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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成草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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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报刊登了一组活跃在

嘉定地区民间艺人的报道，并选

登了他们的部分作品。

在组稿和编稿的过程中，编

者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其一，我们

嘉定蕴藏着丰富的民间艺术宝

藏。笔者所知，本地区的民间艺术

远不止上述４种，刊出这组报道，
意为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民

间艺术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其

二，普通市民中蕴藏着极其活跃

的创造力，他们的聪明才智是构

成中华民族艺术的基础，也是民

族文化长河的源头。其三，我们应

该珍惜和呵护民间艺术，并加以

发扬光大。或许，假以时日，这些

民间艺术能够衍变成嘉定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呢。嘉定竹刻、徐行草

编，其初始时也是在民间酝酿、流

传的，历经许多年代的积淀，人们

对艺术的理解以及对工艺的追求

日臻完善，使得这些民间艺术“增

值”了，这便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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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都说须伟杰无师自通，须伟杰确实没有正儿八经地拜过师。要说有老

师，那就是街头刻章的摊主了。须伟杰曾在摊头偷学，看刻章的把章固定在木架

上，就自己做印床，样样自己动手，手越做越巧。

须伟杰着迷书法画画篆刻，美术课手工制作无人能及。班主任发现他的艺术

才干，也予鼓励，让他出班报，标题插图他包了。

初一一堂美术课，老师介绍中国民间剪纸，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一听而过，须

伟杰却眼前一亮，觉得工具简单，好玩，就弄起剪纸，是南方刻纸那种。因为他有

篆刻基础，一学就上手，只是想再提高就难了，因为这方面的专业书难找。他跑新

华书店，市区福州路大书店也去了，得了一本张永寿剪纸作品的书，如获至宝，认

真揣摩，依样剪刻，果然技艺大进。

简单的纸样已不能满足须伟杰的要求了，他就到处访求。后来开始自己设

计，他曾设计钟馗斩妖图、八仙过海、八骏图……在不断实践中增长才干。

初一时，须伟杰刻了一对下山虎，参加学校工艺比赛，得了奖，这是须伟杰的

第一张奖状。初三时能刻大作品了，刻了张雄鹰展翅图送给爷爷，爷爷很高兴，高

兴须家有人搞艺术了。

须伟杰初中毕业后即参加了工作，有钱了，购置正宗的工具和材料。他不吸

烟不喝酒不搓麻将。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工作之余就是画呀刻呀！剪纸篆刻，只有投入
没有产出，亲朋乡邻婚庆，找须伟杰剪喜字，须伟杰贴了功夫不算还贴纸钱，有人

说须伟杰犯傻！可须伟杰仍乐呵呵的，还是刻呀画呀！

中国剪纸主要有粗旷型的北方剪纸和细腻的南方剪纸两大流派。他的剪纸

手法属于江南风格，都是用刀刻纸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剪刀剪纸，比较细腻，精致，

造型优美有质感。剪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通常完成一件作品要经过４道
工序。作品从构思到完成，需要用上百余个小时，甚是“吃工夫”。

