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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绝色》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温州瓯海区30项民间技艺。文章展示了民间技艺的传承人、技艺
的流程，以及当地的风俗人情，用文配图的形式，来诠释和再现这些古老民间技艺的昔日风采。本书
介绍的民间技艺包括：泽雅古法造纸、彩石镶嵌、水上台阁、河泥船、瓦当、米塑、修谱、圆木、漆
器、木雕、青石雕、竹编、沙面、竹丝灯笼、蓑衣、织带、蒲团等。
我们总是说，历史是一条长河，大浪淘沙，留下金子。其实，也不尽然。大浪是不长眼睛的。巨浪排
空，浩浩荡荡，很多的时刻，它不仅仅是大浪淘沙，还淘走了金子，乃至钻石。远的不说，就说近的
，文革时期的 “破四旧，立四新”，有多少属于“四旧”的文化瑰宝，在这么一场飓风般的运动中丧
失贻尽。这是历史的无情，更是历史的悲剧。
说大浪是不长眼睛，当然不仅仅专指政治运动对文化的摧残。纵观历史，经济往往是推动历史发展的
原动力。在每一轮的经济大潮当中，在每一个商人的眼里，除了利润，还是利润，除此之外，一切的
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可以践踏的，包括没有商业价值的珍贵文物，没有旅游开发价
值的历史古迹。
当下的民俗风情，便是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状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谓民间风俗，本身便
是一幅传递着历史痕迹的一个地方的风情画。但这幅地方风情画，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正迅速地分崩
离析，并被城市化象征的高楼大厦、名车豪宅所一并取代。这种看似标志着时代进步的现代文明，给
历史留下的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文化是历史的灵魂。尽管历史的发展总是有那么多的不尽人意，但每一个时代也总有那么一些人，为
抢救濒临丧失的文化遗产而不遗余力，昼夜奔走在乡间田野，而历史文化也正是因了这些人，才绵绵
不绝地传承了下来。
民俗读本《民间绝色》一书，便是这么一个产物。它是一位名叫周吉敏的温州女子，描写温州民间技
艺生存状态的一本集子。我觉得这本集子的可贵之处，它不仅仅是常见的那种民俗风情的收集整理，
而是作者走村串巷，深入民俗发源地，与民间艺人做面对面的访谈，然后以散文的笔调抒写而成。也
正是这种文本写作上的创新，使得《民间绝色》一书具有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读来让人如同身入其境
，容易勾起读者对于少年时期那一幕幕民俗风情的美好回忆。人们说余秋雨的作品是文化散文，好看
，耐读，指的是作品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因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绝色》便也具备了文化散文
的特有魅力。
写这么一本书是很辛苦的。这辛苦不是熬夜的码字劳累，而是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困惑煎熬。书中写到
的30种民间技艺，如古法造纸、米塑、圆木、捣桃糕、竹编、打锡、烧酒等等，这些融入每一个人童
年生活的传统技艺，如今无不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状态。民间艺人在思忖，思忖着去哪里物色这门
手艺的接班人；作者也在思考着，思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技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何
得到传承和保护，怎样能够发扬光大。
大浪淘沙，淘不走那些执意淘金的人。思想者的煎熬必定能点亮思想的火花。《民间绝色》的顺利出
版，对于民间技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方法和传承，它可唤起有识之士对民间技艺的重视
，并期望有更多的人士投身于民间技艺的开发利用，用现代的眼光和手法，来一起描绘古老温州的风
情画，让东瓯的文脉一脉相承，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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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绝色》

作者简介

3月31日，温州大学举行我市青年作家周吉敏的新作《民间绝色》发行仪式，这是周吉敏继2008年出版
的散文集《月之故乡》之后的另一佳作。《民间绝色》得到了我市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肯
定。在非遗研讨会上，大家评价《民间绝色》既是一本文学著作，更是一本研究温州非遗的学术专著
。读书如读人。细细品读《民间绝色》，透过作者清新优美的文字，我们不仅看到了传统的伟大和美
丽，也看到了作者秀外慧中的内在，字里行间更透露出作者那颗热爱乡土的赤诚之心。
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能花三年的时间行走乡间，执着地寻寻觅觅，踏遍故乡的山山水水，只为了记
录和收集遗世的民间传统技艺，不禁令人刮目相看。如果不是出于对乡土的热爱、古艺的眷恋是很难
做到这一点的。笔者在《民间绝色》发行仪式后，拜访了被大家称为“美女”兼“才女”的周吉敏。
文字倾注爱乡之情

