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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根芦苇交错穿插，一件件活灵活

现的编织作品在手中渐渐成型……今年

85岁的老人庄金生，从十几岁学艺开始，

守护芦苇编织这门非遗技艺已有70多年。

芦苇是沿海地区最普通的一种植物，

南汇当地人称其为“芦头”。300多年前，

滩涂湿地的先民就开始用它编织物品，芦

苇编织成了人类最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

“过去种地都要穿自己编的草鞋，舒

服又暖和。”庄金生回忆。后来，随着生活

水平提高，曾经家家户户都不陌生的芦苇

编织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芦苇编

织技艺也逐渐失传。

2015年，庄金生的芦苇编织技艺被评

为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他也

成为了这一技艺的唯一传承人。

在庄金生的手中，用芦苇、麻绳、树枝

和木板，花上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草鞋、扫

帚等常用老式家什，都能编织出来。

不过，现在老人更多是在尝试编织各

种造型的工艺品，把芦苇编出了“新花

头”。在他家里的长案上，从十二生肖、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到以

“人”字队列翱翔于蓝天的大雁群、描绘农

民拉牛耕地等写实作品整齐排列，甚至还

有一条一米多长的草编“巨龙”。

对芦苇编织的创新源自一次机缘巧

合。2009年，泥城中心小学的老师找到庄

金生，希望他在课余时间教授小学生一些

编织技艺，让他们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于是，庄金生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创新，激

发孩子们的兴趣。时逢上海世博会召开，

他尝试着制作了吉祥物“海宝”与“中国

馆”模型，没想到作品一亮相，便深受师生

的喜爱。学校特地开设了“芦苇作坊”，邀

请庄金生每周为孩子们授课。

从此，老人的“艺术创想”一发而不可

收。在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他都会加

以琢磨想象，勾勒出大概轮廓，然后尝试

编织成型。

形状有趣的树枝可以当“爪子”，造型

独特的树叶可以当“耳朵”……平日里，走

在田间路边，看到好的、合适的芦苇，庄金

生就会收集起来。

除了教授小学生以外，6年来，庄金生

几乎每周三都会骑车去泥城镇的“阳光之

家”，教授编织课。虽然学员们学得慢、忘

得快，他却总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

解。

“现在肯学的人几乎没有了。”虽然

芦苇编织已被列入区级非遗项目，但这项

农家手艺却依然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庄

金生心存担忧：“来我这里学，我不收一分

费用，材料我也提供，但也没人愿意长期

学下去。”他表示，只要自己还能做，就会

一直坚持，希望在有生之年遇到愿意继承

这一技艺的人，并好好传承下去。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如今芦苇仍在

摇荡，但编织技艺是否能在水一方，后继

有人？

芦苇摇荡 非遗技艺能否流芳？
——八旬“守艺人”庄金生的编织人生和梦想

庄金生制作的十二生肖等动物工艺品，栩栩如生。

85岁的庄金生编织起草鞋，还是一如既往的麻利。

每周，庄金生都要去镇里的“阳光之家”为学员们辅导编织技艺。

宅前屋后，普通的稻草、树枝、芦苇、树叶等都是庄金生创作的素材。 庄金生制作的老式家什。

编织技艺，全在一双“守艺”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