令须伟杰欣慰的是妻子对他的爱好不仅理解，而且支持，有时还参与其中，

肯定进步，指出不足。须伟杰说，若是妻子也反对，家庭成了“战场”，我的爱好也

许就进行不下去了，得好好谢谢爱妻。

令须伟杰高兴的是自己的痴迷执着，对女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女儿刚进

幼儿园就喜欢涂鸦，爱动刀剪，小手巧得很，常受表扬。女儿在人生起步时就充满

自信，须伟杰可高兴呢。须伟杰说，单这一项收获，近２０年的付出也值！
令须伟杰想不到的是他的剪纸作品受到了马陆镇领导的赞许，说他的作品

不仅构图优美，刀法流利清新自然，而且体现了作者匠心独具的审美境界，为人

文马陆锦上添花。

须伟杰引起社会的关注，有人登门访求剪纸作品了，有人出钱要买了。须伟

杰说，剪纸仍是我的业余爱好，人生的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剪纸作品能为大家留

下一点可以记忆的东西，显示个人爱好的社会意义，我就更乐此不疲了。至于经

济回报，从不奢望，一切顺其自然。

如今，须伟杰业余还是画呀，刻呀……

大红的吉祥如意结、色泽鲜艳的锦上添花结、造型精致的好运连连结、构

思奇特的花好月圆结……这些琳琅满目的中国结都是出自安徽小伙子刘玉杰

之手。从刻苦钻研中国结到如今的白手创业，谈起中国结，今年２８岁的刘玉杰
眼睛里全是藏不住的热情。

刘玉杰对中国结的热爱源于中学时代的一堂手工课。普通的绳子经过老

师的编织加工竟然可以变换那么多传神生动的造型，传统手工艺的美深深地

打动了这个心灵手巧的小伙子，从此，他也喜欢上了编织中国结。

去年刘玉杰来到南翔，在一家小饭店打杂工。虽然工作一天下来累得手脚

无力，但编制中国结已经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工作多苦多累，晚

上回到家总要编一两个。这时，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专业编织中国结的师

傅。来到师傅的手工作坊，刘玉杰被师傅的作品深深震撼了：原来中国结可以

编织成如此多的品种、色彩能够搭配得如此丰富艳丽、造型能编织得如此精致

完美！刘玉杰下定决心辞去小饭店的工作，开始跟着师傅一心一意学习编织中

国结。

虽然有编织的基础，但是复杂多变的手法、环环相扣的技术一时还是让刘

玉杰不知所措。在学习编织一款名为“锦上添花”的中国结时，刘玉杰反复编织

都没有成功，拆拆编编几十次下来还是达不到要求。这时刘玉杰的手已经被绳

子磨出了几个水泡，但这并没有动摇他一定要编织成功的决心。３天后，看着
花色均匀、线条流畅的“锦上添花”结，刘玉杰终于开心地笑了，师傅也被这个

倔强而有恒心的小伙子打动了。

半年后刘玉杰告别了师傅，从几个朋友那里凑了 １５００元钱，在南翔白鹤
社区租了间房子当作工作室，开始经营自己中国结的梦想。为了不断翻新花

样，创造新的品种，刘玉杰买来相关书籍，晚上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反复编、反复

练，边学习边实践边创新，经常到凌晨才睡觉。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玉杰的编织迅速在小区里有了名气，工作室也吸引了

不少居民前来参观。只要别人肯学，刘玉杰从来不吝啬手艺，总是耐心细致地

教。终于，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有社区退休的大妈大婶，也有外来打工的小

姑娘小伙子。这时刘玉杰想：自己缺乏人手，而自己周围也有不少中国结的爱

好者和学习者，何不请他们做兼职呢？不仅解决了自己人手不够的困难，还可

以为爱好者增加点收入。短短几个月时间，刘玉杰的工作室已经聚集了５０多
名中国结爱好者，他们在刘玉杰的耐心指导下不仅学到了编织中国结的技术，

也陶冶了情操，丰富了业余生活，还增加了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刘玉杰告诉记者，中国结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不仅中国人喜欢，很多外

国人也非常喜欢。但是目前的中国结市场普遍价位偏低，难以产生有影响力的

精品。“如果能打开国际市场，把我们中国结的精品通过正规包装销往国外，那

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产业啊！”

我们祝愿刘玉杰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

都有一份对艺术的爱好，都有一份对艺术的追求，都有一份为艺术的辛勤付出。
也许，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爱好却是确定无疑的。

葫芦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形，然后随形画画，变成了精彩的艺术品；把黄草编织成
绚丽多彩的产品，让它们飞渡重洋；在一张纸上剪刻出浓郁的江南水乡风情；把中国
结编得如此漂亮，编织出人生的精彩……

让我们享受视觉的盛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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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兴，今年 ６２岁，是黄渡镇许家村里一名土生土长
的农民。年轻时，老徐就十分喜爱生活中的一些小发明，被

