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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鲁迅在谈到为什么要读书时
提出几点原因，首先是选择人生道
路的需要，其次是改良社会和改良
人生的需要，再次是为了解决具体
问题：一是为了弄清问题而读书；
二是为了工作而读书；三是为了做
学问而读书；四是为了创作而读
书；五是为了活着(生存)而读书。

6 月 30 日(周六)上午 9 ：30 ，
由山东省图书馆和齐鲁晚报联合
举办的大众讲坛有幸邀请到著名
鲁迅研究学者陈漱渝研究员为读
者带来题为《读书的辩证法——— 从
鲁迅读书谈到读鲁迅的书》的讲
座。讲座内容包括：一、“职业的读
书”与“兴趣的读书”；二、读“有字
之书”与读“无字之书”；三、“随便
翻翻”与“由博返约”；四、比较与鉴
别；五、记忆与思索；六、传承与创
新。

陈漱渝，1941 年 7 月生，湖南
长沙人，1962 年南开大学中文系
毕业，1976 年 4 月正式调入北京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至今，
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
室主任、研究馆馆员，兼任中国鲁
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
究会学术委员等职。曾参加 1981

年版《鲁迅全集》及 1992 年版《郭
沫若文集》的部分注释工作；2001

年被任命为《鲁迅全集》修订编辑
委员会副主任。

专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
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
探 》、《 许 广 平 的 一 生 》、《 民 族
魂——— 鲁迅的一生》、《鲁迅史实求
真录》、《宋庆龄传》、《风情·亲情·
乡情——— 一个大陆人看台湾》、《披
沙简金集》、《颠覆与承传——— 论鲁
迅的当代意义》、《胡适与周氏兄
弟》(与宋娜合著)等。主编《鲁迅论
争集》、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
图本)等书籍数十种。

时间：2012 年 6 月 30 日(周六)

上午 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
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
参与

□周东升

近日，笔者探访了曾盛产小凉席
精品的宁阳县乡饮乡崇化村。这是一
个毗邻儒家文化发祥地曲阜不到 30

华里的宁静而又祥和的村庄，有 3000

多父老乡亲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用
勤劳的双手编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梦
想。

在村里多位老人的一致推荐下，
笔者来到年过八旬的史景英老人家
中。史老太从事凉席编织已有
50 多年，是闻名十里八村的
能工巧匠，也是目前村里
惟一全部而熟练掌握编
织技艺中最精华部分
的老人。谈起凉席编
织，好像突然打开了
老人家尘封已久的记
忆闸门，一时激动得竟
有些不知所措。良久，她
才手脚麻利地从里屋抱
出两张席子，铺展在地上。她
边用颤抖的手指点着，边非常自
豪地介绍道，咱们这里的席子有粗席
子、细席子之分。别的地方只会编粗席
子，而我们这里绝就绝在不单会编粗
席子，细席子更是拿手好戏，小凉席指
的就是细席子；名声远播的乡饮小凉
席就以咱们村的为代表。

“粗席子，细席子，差就差在用篾
子”，也就是说，粗席子与细席子最根
本的区别就是用料不同。粗席子用的
是高粱秸作原料，而细席子是用高粱
秸顶端细长、光滑、圆润的莛子作原
料。高粱秸秆粗而有节，编出的席子虽
然显得粗犷大方，但粗糙硌人，一般只
作为底席(铺在细席下面)，或者作为遮
挡墙壁的墙席；用莛子编出来的细席，
表面光滑明亮，纹理细密，特别是编的
一些花木草虫、飞禽走兽活灵活现，不
同风格的文字端庄大方……

在史景英老人家里，曾担任村支
书 20 多年的王连荣老人告诉笔者，这
里的小凉席之所以叫得响，就是因为
选料考究，做工精细，美观大方，经久
耐用，比苇席柔软，比蒲席平坦，比竹
席光滑，并具有细润、凉爽、渗汗、透气
等特点。