周吉敏在泽雅生活了32年，从童年一直到青年，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和回忆都跟泽雅共有。她依恋这片
生她养她的土地，在她的眼里，山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她把这份美倾注笔端，在无数个寂寞的夜晚，
她把那份对家乡的爱化为文字。
《民间绝色》书中一共写了30项温州濒临消逝的传统民间技艺，凝聚了周吉敏三年来的心思和心血。
在这三年时间里，她驻足于破败荒凉的山野乡村，出入于狭窄杂乱的乡间陋巷，叩开一扇扇古老斑驳
的木门，面对一张张沟壑纵横饱经沧桑的苍老面容，她用热情去开启那些渐渐掩闭的岁月闸门，用相
机定格那一双双青筋纵横灵巧无比的手，以散文的笔触、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感情对温州传统民间技
艺进行了深入的挖掘。那些流逝的记忆，在她的笔下一点一点回黄转绿。
在今年瓯海区政协七届五次大会上，周吉敏以“传统手工艺已黄昏，保护拯救刻不容缓”为题做了大
会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金州集团董事长郑永强听了周吉敏的发言，看到书中竹丝灯笼的文章
后，马上决定扶持“温州竹丝灯笼”这一技艺。今年3月份，他们在茶山成立了竹丝灯笼传承基地，
出资12万元，作为当地妇女学习竹丝灯笼的经费。周吉敏说，她出这本书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和镜
头让这些民间技艺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自己的辛苦付出就值得了，也算对社会做一份公益事业。
认识周吉敏的人都知道，她的舞跳得好，歌也唱得不错，那她与文字的结缘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周吉敏还记得初次写稿的情景。那时，她还没有电脑，用笔一个字一个字誊写在稿纸上，哪怕只写错
一个字，怕编辑看不清楚，又重抄一遍。抄一次又改一次，反反复复不知抄多少次。小心翼翼地投进
邮箱，接下去就是漫长的等待。当《绵菜饼飘香》第一次由钢笔字变成铅字时，周吉敏的心情甭提多
高兴，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每当传达室的老伯拿着稿费单高喊：“周吉敏，你有稿费单”
；每当看到她去邮局拿稿费时工作人员羡慕的眼光，周吉敏总有一种自豪感，这给了周吉敏坚持业余
写作的动力。
2008年，周吉敏结集出版了散文集《月之故乡》。文集里有泽雅山里的人家、有老井边的青苔、有绵
菜饼里的清香、有水碓旁的流韵、有狗尾草的摇曳、有映山红的露珠、有七涧瀑的飞流⋯⋯周吉敏低
吟着：“天上有个月亮，水里有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看月亮，思故乡，
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家乡是她生活的天上月亮，而文字则是她情感世界的水中月亮。天上
与水中，造就了她心灵意象中的月亮。
《月之故乡》是周吉敏在喧嚣而寂寞的都市中，从内心深处为故乡传唱出的一首首悠扬而动听的赞歌
！周吉敏说，《月之故乡》是送给故乡泽雅的礼物，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
周吉敏，她是故乡灵秀的山水养育出来的一介村姑，而故乡的灵山秀水、天籁地音也滋养了她一颗钟
爱故乡的心。这颗心跟乡土文化有着心灵的契合。周吉敏说：她会继续钟情乡土文化，把挖掘乡土文
化作为自己写作的方向标，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即使这是一个冷清而寂寞的过程。

舞蹈培育芬芳之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生于瓯海泽雅的周吉敏身上透着一股泽雅山水的灵秀。
周吉敏从小就比同龄人优越些，衣着打扮比较突出，加上又长得玲珑可爱，深受老师的喜爱。小学三
年级的时候，她随学校舞蹈队参加温州市的舞蹈比赛，参赛舞蹈《踏浪》是班主任编排的，道具就是
纸做的花。这个舞蹈最后获得了全市三等奖，也在她的心里播下了文艺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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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绝色》

除了跳舞，周吉敏还喜欢唱歌、合唱指挥，不仅在学校是文艺骨干，在泽雅小镇上也是一个家喻户晓
的“明星”。
1989年，周吉敏被选入瓯海区文化馆舞蹈队，这让周吉敏的文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舞蹈队不仅要
承担各类舞蹈赛事，还得参加区里文艺宣传队下乡巡回演出。舞蹈队就像白云一样“飘”遍瓯海的各
个地方：山区的土庙、农家房子，甚至桥上，都是她们的舞台。
舞台上鲜花和掌声的背后就是汗水。
周吉敏记忆最深的还是参加瓯海区文化馆排练舞蹈的日子。那时，周吉敏住在泽雅，离瓯海区文化馆
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每天，周吉敏的父母亲都要在早晨5点多送她到10路公交车车站。在车上颠簸两
个多小时到达市区广化桥车站，然后再穿过长长的田埂才到瓯海区文化馆。排练完了，再颠簸两个多
小时回家。因为排练后的疲惫，周吉敏坐上车往往就睡着了，好几次因车子颠簸，她被甩倒在车厢过
道上。
周吉敏说，最辛苦的还是热天排练。有一次排练舞蹈《道情圆舞曲》，在区府前的空地上露天排练，
正好是六月天气，暑气逼人，一动就全身是汗，一会儿下来就浑身湿透了。日夜不停地排练，一个月
下来，全身酸痛，膝盖都肿了，大伙叫苦不迭。但排练不能停，这些平时娇滴滴的女孩子，硬是咬牙
进行排练。一回到家里，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就连下床都很难，去卫生间都要扶着墙过去。《道情圆
舞曲》最终获得温州市舞蹈比赛一等奖，经过改编的《道情声声》获得浙江省大型广场文艺比赛银奖
时，这一刻的快乐是无法描述的，排练时的痛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杨梅儿酸酸杨梅儿甜》、《
中国梅花》等舞蹈更是跳到了北京长安大剧院的舞台上。
周吉敏说，其实对每一个舞蹈作品的诠释就是对自己内心一次陶冶，一次心灵的滋养。现在自己虽然
不再上台跳舞了，但是舞蹈一直是自己的爱好，在家放段音乐翩翩起舞，如今依然是她锻炼身体的习
惯。
知晓了周吉敏这段舞台经历，再读她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如其人”。周吉
敏说，文学和艺术是融会贯通的，文如其人是自己的追求，她希望自己文章，就如抒情的音乐，优美
的舞蹈，有一个美的意境。这一点她已经做到了。
周吉敏的《月之故乡》中这样写道：“我从山村的舞台跳到省城的舞台上，再跳到北京的舞台上。这
是一段充满鲜花和掌声的岁月，这段如花年龄如花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芬芳的记忆。”

