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有传统技艺又有现代创新
——小昆山学校特色项目组组长张志芳和他的“剪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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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小昆山学校剪编教室，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浓

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眼睛所及之处摆满了各式各

样的竹编作品，花篮、蚂蚱、摩托车、花瓶等造型，放在

手掌中，显得小巧玲珑，让人爱不释手。

张志芳老师是小昆山学校特色项目组组长，从

1988年 7月至今，他先后担任过学校科技总辅导员、

美术教研组长、非遗传承项目负责人，竹编技艺就是

由他带进了小昆山学校。

张志芳介绍说，他的竹编手艺是跟着原大港镇

沈楼村的老艺人学的。说话间，只见张志芳手握一

把篾刀，刀在他手中灵活地转动，眨眼工夫，一截竹

条就变成了一根根纤细柔韧的竹丝篾片，经过一系

列地挑压交织，千姿百态的竹编作品瞬间诞生。“那

个时候的作品主要为农家所用，比如簸箕、箩筐和背

兜这些用具。”张志芳回忆，跟着老艺人坐在村口的

空地上，一边编着竹器，一边谈天说地，干活变成了

一件很开心的事。

竹编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看似简单，却

有着繁琐的工序。片竹成丝、编竹成器，需要不急不

躁，慢工出细活，将人之感性与竹之禀性结合，回环

相扣，织就经天纬地的精致。如今，像绝大多数传统

手工艺一样，单纯的竹编手艺人越来越少。随着社

会的发展，加上材料不易获取，竹编已经逐渐淡出了

人们的日常生活。

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教师后，张志芳心里一直

有一个愿望：希望竹编工艺能代代相传下去。他告

诉记者，大港学校的特色是编艺，而小昆山学校特

色为剪纸，2008 年 7 月两所学校合并为现在的小昆

山学校，“剪编课”就成了学校的特色。“以前的竹编

工艺品大多以农具和生活用品为主，可要想让孩子

们喜欢，就得编出各种新鲜花样。”张志芳介绍，他

会带学生编一些水果、花瓶、帽子、小孩等，这些熟

悉的用品会让孩子们感到新奇。考虑到竹编用的

竹篾太过锋利，在实际教学中统一将竹篾改成同等

粗细的纸条。

纸条颜色鲜艳，可以呈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张志

芳开始摸索，如何将剪纸与竹编结合起来，他尝试做

了几件小作品，在一个苹果图案的中央剪几条口子，

再将纸条一一穿进这些纸缝进行编织，剪纸与编制

技艺就合二为一了。

由于没有系统的竹编书籍，前期张志芳的教学

内容基本上就是靠他这么“想”出来的。有时候他也

会从网上找一些图片，用竹编的工艺编制出图片上

的样品。随着教学内容的逐渐成熟和丰富，小昆山

学校自编了面向中小学生的编艺教材。

传授编织技艺，一对一教学效果是比较好的。

为了照顾到课堂上的每一名学生，张志芳在如何做

好教学上也是费了一番心思，运用多媒体演示进行

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把眼、耳、手、口、脑全方

位调动起来。例如，在《羚羊》课堂上，先播放一段有

关藏羚羊的短片，让学生了解藏羚羊的现状。视频

演示羚羊的编织方法，对关键部分加以详细讲解，学

生可以跟着视频边看边动手，最后将作品集中展示，

让同学们进行自评或互评，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同时

也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继承传统技艺，需要结合现代审美进行创新，寻

找新的题材和材料，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将编制的

作品按照主题进行组合，粘贴到一起，就是一个精美

的花瓶、一幅生动的宣传教育漫画、一张象征上海的

城市观景图。目前，由张志芳负责的3D打印与传统

文化创新实验室正在筹备中，现已编好校本教材，下

阶段等硬件到位后开始实施科技与传统结合的进

一步探索。

顾培莲 版画《福满农家》
挂灯笼、贴窗花、穿新衣，今年的春节因一场疫情显得格外不同，但火热

的年味和浓郁的亲情却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作品沿袭了版画一贯的亮丽

色彩，大街小巷都染上了红色，烘托出喜庆的节日气氛和安逸的农家生活。

熊敏惠 国画
《思鲈莼》

“故乡归去来，岁晚思鲈

莼”，出自宋代陆游的《自小云

顶上云顶寺》，有思乡归隐之

喻。四鳃鲈鱼位居中国四大名

鱼之首，对大多数松江人而言，

对四鳃鲈鱼只闻其名，未见其

详，只能凭文人墨客的闲笔逸

趣稍作脑补。作品描述了垂柳

之下，个头不大的鲈鱼畅游水

中，左右长出的两鳍大而圆，像

两把蒲扇。画面中春天郊野的

闲适气息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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