支书的一句话，让我感触颇

深：“我们一直盼着能来个大学生，给咱村添些希望！”一

张张淳朴的笑脸，激发了我的斗志，我意识到：最好的融

入是埋头苦干，最好的贴近是将心比心。我的心里也有

了新企盼：带着村民富裕起来！

党员大会出勤率低，怎么办？我因“需”制宜丰富党课

内容：政策解读视频、农业技术知识、民宿接待礼仪……这

些新内容让党员集中参学率增加到 95%。通过组织村民成

立文艺宣传队等活动，村里的青壮年也凝聚了起来。

人心齐，产业兴。村集体注册成立了游艇公司，我就帮

助老乡线上营销家庭旅馆，一次次地跑旅行社加强合作。

随着新知识、新理念、新技能走进大山深处，村子热闹起来，

村民也富了起来。很快，洛古河村党支部不仅摘掉了“软弱

涣散党组织”的帽子，该村还被评为“省级文明村”“戍边为

民模范村”。

从 2016 年担任北极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到 2021 年

当选北极镇党委书记，我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我告诉自

己：一定要加倍努力，不负老乡们的期望。针对小镇接待能

力弱、品质差，镇里通过样板间示范改造、“厕所革命”，让

“家庭宾馆”升级为“精品民宿”。产业单一，利润低，怎么

办？我们于是制定了“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发展定位，办

起蛋鸡养殖场，种植寒地玫瑰，打造能看能卖的“最北”花

海，因地制宜研究增收新路子。没有品牌，知名度差，我们

谋划了冷饮厂、啤酒厂等多个产业项目，打造一个个全新的

“北极品牌”。

今年 2 月，我当选为漠河市副市长，砥砺奋进的信心

更足了。未来，我会依托地缘优势，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创

新 乡 村 治 理 模 式 ，让 祖 国 北 疆 更 美 、父 老 乡 亲 们 的 生 活

更甜！

（作者为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副市长、北极镇

党委书记，本报记者张艺开整理）

以青春热忱建设家乡
文 竹

图图①①：：姚玉粼姚玉粼（（左左））在指导村民在指导村民加工湖笔加工湖笔

笔杆笔杆。。

图图②②：：吴佳佳在展示越窑青瓷作品。。

图图③③：：庄玉簪在加工木偶庄玉簪在加工木偶。。

以上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姜洁姜洁摄摄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丹峰张丹峰

①①

②②

③③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日 前 ，记

者采访了几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轻

女 性 传 承 人 。 她 们 用 灵 巧 的 双 手 、

独具的匠心将濒临失传的中华文化

传统瑰宝鼎力传承、守正创新、发扬

光大。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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