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起杨很忙。忙着砍竹、煮料，忙着
抄纸、烘纸，还忙着讲课、带教⋯⋯杭州
亚运会之后，慕名前来探访的人越来
越多。

今年32岁的朱起杨，是杭州市富阳
区逸古斋元书纸第十四代传承人。

去年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开闭幕式
上，逸古斋提供的富阳竹纸，成为各国领
导人和嘉宾桌前那本线装节目单的内页
用纸。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正是朱
起杨。

“富阳竹纸制作始于唐，兴于宋，迄
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时至今日，节目单末页专门
介绍富阳竹纸的文字，朱起杨仍能背
出来。

手工造纸，已融入朱起杨的血脉中。

唤醒血脉中的记忆

逸 古 斋 位 于 富 阳 区 大 源 镇 大 同
村。这是富春江畔山谷间的一座小村
庄，四周山峦叠翠。朱家世世代代居住
于此，朱起杨在这里长大，而今也在这
里生活。

一米七左右的个头，戴一顶草帽，穿
一件灰色 T 恤、一条沾染白色污渍的裤
子，脚踏一双长筒雨鞋，前来迎接我们的
朱起杨看起来像是正在劳作的粉刷匠。
他戴一副眼镜，脸上的书生气与其穿搭
略显违和。他领着我们，在村间小道弯
弯绕绕，转身折入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
逸古斋到了。

这里面积不大。正厅上方，挂着
“逸古斋”三个大字。牌匾下，一刀刀泛
黄的成品纸摞在一张长方桌上。“这就
是元书纸。”朱起杨介绍。元书纸是竹
纸的一种，着墨不晕不渗、有竹子的清
香、耐贮藏且不易招虫蛀。因古时皇帝
元日庙祭用以书写祭文，故称元书纸。
元书纸是富阳传统手工造纸的代表，生
产历史悠久，北宋真宗时就被选作御用
文书纸。

朱起杨家世代造纸，他的父亲是富阳
竹纸制作技艺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朱中华。

朱起杨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毕业后从事建筑业，原本未将自己的人
生与造纸联系在一起。

转折出现在2016年底。彼时，由于
朱中华多年坚守匠心，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手工纸研究所选择在逸古斋设立富阳
竹纸研发基地，致力于历史名纸工艺应
用发展、中国竹纸工艺借鉴等研究。这
让朱中华愈发意识到，这一传统行当里，
有知识的年轻人不能缺位。于是，他向
刚毕业不久的儿子发出了邀请。

这唤醒了朱起杨血脉中的记忆。没
多犹豫，2017 年春节后，24 岁的朱起杨
辞职返乡，跟着父亲和村里的老师傅，开
始学习手工造纸技术。

环环相扣，快不得也
慢不得

一张元书纸的诞生，要历经斩竹漂
塘、煮楻足火、荡料入帘、覆帘压纸、透火
焙干等一系列工艺。朱起杨几乎整天忙
于造纸，但他乐在其中。

逸古斋正厅的墙面上，挂着15张关
于元书纸工艺流程的图片，“这只是部分
关键工序。”朱起杨介绍，根据《天工开
物》的记载，造纸有七十二道工序，“一道
也不能少，这样做出来的纸才是安全的，
可以保存千年。”

朱起杨牢记着父亲常说的话：“七
十二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切不可一味追求速度。”

“快不得，但也慢不得，
所有时间都卡得牢牢的。”
朱起杨告诉我们，比如，
品质上佳的一级元书
纸原料，需采自小满
节气前后 5 天内还
包着笋壳的新竹。

“过了这个节点，竹
子的枝条上长了嫩
叶，就很难造出好
纸了。”

“相应的季节
处理相应的工序，
四季不停歇。”朱起
杨说，做出一张纸，
要花费近一年的时

间，每一道工序都有极高的要求。
跟着朱起杨，我们来到原材料处理

区，这里角角落落都沾上了白色的石
灰渍。

朱起杨径直走到一方浆料宕边：“里
面是按比例调好的石灰浆，用它来中和
竹子中的酸性物质，从而达到更稳定的
状态。这就是杀青。”