音乐赋予幸福感觉

舞台让周吉敏收获了很多。周吉敏说，她感谢这段经历，让她有机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让她始终拥
有一颗纯净的心灵，让她的人生有了书本的厚度。
1993年，高中毕业后的周吉敏，被母校聘任为音乐代课教师。周吉敏说，有这个机会，得益于她在文
艺方面的突出表现。这一人生转折注定周吉敏跟家乡三十多年的不离不弃。
周吉敏说，第一次迈上讲台，面对那些只比自己大两三岁的学生还真是胆怯，但幸亏自己有多年的舞
台表演经验，锻炼了自己的胆量，不然还真要哭鼻子呢。“刚上讲台，看自己年轻，学生们很调皮，
往往变着法子在课堂上捣乱。”周吉敏说，“但我很自信，我用音乐感化他们，我总把自己最美的东
西呈现在学生面前，用自己的真情和才艺吸引孩子。”
“现代社会非学不可，非善学不可，非终身学习不可（比利时教育家康内尔），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储
备，才可以游刃有余地传道解惑。”学生的期待、渴望与信任，让她有种莫名的压力。
周吉敏深知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知识有限。于是，周吉敏一边教学，一边去进修音乐知识。这段时间
，周吉敏是最忙碌的也是最充实的。
1998年，她排练的舞蹈《春的向往》获得瓯海区中小学生舞蹈比赛一等奖，这对于一个山区学校来说
是难能可贵的荣誉，是来之不易的，更是学校前所未有的。周吉敏说，排练这个舞蹈时最辛苦，从服
装设计、音乐选择到排练都是自己一个人承担。学校没有场地，那时30个学生就集中在操场上，利用
中午和课后的时间，坚持排练了一个多月。那个苦，那个累，到现在都记忆深刻，但是自己觉得值得
，现在这些孩子都记得她，还有好几个都考上幼师，这就是自己当老师的价值所在。
多年的努力和积累，老师的角色对于周吉敏来说已经是游刃有余。周吉敏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从一
名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从一名普通教师当上了教务主任。周吉敏说，自己喜欢课堂，是因为课堂
是一个纯净的世界，孩子们纯净的目光可以让她忘掉一切的杂念，可以让她抛开一切不愉快的心情。

Page 4



《民间绝色》

她喜欢在学生纯净的目光下翩翩起舞，喜欢在学生们面前放声歌唱，喜欢看孩子们倾慕的眼神，那时
就感觉特别满足。课间，她曾看到学生站在教室的前边，学着她的样子，模仿着她的举手投足，那时
她感觉是那么的幸福。周吉敏至今深深记得，在一个教师节，收到学生一大束金黄的野菊花。那金灿
灿的野菊花让她感动得流泪，觉得自己是最美丽的，觉得自己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十多年跟学生在一起点点滴滴的感动，美丽的家乡给予了周吉敏心灵的纯美安静，这些都是周吉敏最
大的精神享受。她说，这就是十多年依恋山区的真正原因之一。
周吉敏在她的散文集《月之故乡》中写道：“十三年的讲台生涯，孩子们清澈无邪的眼神让我无怨无
悔。我无怨无悔当初的选择，选择了这片哺育我的贫穷而又多情的土地，选择了书本，选择了家乡的
孩子。我庆幸与家乡、书本、孩子们长时间的不离不弃，让我有了家乡厚土的纯朴和家乡青山秀水的
灵秀，有了书本的内涵深邃，有了孩子的真诚善良。”
2006年，因为工作需要，周吉敏又被选调到瓯海区新闻中心。从爱好舞蹈到成为学校音乐老师，从爱
好写作到成为记者，周吉敏又把职业和兴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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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写的错别字，还是说作者不是温州人，反正有些地方，有点反感，很像一
般的知识分子写的随笔一样，只能说看看乐趣，增长点见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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