小凉席用料需要精挑细选。高粱
秸收割后，必须等到自然晾透，才可剥

皮扦莛，并从中筛
选出色泽纯正，粗
细均匀，无虫咬、无
霉变的红、白、黄三

色莛子。这是确保编
织出自然色感强、光滑

平整的小凉席最关键的
一步。史景英老人介绍说，一

领上好的小凉席，从高粱秸收割开始
算起，经过扦莛子、选料子、配颜色、捆
坯子、破篾子、轧篾子、浸篾子、刮篾
子、编花等工序，直到最后嵌边整形，
需要 30 多道工序。

小凉席图案富于变化，追求创新。
王连荣老人说，小凉席的花色图案最
忌讳模仿重复，步人后尘。不然，会觉
得自己水平不高，也怕招致别人的讥
笑。“小凉席，大天地，编重了别人笑话
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虽然家
家户户都从事凉席编织，彼此间也相
互学习和借鉴，但在图案上，都保持着
各自的特异性，全村有多少户人家，就
有多少个图案品种，可以说，天地万物
都尽入席中。一张张小小的凉席，就是
一幅幅优美的图画，一个个美丽的传
说，一首首不老的歌谣。其中名气最大
的有村南头张家编的红“喜喜”，这是
当地青年结婚的必备品；还有村西头
周家的“福”、“寿”等字图案；“春枣
花”、“灯笼花”、“城墙垛”，以及根据民
间传说设计的“银河星会”、“天女散
花”等人物、花草图案也深受群众的喜
爱。

如今村里 40 多岁以上的人们，都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家家户户从事

小凉席编织的盛况记忆犹新，津津乐
道。特别是本村的小凉席在宋朝时曾
经作为贡品，更被他们视为无尚的荣
耀和骄傲。据崇化村的村碑记载，宋大
中祥符元年(1008 年)十月，宋真宗东封
泰山，仪式结束后，他便一路南巡。令
随从重金从该村购得小凉席 10 领，带
回宫中。此后，崇化村的小凉席便成为
贡品。这使得该村的小凉席编织业迅
速发展，技艺也日臻完善，以至千年不
衰。在 1914 年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
会暨巴拿马出品协会上，以崇化村为
代表的乡饮小凉席被选送参展；1954

年再次参展，获得山东省地方产品博
览会大奖。

王连荣老人说，随着商品的大流
通，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大
麻凉席、竹席、草席、苇席等防暑用品
渐渐走进千家万户，这些机器织品经
济高效，价格低廉，这对材料要求高、
工艺复杂的纯手工织品小凉席是一个
致命的冲击；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小凉席编织所用的原材料高粱，也曾
经是当地置建房屋时屋顶的必需材
料，然而，近三十年来以水泥板为主的
小康楼如雨后春笋，高粱这种易倒伏、
收成不稳定的粮食作物逐步被百姓所
淘汰。没有了原料，即便是那些有这种
手艺的老人们，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谈起小凉席编织正面临绝迹
的尴尬境地，几位老人无不感到深深
的惋惜。他们说，村里已经没有几位老
太太能全部掌握这门技艺了，也许用
不了多久，随着她们的离去，这门技艺
真的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宁阳乡饮小凉席：
农家院里的绝唱

■
民
间
工
艺

大众讲坛预告———

从鲁迅读书谈

读鲁迅的书

曾经在宋代即作为朝廷贡品的宁阳县乡饮乡小凉席，以其精湛的编织技艺、精美的花
色图案、精到的传授方式和独特的防暑透气性能，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备受青睐的民间
手工艺品，山东省各地都或多或少地留有它的踪迹。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的生活方
式日趋简约化，生存观念更加现实化，这项虽以普通的高粱莛子作原料，却蕴含着浓厚文化
气息的传统民间技艺正濒临绝迹的境地。

破破篾篾子子

高粱细席(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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