他一边说着，一边抄起墙角的木耙
搅拌石灰浆，随后将一旁成捆的竹料扔
进池中，另用一把二齿耙来回搅动，确保
每一根竹料都沾满石灰浆。然后，他把
热气腾腾的一捆捆竹料捞起，再一捆捆
整齐地摞在墙角。“别看我个子小，力气
还可以吧？”他打趣道，“这一捆差不多有
三四十斤。”一捆接一捆捞起竹料，朱起
杨基本不带喘气。“都是练出来的。刚开
始学造纸，体力是最大的挑战。”说着，朱
起杨摊开了手掌。我们发现，他的手上
满是老茧。

其实，手工造纸，从第一步砍竹开始
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要 寻 找 肉 质 厚
实、竹白霜较

多的优质竹子，还要将其砍伐后运送到处
理区。削青，则是个考验技术的体力活，

“要保证削干净，又不能削太多浪费了。”
朱起杨说，最初他干半小时就累得不行，
现在干个半天不成问题。

刚才整齐地摞在墙角的竹料，至少
要堆放一个月。再经过蒸煮、洗料、发酵
等工序，又需一至两个月。而后经过压
榨去水、舂料等工序才能制成纸浆，最后
抄纸、晒纸成为成品纸。“一般入冬后气
温较低时，水的密度较高，微生物活性较
弱，抄出来的纸更紧密、稳定性更好。”朱
起杨告诉我们。

“他肯吃苦、爱钻研，基础工序都
已经熟练掌握，甚至超越了我。”说起
儿子这些年的成长，朱中华言语里既
心疼又欣慰。

赏《富春山居图》，别
人看画他看纸

“我在这里感受到
了 被 需 要 的 价

值 。”这 几

年，朱起杨一直高强度工作，有时感觉
累，离开的想法也会冒头。但更多时候，
他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推着他一
刻不停歇地往前跑，“太多事等着我去
做。”

富阳是《富春山居图》的原创地和
实景地，父子俩曾特地去看过真迹。
人们赏画，他们看纸——这张画纸质
量绝佳，几百年后依然精美地承载着
黄公望老先生细腻的笔墨。“名画需要
好的纸来承载，我们做纸，也是对传统

文化和艺术的保护。机器造纸虽然
效率高，但无法复制手工造纸的

独特质感和文化韵味。”朱起
杨说。

除了元书纸，朱起杨
还在进行深入系统的探

索，希望恢复更多经典
的 历 史 名 纸 。 这 几
年，他和中科大手工
纸研究所的科研团
队合作，成功复原
了 失 传 已 久 的 乌
金纸。

乌金纸过去
主要用于制作金、
银 、铝 箔 时 的 垫
铺 ，或 是 裱 褙、包
装。在传统的金箔
制作工艺中，金片

正是夹在一片片乌金纸之间，经由千百
万次锤打后才逐渐延展成金箔。这就要
求乌金纸既要耐高温，又要厚实，得经上
万次锤打不变形。历经7年多的文献挖
掘、无数次实验，朱起杨和团队终于
成功。

“原材料是苦竹。”朱起杨说，浙江省
内大约有20种苦竹，可用于造纸的只有
一两种。“关键的抄纸技法也不太一样。
一般抄纸在水里只捞一次，但乌金纸要
捞两次，对手势稳定性要求极高，一般人
做不了。”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找到逸古斋，
定制书画用纸、古籍修复用纸、版画纸、
印刷用纸等，朱起杨觉得手上的活越干
越有劲儿了。

同时，朱起杨还推动逸古斋转向产
学研结合的运营模式。富阳近年开设了
竹纸制作技艺传承班，朱起杨和父亲一
起参与教学，“现在已经有 100 多个徒
弟，很多徒弟 20 岁都不到，动手能力非
常强。”朱起杨很欣喜，手工造纸的技艺，
正在一代代传承下去。

富阳元书纸传承人朱起杨——

竹子七十二变 做出千年名纸
本报记者 李 睿 共享联盟·富阳 李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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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起杨展示乌金纸。 拍友 马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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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中
心小学越剧社团，与新疆阿瓦提县鲁迅小
学（以下简称鲁迅小学）越剧社团连线，开
启了新学期首场越剧云端课堂。为此牵
线的，是浙江第十一批第一期援疆教师、
灵芝街道中心小学语文教师全云美。

