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西安做活动的时候，他们遇到一
位做蒸笼（连带盖子的一组称作蒸笼，
单独的一层称作笼屉或笼格）的手艺
人，他带着自己做的笼屉过来跟盐野和
他的翻译英苛女士进行交流，笼屉周围
的一圈是用杉木片做的，过去在日本做
笼屉的手艺人都是用柳条来将这块木
片两端穿起来固定住，而现在这位手艺
人却是用塑料捆包绳来代替了。那个位
置其实是整个笼屉的精髓所在，作为这
个门类的手艺人，要怎么样把这个两端
交接的位置用漂亮的方式绑住，决定了
顾客是不是想买这个笼屉，其中也反映
了手艺人的智慧。所以在日本还是会沿
用过去的方式，使用柳条。而现在中国
由于原材料的缺失，或者说成本的增
加，便会采用其他的替代品，这已是很
普遍的一个现象。面对这种传统手艺的
变味，到底要用什么来留住它们呢？任
谁也无法三言两语地简单回答，这是个
值得社会各界人士来共同思考的问题。

当有在座的年轻人提出要去台湾
或日本拜访这些被“二松”提及的手艺
人时，黄永松提醒他们：“你如果跟我们
一样也很关心传统手艺，就先从自己的
家乡做起。然后你再通过自己的家乡去
看一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跟他们不同的
或者相关的工种。”

这些手艺是用身体来
记忆的
盐野米松在讲座中一再强调，自己

并不是为了某个手艺有多好，就一定要
把它留住，只是想记录和维持“手艺”所
带来的生活形态。要记录的是这些手艺
人的人生，这些手艺对使用者的生活所
起的作用。在过去的 !"#年里，日本的
“民艺运动”一直在进行着，但其中有很
多手艺也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虽
然上世纪 "#年代，日本颁布确立了“无
形文化财”来保护一些传统手艺，也就
是当地俗称为“人间国宝”的机制。当地
将一些手艺达到一定水准级别的手艺
人授予这个荣誉，为他们开设纪念馆，
鼓励人才培育，并举办各种研修会来选
拔人才。但其实还有很多民间的手艺人

没有得到关注，正如盐野米松在旅途中
遇到的那些传统手艺。
他所采访过的手艺人里，有些是家

族传承，有些则是拜师学艺的。而有些
需要集体合作，还有些是全过程都由一
个人进行。在他的著作《留住手艺》中
文版中介绍过一位做筱竹编的老奶奶
（夏林千野），工作中的每个步骤都是靠
她自己来完成的。夏林所居住的地方
（夏间木）正好很适合当地的筱竹生长，
所以那里有很多人都把它作为竹编的
原材料。平时她的膝盖就是她的工作
台。$#岁出头开始跟公公学的时候，就
心想要做得好才卖得了钱，后来果然因
为她的技艺出众，家里盖房子的钱也都
是她卖竹筐赚回来的。她长时间只编
一种筐，虽然其他的类型她也会做，但
她觉得如果什么都编，手就不专了，只
有一直做一种东西才做的好。虽然现
在夏林已经过世了，目前只有当地的公
民馆有展示她的作品，但是这个地区仍
然还有其他人在继续做这个工艺。这
些传统手艺，都是用手和身体去记忆和
记录的，而不是仅仅是靠图片文字就能
来传达的。无独有偶，中国的传统手艺
也都是采取“口口相传，身体力行”的传
承方式。

消失的不仅是一门
手艺

在上海，过去这种整个村落都在编
篮子的地区，现在已经建设成为现代化
的住宅小区。很多手艺人都改变了原有
的生活方式，不再从事手工业劳作。不
过，嘉定的王师傅仍旧还在坚持着竹
编，劈竹篾的刀每天都要用。$#!!年他
也搬进了高楼，在他家小区的旁边有个
竹行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浙江运毛竹和
密竹过来，给他提供了竹编的原材料，
已经退休的王师傅靠着一份固定的养
老金，维持了他的手艺。他过去住的村
子叫“篾竹村”，在解放初期是上海地区
非常盛名的竹编村，家家户户做竹编，
再销往上海各地。现在这个区域也就他
一个人还在编篮子，他会编很多种类的
竹编，所以很多嘉定地区的摊贩会向他
订货，他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地说：“我
已经 %"岁了，编篮的速度不如从前啦，
所以很多订单也都推掉了。”

嘉定州桥有个竹器摊的杨阿姨是
从婆婆手里接下的这个生意，摆摊也已
经超过 "#年，之前一直都从王师傅那
边进篮子，但现在供货的速度越来越
慢，随着周围居民生活环境和方式的改
变，她摊位上出售的商品比过去少了将
近一半，原有的手工制品也被其他工业
批量生产制品代替了，她很无奈地表
示：“现在嘛，都是跟着经济效益走，那
些师傅做的东西现在也是越来越贵，买
的人也少了。”

当不久的将来，王师傅放下手上工
具不再编篮子的时候，一直为他供货的
竹行就要削减一部分业务，向他订货的
商户也面临着断货。帮他制作竹刀的铁
匠早就关门不干了，所以想要再跟他学
这门手艺的学徒也很难再找到合手的

