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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闫冬

 前不久，在同济大学一楼的展厅内，第二届布艺（创意）作品大赛圆满地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市不同街镇的民间手艺

人，带来了做工精巧、制作精良的布艺作品，大家聚集在此，相互切磋、交流，共同将海派布艺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漫步展厅，你会发现这些作品都是民间布艺人用灵巧的双手，把零星的布料精心地剪贴、缝制、粘合在一起，创造的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佳作。 仔细观察，这些作品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调的梅兰竹菊、花鸟鱼虫，有以刺绣、拼贴为制

作方法的香囊挂件、摆设箱包，还有以时代发展为主题的创意佳作。

本届大赛上，非遗海派布艺画传承人孟新民制作的《花开富贵》获得了最佳人气奖，由她率领的四平社区海派布艺

班制作的《梅兰竹菊》获得了最佳设计奖，《中国梦系列（8 件）》获得了最佳创意奖。

通过布艺大赛，孟新民的四平社区海派布艺班又加入了几名新学员，她们现场聆听了孟新民讲述布艺作品的制作

过程，又凭借着对布艺的喜爱前来学习。 “孟老师，我找了你好久，这回可算找到你了！ ”一位特意从西郊公园赶到四平社

区活动中心上课的阿姨激动地说，“两年前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你，那时候我就对布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怎料却一直找

不到你！ ”不光这位阿姨从老远找来，其余的几位也都分别从不同区慕名而来，因为她们实在太喜欢精妙的布艺作品了！

那么孟新民究竟是谁，她在海派布艺文化上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追求完美 坚持创作

布艺就是以布为原料， 集剪

纸、刺绣、缝制和剪贴工艺为一体

的综合艺术。 海派布艺发源于堆

绣，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南北朝

时期，我国荆、楚一带就出现了这

种工艺的雏形，到了唐朝，这种工

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手工艺叫“堆绣”。 在堆绣

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形成的海派布

艺作为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组

成部分，在上海地区流传已久。

而四平社区海派布艺传承人

王励新在继承传统海派布艺的同

时融入了自己的想法，丰富了加工

原料，惊喜了制作技艺，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海派布艺风格。 孟新民就

是其徒弟，是海派布艺项目的第四

代传人。

“我自从退休以后，就在四平

社区老年大学跟随王励新老师学

习布艺画，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很快，能独当一面的孟新民便受邀

在四平社区的布艺班上教居民们

学做布艺画。

对于此次获奖的 《花开富

贵》， 孟新民认为难点就在于颜色

上。 静静品味这幅画中的牡丹，花

瓣和叶子的色彩，均有浓重和淡雅

的过渡， 逼真的效果令人惊讶，繁

琐的工艺让人赞不绝口。 “为什么

颜色很重要？ 因为不同的花有不同

的颜色，单纯的大红、大绿做出来

的花就是不好看，因为它不是真实

的色彩。 比如玫瑰花就是红色吗？

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 ‘花痴’，了

解每一种花的色彩，做出来的布艺

画就会好看。 ”

说起颜色， 其实刚开始时，布

艺画主要的制作材料是纱布， 王励

新、孟新民等人认为纱布没有光泽，

较为普通，于是改成绸缎制作。但问

题又来了， 市面上没有卖渐变颜色

的绸缎，“没有渐变就意味着做出

来的花不好看， 比如荷花颜色越来

越浅， 如果全是粉色没有一个过渡

就显得假。 ”后来经过大家的摸索，

直到现在渐变色绸缎依然由当年发

展而来的专门染布店提供。

孟新民常说事情要做就做到最

好，要么就干脆不做。这一点也体现

在她教学的过程中。 她会提醒新学

员，制作布艺是一个繁琐的过程，也

是一个磨炼意志力的过程， 要确定

真的喜欢再来学， 千万不要半途而

废。“新学员要学习 1个月的包片，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包片不容易，就

连我有时也要重新做。所以，我们这

里即便是学了 2 年的学员也无法

独个儿完成任务， 还是需要团队合

作。 ”她一手拿着锥子，一手拿着沾

满 502 胶水的牙签为新学员演示

如何包片（即用布包裹着粘棉花的

硬纸板）。 佳作频出的孟新民不光

严于律己， 她对海派布艺画的发扬

光大更为用心。

发扬光大 传承发展

年近七旬的孟新民现在依然奔

走在传承海派布艺画的道路上。 她

不仅在四平社区开班授课， 吸引居

民前来学习， 还把布艺画搬进了校

园，在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二师附

小、同济小学等成立校园传承基地，

让孩子们从小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喜爱；每逢节日期间，她们还会参

加市里举办的非遗活动， 比如端午

节制作香囊，亲子活动制作布艺画，

把这一非遗工艺带进千家万户；她

们的作品还曾代表杨浦区， 作为国

礼赠送给英国、美国和日本，宣传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 在四

平社区的高度重视下， 海派布艺的

发展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专门成

立了非遗工作室和非遗展厅。

布艺已有 1500 年的历史，海

派布艺能在其中发展成颇具特色的

地区代表， 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

性。 “海派布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

布艺，就在一个‘雅’字上。 我们现

在做的布艺画， 多数离不开中国人

传统的喜好， 比如我们班级制作的

《梅兰竹菊》，这些画让人看上去就

觉得很雅致，挂在家里也显得很有腔

调。 ”在孟新民的创作中，布艺画的

布局、 做工和颜色这三者缺一不可，

也是她从一而终的布艺理念。

在本次大赛的展厅中，孟新民独

创的《寿》字便是一次创新，她抛弃

了以往常用的硬纸板， 用 A4 纸代

替，然后用绸缎黏贴，再在字体上雕

花，用金丝勾边。 这一创意吸引了在

场所有人的目光，评审团的专家们也

纷纷为她竖起大拇指。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爱海派布

艺画，但孟新民却更加忧虑了。她说，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传承这门手

艺，“虽然海派布艺画遍布全上海，

但我想找一位真心喜爱这门手艺，钻

研学习、头脑灵活、善于创新的人。 ”

到现在，她还是没找到。

孟新民说，学习制作布艺画，让

老人年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老有

所乐，老有所为。对于喜爱这项非遗

文化的人来说， 也许往年的今日并

没什么不同， 但人们的生活却因有

了它而变得与众不同。

十指春风 布艺掇英
海派布艺传承人孟新民：用碎布拼凑美景，绘制多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