绍兴市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阿
瓦提县。在疆工作期间，全云美与援疆
教师杨卫娟、孙洁及当地教师王亚男，共
同组建了鲁迅小学越剧社团，为当地 40
余名三至六年级学生开展越剧教学。

不久前，全云美结束为期一年半的
教育援疆工作返浙，她始终牵挂着那些
好学的新疆孩子。这份深情，跨越千山
万水，通过云端课堂续写新篇。

介绍家乡，即兴演唱越剧

“我觉得云端课堂很神奇，虽然全老
师回到了遥远的绍兴，但我们好像仍在
同一间教室里。”鲁迅小学605班的古丽
米热通过教学屏幕，又看到了全云美表
演越剧时的优美身段和丰富表情，听到
了老师悦耳的唱腔，这让她非常激动。

课上，全老师重点介绍了四大越剧
流派，与鲁迅小学学生们共同回顾了上
学期所学的越剧知识。当讲解新的内容
毕派唱腔时，全老师先播放视频《王老虎
抢亲·寄闺》，帮助学生初步了解，然后从
念白教起，一字一句抠细节，一遍遍引导
练习，一如在阿瓦提县教学时的细致。
教学后，两校学生代表分别展演拿手唱
段，绍兴学生的明星范让阿瓦提学生赞
叹，阿瓦提学生每唱出一句，也赢得了绍
兴学生的热烈掌声。

语文教师为什么会教越剧？有人问
过全云美。原来，教育援疆不仅是课堂
教学，还承担着“文化润疆”“浙阿融情”
的任务。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指导下，
绍兴援疆助力阿瓦提县实现从学前教育
到高中的“鲁迅系”教育全覆盖，持续打
造“鲁迅教育”品牌，广泛开展教育援疆、
文化润疆活动，推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在一次语文教学中，全云美介绍了
家乡绍兴。谈及发源于嵊州的越剧，她
即兴唱了一段。鲁迅小学的学生们听了
倍感新奇，并萌生了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此后，全老师在做好语文教学工作
的同时，承担了另一份重要工作——在
鲁迅小学开设越剧社团，每周五开课，一
堂课90分钟。

“全老师，我们还想向您学习越剧。”
返浙前，师生依依话别，学生们的心声触
动了全云美。新学期甫一开学，她就忙
着备课、收集资料、找技术人员调试连线
设备⋯⋯

鲁迅小学 602 班学生、越剧社团成
员迪力亚尔说：“越剧是非常美丽的艺
术，它让我了解到祖国的传统文化。我
期待能去绍兴，再次面对面向老师学习，
更希望能走进越剧里的江南。”

“我”字发音，示范200多遍

全云美，人如其名，宛如绍兴的一片
云彩，飘落阿瓦提，为鲁迅小学带去了别
样韵味。

鲁迅小学校长兼县教研中心副主
任、诸暨市璜山镇桥下小学校长兼读山
小学校长朱彬说：“全老师通过越剧丰富
了阿瓦提学生的精神世界，进一步提升
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全云美初入鲁迅小学音乐教室时发
现，偌大的教室，只有一排排板凳和几支
话筒，没有其他专业设备。她决定改善

状况。先网购了音响，又请音乐教师录
制了练声音乐，还从网上找来越剧《红楼
梦》的原唱和伴奏⋯⋯

越剧中独特的方言，对新疆学生来
说也是一大挑战。如何准确咬字、吐字
成为学习越剧的“拦路虎”。全云美从唱
词吟诵教起，教授学生发音位置和方法，
一个“我”字发音示范了不下200遍。她
鼓励大家回家对镜继续练习：“虽然咬字
吐字有点难度，但反复练习，一定能攻克
难关。”

“老师，您是专业唱越剧的吗？”课
后，热孜万古丽等几位四年级学生好奇
地问。全老师摇头：“我的专业是教语
文，因为热爱越剧，拜绍兴市柯桥区小百
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副校长、国家一级
演员丁礼萍为师，一直在学习。就像你
们喜欢新疆舞一样，我也非常热爱家乡
的艺术。”