工具。因此，消失的不仅仅是一门手艺
而已，周围那些同他息息相关的产业可
能也将一同消失。

那些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艺，
由作为传承人的师傅们或是在当地中
小学校执教，或是开设纪念馆、博物馆、
店铺来继续经营和展示他们的手工制
作品。由政府扶持来进行原材料的种植
采集和加工，再由当地相关部门来组织
各类外出演示和销售的宣传活动，来推
动这些手艺的发展。通过各方面的关
注，也有些师傅被邀请去各种时尚场所
讲课教学。但毕竟能申请到非遗的手艺
还在少数，而且都偏向于顾绣、剪纸、玉
雕等传统美术类。而那些并没有成为非
遗的民间手艺，如竹编、打铁圆作可能
在过去的 $#年里还很常见，但现今在

上海也同样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惑。或
许因为他们的工作太贴近生活，才如此
不让人在意。幸好如今也有很多年轻
人，渐渐地拾起了对“民俗”的好奇心。
当人们感受到了这些手工制品所带来
的意味，它们的价值也真正被重新认识
和发现。而各类环环相扣的手艺也才能
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起持续下去。

先记下再留住
传统手艺的保存，不能仅仅靠商业

运作和“再设计”来维系。在你不了解它
的初始功能，不熟悉它的材质，不懂它
所处环境语言的时候，任何所谓的“再
设计”都只是把师傅们的双手当作工具
而已，并没有去吸取师傅们多年从业以
来的经验。设计师并不能对产品为所欲
为，需要做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同时
需要有相关生活经验和常识的积累才
能成就一个优秀或者说合格的产品设
计。
对于“用什么来留住手艺？”这个问

题，盐野米松的观点是：“若要培养一种
手艺，当然首先是需要有个师傅把你教
会，但实际上是使用的人在养育这些手
艺，有使用者才有这些手艺的流传。”

也就是说，真正有能力留住手艺的
是使用它们的人，也只有长久受到欢迎
的东西才会被留下来，这不仅仅是市场
规律也是自然规律。如果是一件只为少
数人甚至个人而存在的工艺品，那么它
再稀有珍贵也只有消失，或者走进博物
馆。“民艺运动”提醒人们除了那些高精
尖的手工艺术品之外，还有一些为普通
百姓服务的手工制品也是值得被关注
的。同样，“民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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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州桥竹器摊
嘉定区州桥嘉定北大街
老街上的竹制品小摊!售卖台罩!

淘米箩!竹筷等日用品

徐行草编合作社
嘉定区徐行镇新建一路 !"%& 号

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室
每周一到五! 由 !位阿姨现场编

制黄草制品

杨师傅木桶店
闵行区七宝镇徐家弄 !!号 !楼
木匠杨师傅自产自销的小店!可

以买到各种尺寸的木盆

老行当博物馆
闵行区七宝镇东街 (号
展示了过去街头常见! 但现在越

来越少的店铺

棉织坊
闵行区七宝镇北大街 )'号
展示了江南土布纺织工艺

新场白铁铺
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场老街 $#*号
由白铁匠陈师傅制作的浇水桶!

畚箕和铅桶都很受欢迎! 还有信箱等

产品的定制

朱家角竹器店
青浦区朱家角镇泗经街 '$号
售卖各式篮子和其他日常用品!

还有朱师傅亲手做的竹蜻蜓

顺兴泰竹器店
黄浦区中华路 '!#号
出售包括篮子!竹椅!衣架等各式

各样的竹制品

丁娘子土布店
黄浦区方浜中路 )'&号
出售各类手织布和蓝印花布制品

小陶手工熟铁锅
虹口区舟山路近周家嘴路
陶师傅亲手打制的铁锅! 材料是

特定的熟铁!提供各种尺寸规格定制

顺昌蒸笼店
虹口区海伦路 '*!号近四平路
"# 多岁的魏师傅从爷爷那里继

承下来的百年老店!主要经营蒸笼!笊

篱等日常用品 （搜集整理 周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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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如何使这些手艺走进多数人的生活，
在日常发挥它的作用，无论是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愉快的心情，还是为处理日常琐事
带来便利，也必定将由使用它们的人来设
计加工。
在上海，我所走访过的很多手艺师傅，

都保持着一种这样的态度，他只做能卖给
和我有一样观念的人的能用的东西，要实
用又实惠，而且好比他的邻居们也能买的
起，用的起。是这样一种工作态度造就了他
们制作的产品。虽然粗糙，却有务实的美。
我想尽力记住这种不太被师傅们提起的
“美”，只有这样才能像盐野米松所说的那
样：“我曾经看过很多中国的博物馆，我发
现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都是非常精良
的，但当这个时代没有人再夸这样的东西
真好的时候，这些东西也就慢慢的消失了。
但是也要让它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
再恢复起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让我们先把目前仍在进行状态下的手

艺记录下来，当他们引起重视和关注才有
留住它们的可能。

" 盐野米松!左"正在与匠人交谈 " #手铊$是筱竹编使用的唯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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