村里人誉为土工程师、土发明家。如今，老徐却把发明用在

了葫芦制作工艺上。

一次他到周庄去旅游，发现不少店里在出售葫芦工艺

品，觉得蛮有意思，回来后便也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自己

经营的饲养场内空地上也试种了些。种植中，老徐发现葫芦

成熟后虽经加工可制成好看的工艺品，但从个体、式样上看

总显得有些单调，何不在造型上进行一些尝试？为此，他把

收集起来的废弃塑料片、胶木板等集中起来，然后做成各种

有趣的模型，再“穿”在部分葫芦身上。到了葫芦成熟后，神

态各异的葫芦便真的呈现在了主人面前。现在，老徐己制作

成的作品有老寿星、海鸟、宝塔、花瓶等几十个品种，形态更

是有三角型、四方型、圆瓶型和方瓶型，甚至还有经外接、旁

接、竖接的连体葫芦。前不久，老徐先后完成了２００８年奥运
会吉祥物福娃、迎２０１０年世博会、庆祝上海市老年节２０周
年等为题材的系列作品。

在老徐家不少藏品中，有些是他的得意之作。他从亲戚

朋友家借来各种茶壶，做成大小不等、奇形怪状的模子套在

葫芦身上，成熟摘下后再通过拼装、雕花刻字上漆，最后几

十只葫芦茶壶个个成了工艺精品。老徐还奇思妙想，用一些

夸张手法制做成不少幽默风趣的葫芦工艺品。比如他把一

只葫芦做成个喝醉了酒的人，再把另一只葫芦做成酒瓶状

通过二者嫁接，最后这个叫作醉汉抱酒瓶的葫芦堪称精品。

老徐介绍说，刚开始，因不懂葫芦植物性能，所以模具

尽管做得十分考究，但等到葫芦摘下卸掉模具后一看，有不

少葫芦早己变得不成样了。经过不下百余次摸索、试验，现

在老徐早己摸透了葫芦生长习性，并根据不同的成长段换

“穿”不同的模具衣裳，让葫芦穿得更贴身、更有“风度”。

老徐的事经媒体报道后，不少读者手拿着报纸登门造

访，其中有讨教如何种葫芦、变型、雕刻的，还有参观拍照留

影的。莘庄老年骑游队的３０多位老头老太骑着自行车结伴
来到老徐的葫芦园内参观。分别时，老徐慷慨地叫每人随便

挑２只摘下不久的葫芦带回，老人们拿到“宝贝”后十分高
兴。有一位老先生跟女儿住国外，他这次回来正好看到报

纸，便匆匆赶在第二天出国前到老徐处拍了不少照片。老人

说，我要把照片带出去让外国朋友也一起开开眼界，欣赏中

国的民间葫芦工艺。

家住普陀区棕榈路的史老伯，想明年用盆栽葫芦，由于

不懂种植技术，便写信请老徐帮忙。老徐接信后不但向对方

寄了些优良葫芦种籽，还数次打电话告诉其如何施肥，搭

架，保存等方法。还有一位金山区现代农业园区桃园种植基

地的总经理，专程开着车子一路摸到老徐家，想高薪聘请老

徐到他们那儿做技术顾问，老徐婉言谢绝了。

徐行阿婆编黄草

葫芦工艺品

须伟杰：剪出江南水乡情

刘玉杰：钟情精美中国结

徐秀兴：葫芦“玩”出新花头

多姿多彩的民间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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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成：编织绚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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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刚下过小雨，清新的院落里满园盆景春意盎然。这正是

计学成向往的诗情画意。

从小习画的他，把色彩留迹于各种介质上，墙面、书桌、宣纸，

此种涂鸦，是即兴也是纪实。于是家里编织黄草的奶奶和妈妈就拿

他画的画来编织，从简单的素描到一个个完整的画面，从繁杂的花

朵，到钓鱼的孤舟蓑笠翁……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些村民在编织中

遇到困难，他就主动帮助他们一起分析画样，他的名声也渐渐传开

了。

１９６２年从南京有线电厂下放回来后，他到徐行农具厂工作。
１９６４年因为需要他的设计技术，他到了徐行工艺品厂担任草编设
计师。从此，他的精力都付诸于草编事业。

他曾经拜蔡永和为师，把比较简单的传统草编技艺传承下来，

又经过创新和设计发展了许多的新品种。草编的造型从解放前的

三四种发展到现在的一百余种，他设计的“孔夫子周游列国”草编

织品，获得上海市工艺美术展览会创新奖，“菊花包”在上海市民间

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了民间工艺优秀作品奖，并为草编工艺品厂

培养了张定超等２０余位技术设计人员。
对于计学成而言，有两件事是他人生中难忘的。

那是一家美国公司看到计学成编织的方包后，即刻下订单，而

数量竟然要１９万只，大家都喜出望外。赶活的日子里，计学成现场
指导，让产品都能成为上乘之作，不负国外客商对他作品的赞许。

还有让计学成觉得难忘的就是作为精品制作的龙凤拖鞋，那

可是黄草编织的代表作了。说起２０年前轰动一时的龙凤拖鞋，计
学成仍然十分兴奋。龙与凤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色泽鲜艳，人见人

爱。他的设计稿由当时徐行编织技术最好的编织工做出样品展示

后，因精致、美观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一传十，十传百，市场

上兴起了龙凤拖鞋热。那时送礼，它就是最常见的礼品了。这个样

稿至今还在沿用。

计学成现在退休在家，虽然不设计草编图案了，可他还是继续

着他的画，只是这些画的介质是石板。笔墨从草编搬到了山景上，

变成了假山错落的绿坪，丛树，还有小雕像。超过一百盆形式各异、

寓意深刻的盆景，成了他家里独特的风景。

有感于徐行镇欲重振草编雄风，计学成准备“出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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