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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偷踩纺车到非遗;承人

“纺线奶奶”守艺半世纪

林秀梅是远近闻名的“纺线奶

奶”。 作为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的

区级传承人， 她凭借着对纺织的满

腔热爱， 悉心守护着黄道婆留下的

技艺火种。

1952 年，林秀梅出生在徐汇区华

泾镇。这里，古称“乌泥泾”，正是黄道

婆棉纺织技艺的发源地，棉花种植与

手工纺织，是家家户户赖以维生的技

艺。 林秀梅的母亲和外婆，皆是纺线

织布的行家里手，农闲之时，便靠着

织布换钱，贴补家用。 彼时年仅 6 岁

的小林秀梅， 常常站在外婆身旁，目

不转睛地看着，心中满是疑惑：一团

棉花， 究竟是如何变成一根线的呢？

“那时我个头矮小， 连纺车踏板都够

不着，妈妈生怕我弄坏了‘吃饭的家

伙’———三锭纺车，总是不许我碰。 可

我总会趁她不注意，偷偷踩上几脚。

兴趣，无疑是最好的老师。因为这

份喜爱， 林秀梅就此踏上了乌泥泾手

工棉纺织技艺的学习之路。起初，学习

纺线时，她总是将棉线扯断，可到了八

九岁时， 林秀梅已然能够熟练地帮着

家里纺线，成为母亲的得力帮手。林秀

梅的父亲是一位裁缝， 还曾为陈毅市

长定制服装。 她也从父亲那儿学会了

如何将自己织出的布，制成衣服、床单

等各类纺织品。

2003 年，退休在家、赋闲无事的

林秀梅，迎来了生活角色的重大转折。

当时， 华泾镇的黄道婆纪念公园正在

扩建，从金山、浦东等地搜集来的老纺

车、织布机，被放置在园内。 当地领导

听闻她的精湛手艺， 便邀请她帮忙演

示技艺、 录制教学影像， 希望通过视

频， 留存下黄道婆改良的三锭纺车操

作技法。“我本就钟情这门手艺，退休

后又没什么事，一有空就往那里跑。 ”

起初，她只是义务为游客演示，耐心解

答着“纺车怎么用”的疑问。

后来每逢假期， 学生们纷纷前来纪

念公园参观。 孩子们围在纺车旁，一声

声清脆的“奶奶教教我”， 深深触动了

她。 望着年轻一代眼中闪烁的求知光

芒， 林秀梅萌生出“发挥余热” 的念

头———这已不再是简单的技艺展示，而

是沉甸甸的文化传承使命。 自此，传授

黄道婆的纺织技艺， 成了她生活的核

心，开启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坚守。 而让

她始料未及的是， 儿时用以谋生的技

艺，如今竟成了国家级非遗瑰宝。 2006

年，她被评为区级非遗传承人，这份荣

誉，更坚定了她守护传统技艺的决心。

面对“为何古稀之年仍坚守” 的疑

问， 林秀梅语气笃定：“只要我还能动弹，

就绝不能让这门手艺在我手里断了传

承！”如今，公园方组织年轻人学习三绽纺

车的技艺， 林秀梅就是传承班的老师，

每周都会带着这些年轻人前往棉田，手

把手地教他们辨认棉花； 回到公园里，

又教他们调试纺车。 在她眼中，传承不

仅是技艺的复刻，更是传递黄道婆“勇

于革新、甘于奉献”的精神。“当年，黄道

婆从海南黎族那里学习并带回先进技

术，改变了江南百姓的生活，成为民族团

结的使者。如今，我们要让年轻人知晓，祖

辈的智慧与勇气，是何等了不起。 ”

林秀梅的坚守，离不开家人全心全

意的支持。 她的丈夫是退伍军人，家中

大小事务， 全由丈夫一人操持。 一句

“你管公，我管私”，饱含着默默的支持

与理解。女儿对她传承棉纺技艺深感自

豪，外孙们也常来公园玩耍。 最小的外

孙，只要看到棉花，就会叫嚷着“姥姥

的宝贝”。家庭的温暖与陪伴，成了她前

行的动力。

老纺车成“网红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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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锭纺车堪称元代的‘黑科技’，