为了激励学生，鲁迅小学越剧社团
曾围绕县里的“六一”文艺汇演精心排
练。汇演当天，鲁迅小学的越剧联唱《天

上掉下个林妹妹》惊艳亮相，这是越剧演
出首次登上阿瓦提县文化宫的舞台。尽
管演出稍显青涩，但现场观演的阿瓦提
群众为孩子们不断喝彩。503 班学生古
丽孜热参与了演出，她的家长难掩激动
之情：“越剧悦耳动听、赏心悦目。难怪
孩子会喜欢，还立志要成为一名戏曲表
演家。”

为提升学生的演艺水平，全云美邀
请丁礼萍观看了演出直播。丁礼萍观看
后特地来电祝贺：“非常不错！新疆孩子
们的乐感和表演能力令人惊叹。你和你
的伙伴们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

新疆热舞，融入含蓄柔美

在全云美的引领下，平日身着民族
服饰的鲁迅小学学生们换上了精致戏
服，擅长跳舞的新疆少年拂起水袖。阿
瓦提的民族风情与绍兴的越剧文化碰
撞交融，绽放出令人惊艳的美。

501 班学生阿孜古丽站在音乐教室
的镜前，紧握一条护领，试图找到佩戴方
式。她将护领缠在腰间、颈间，都不合
适。全云美为她佩戴好后解释：“这条护
领能为角色增添气质，还能在演出中保
护演员的颈部。”穿上越剧戏服的阿孜古
丽开心极了，她像跳新疆舞一般转圈，还

不忘问：“我跳得好看吗？”全云美笑答：
“美。这是新疆舞的热烈，我会教你们在
越剧里怎样含蓄柔美地表达情感。”

音乐教室另一侧，几位小生演员穿
着高靴练习走台步。高靴鞋底约两三寸
厚，穿上后他们的个头蹿高许多。突然，
602 班学生、贾宝玉扮演者帕提古丽崴
了脚。全云美赶忙查看，帕提古丽摆手
说：“没事，坐会儿就好。”不一会，帕提古
丽重新站起来练习⋯⋯学生们对越剧的
浓厚兴趣，以及刻苦练习的毅力，让全云
美深受感动。

在教学越剧唱段《我家有个小九妹》
时，全云美挑选了 18 位学生为越剧伴
舞，尝试跨界融合。先从基础的手势和
表情学起，越剧手势细腻入微，指尖动作
充满情感，新疆舞的手势更注重手腕的
灵活变化和整体协调。学生们反复练
习，努力寻找融合点。鲁迅小学越剧指
导教师王亚男说：“这次尝试，让我们更
直观体会到了文化融合。”

为让越剧社团的教学更上一层楼，
援疆期间，全云美积极对接浙江学校，开
启云端课堂，成功连线绍兴市柯桥轻纺
城小学裕民路校区以及绍兴市柯桥实验
小学坂湖校区的戏曲课堂——这两所学
校可不简单。柯桥区倡导“戏曲进校
园”，举行了多届戏曲“小梅花”评比，这
两校的越剧社团多次获奖。

校际云端课堂能让双方交流教学内
容，并帮助鲁迅小学越剧社团进一步提
升水平。王亚男说：“我越剧表演水平和
指导能力有限，需要援疆教师帮助。云
端课堂将浙江越剧名师引入教学，让我
觉得心里很踏实。两地学子通过视频同
台交流，大大提升了阿瓦提学生们的学
习热情。”

回绍后，全云美推动云端课堂形成
固定机制——每半个月，鲁迅小学视情
与前述绍兴三所学校之一进行连线，由
绍兴老师主导教学，不定期引入名家。
这既是越剧教学，也是检验半个月来鲁
迅小学学生练习的成果，并促进绍阿学
校越剧社团交流。

全云美说：“我深信，未来会有更多
学校像鲁迅小学一样，让越剧等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浙阿青少年之间交往交流的
桥梁。”

绍兴援疆教师全云美将越剧带入阿瓦提校园

越韵，让新疆孩子体验江南风情
本报记者 陆斯超 通讯员 陈 芳 孙 洁

全云美对阿瓦提县鲁迅小学越剧社团的学生们进行形体指导。 拍友 朱彬 摄

新疆阿瓦提县鲁迅小学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中心小学共享云端越剧课堂。 拍友 朱彬 摄 全云美通过云端课堂带着绍阿两地的学生一起学越剧。 拍友 王晓明 摄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