在当时的世界上，可是遥遥领先！ ”黄

道婆纪念公园学术顾问、 来自上海工

艺美术职业学院非遗基地的负责人、

华东师范大学非遗和传承应用中心的

特聘研究员方云， 热情洋溢地向记者

介绍着眼前一台陈旧的纺车， 宛如在

讲述一位老友的辉煌过往。 这台纺车，

是方云在公园扩建期间， 在全市范围

搜集老纺车时， 从一位居民家中“抢

救”回来的，当时它被随意弃置在马桶

边，无人问津。 当方云小心翼翼地将其

擦拭干净， 意外发现了其上绘有从未

见过的黄道婆民俗信仰的图像，“这是

黄道婆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 ”方

云激动地说到。

在纪念公园里， 像这样被方云抢

救回来的“宝贝”不在少数。 每一件物

品背后，都藏着一个动人故事。 方云就

如同一位执着的“寻宝人”，穿梭于城

市的大街小巷， 将这些散落的非遗碎

片逐一拾起。

“我与非遗的缘分，还得从十年前

说起。 ”方云回忆道。 2015 年，华东师

范大学民俗研究所启动上海棉纺织非

遗与民俗博物馆的研究项目。 凭借自

身的专业背景与丰富的田野调查经

验， 方云一头扎进上海传统手工棉纺

织技艺的挖掘、研究与保护工作中。 通

过记录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历史， 挖掘

那些濒临消失的技艺细节与文献资

料，为上海的棉纺织非遗传承，拼凑起

珍贵的拼图。

在黄道婆纪念公园的非遗体验

区， 方云与她的非遗研究团队成员们

围坐一处， 分享着近期的团队工作与

生活点滴。 大家因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相聚于此， 齐心协力为非遗传承贡献

力量。

自 2022 年入驻黄道婆纪念公园

起， 方云的非遗团队规模一直保持稳

定。 方云坦言，这得益于这里非功利的

氛围。“她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有的

是民俗学、有的是设计、有的是服装工

程。 有活动时，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没活

动时，就各自做自己的研究。 做这些事

的动力，除了学术探究外，更是为了让

这样一份珍贵的遗产不至于消失在我

们这一代人的手上。 ”

方云的团队成员里， 学生是不可

或缺的“主力军”。“大学生特别喜欢我

们这个地方， 他们是传播传统文化的

主力军，”方云的话语中满是欣慰，“像

弹棉花这样的传统技艺， 许多城市里

的孩子连听都没听说过， 可我们团队

成员，却对这些技艺爱不释手。 ”

黄道婆纪念公园还组建了志愿者

团队， 成员不仅有附近高校的学生，甚

至还有高中生。“有个初三的小朋友，最

初是跟着妈妈来做志愿者，后来就一直

留在这里帮忙， 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如

此，每次有活动都带着他一起。 ”提及儿

子，方云的言语间满是骄傲。“他在学校

会跟老师同学讲述我们这儿的事儿，去

年还和同学一起来种棉花。 他还会帮忙

带更小的小朋友，给别人讲解，深知妈

妈做的事意义重大。 ”

在方云和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

下， 黄道婆纪念公园成了附近社区居

民的“网红打卡点”。 平日里，居民们来

公园散步休闲；公园举办非遗活动时，

参与名额更是被一抢而空。 方云无不

自豪地说：“社区亲子家庭常来这儿开

展活动，重阳节时，我们会组织孩子和

祖辈一起制作丝巾，举行孝亲敬茶礼，

活动都很受欢迎。 ”“棉朵朵小小讲解

员”的公益培训更是深入到社区，深受

孩子们的喜爱。

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林秀梅和方

云宛如逆流而上的摆渡人，坚持走在非

遗的传承之路。“机器能织出布，却织不

出温度与故事。 ”林秀梅感慨道。 如今，

她最大的心愿，便是看到更多年轻人接

过传承的接力棒，让黄道婆的纺织传奇

代代相传。 而方云也秉持着同样的理

念：“我想让非遗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成

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我坚信，只要

持之以恒，非遗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

加迷人的光彩。 ”

“
6月 5日，2025 年中华优秀文化体验项目展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

馆迎来“徐汇时刻”，徐汇华泾镇黄道婆纪念公园作为国家级非遗乌泥泾棉纺

织技艺传承单位亮相展览现场。团队再现了元代棉纺织专家黄道婆对“捍弹纺

织染”五大棉纺织工序的革新，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跨越近千年的文化对话。 73

岁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区级非遗传承人林秀梅，以“三锭纺车”为笔，

在棉线交织间续写着黄道婆“衣被天下”的传奇；而黄道婆纪念公园学术顾问

方云， 则通过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与

文献挖掘， 让散落在城市角落的纺

织记忆重焕生机。 这两位跨越代际

的守护者，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

让黄道婆纺织智慧在当代都市中

“织”就出文化新章，也体现出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 的理

念。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曹儒屹 房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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