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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园春色带动学科活力，盎然生机厚
植人文根脉。秉承立德树人目标，立足学
科社会性特点，以提升学生学以致用的综
合能力为己任，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静安学
校通过学科活动的形式，不仅丰富了学科
学习的深度，更扩展了其广度。学校人文
教研组主办的第一届人文节也在此基础
上应运而生。

学校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学科教
师们在跨学科理念的基础上，以学生们喜
闻乐道的方式展现了学科活动新魅力，通
过三个专场活动，带领学生领略人类优秀
文化遗产，培养学生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
力，提升学生道德修养，法治观念，责任意
识，激发家国情怀，在互动中传递文化，滋
养心灵，赓续情怀。

专场一：课堂学习促成长
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阵地，

也是师生教学相长的好舞台。在活动月
中，人文组历史备课组长黄伟军老师和地
理备课组长丁玉瑾老师为学生们带来了
两节精彩的示范课，课堂教学中的知识
呈现、师生互动、学能培养，让学生在收
获学科本体知识的同时，更感受到了探
究的魅力。学生们走进祖国山河，了解
历史渊源，在探寻与思考中和国家同命运
共呼吸。

专场二：专题讲座导言行
从小树立法治意识是新时代对现代

小公民的基本要求，在学生眼中，法律是
令人敬畏又充满神秘感的。如何拉近法
律与学生的关系？道德与法治备课组长
王若珺老师带领六至八年级的学生从电
影《第二十条》说起，分析关于正当防卫权
威司法解释改变的来龙去脉，让学生在跟
随老师解读一个个鲜活案例的同时，不仅
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更感受到法律的温

度。讲座过后，很多学生表示，法律远没
有自己想象中的冰冷，从小树立规则意识
和法治观念并将之付诸于自己的校园生
活中，意义重大而深远。

专场三：综合竞赛展才华
2024年3月29日，“综合素养看你我

——知识竞赛专场”正式拉开帷幕，每支
参赛队铿锵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热火
朝天的场面让每位学生摩拳擦掌，六至八
年级九支参赛队的精彩表现，也让现场的
师生们耳目一新。紧张刺激的必答、抢
答、挑战三个环节，27名选手赛出了实力，
比出了风格，更激发了斗志——原来学习
如此有趣，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能
力的积累，团队协作的展现。经过40分钟
的角逐，各参赛队捧得胜利奖杯，现场掌
声雷动。赛后，不少同学纷纷表示，以后
若再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给自己一次亮
相锻炼的机会。

一个月的学科活动时间，让学生们从
聆听到参与，从课堂学习到活动现场，全
方位地感受到了学科的魅力和价值，这段
经历将被每位学生记取，化为他们成长过
程中的永动机，激发他们热爱学习的勇气
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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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 传递 赓续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静安学校开展第一届人文节系列活动

青少年时期就对木版水印了然于心
直到现在，郑名川也认为他2000年

从中国美院国画系毕业来到朵云轩做木
版水印有一份天意在。因为当1990年代
初他还在中国美院附中读书的时候，就被
图书馆里那套《百花齐放》迷得如醉如
痴。《百花齐放》正是北京荣宝斋当年根据
于非闇、田世光、俞致贞三位工笔花鸟画
名家作品所做的一套木版水印，虽非原
作，却几乎看不出真假。木版水印技艺的
厉害，郑名川当时就领教过了。

入读中国美院后，当时的浙江美院水
印厂又是与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斋、天津
杨柳青齐名的中国四大木版水印高地之
一。在数年的耳濡目染之后，当郑名川正
式加入朵云轩的时候，他对木版水印已经
十分熟悉，并且有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可以追溯到1900
年开店之初。当时信笺是朵云轩的拳头产
品。这些笺子中的花草图案正是由木版水
印做上去的，其图案之精之细之雅，很快赢
得了文人墨客的赏识。彼时朵云轩所在的
今福州路、河南路和广东路一带出版社、书
店林立，是文化人云集之地。朵云轩的笺
子能脱颖而出，足见其技艺之高超。

用数年时间完成海派巨制勾描任务
由彩色套印信笺发展成印制书画，那

是朵云轩1958年成立木版水印室之后的
事了。木版水印一般分为勾描、刻板和水

印三个环节。学中国画出身的郑名川入
职朵云轩木版水印室，很自然地就被分到
了勾描组里，师父是名家刘慧芳。刘慧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朵云轩学习木版
水印，是此技艺的第三代传人。她学习的
时候，当时朵云轩最早做木版水印的一批
老先生还都是五十多岁的盛年，所以刘慧
芳是得过真传的。

郑名川向青年报记者介绍，勾描极其
考验一个人的书画功力和对于传统书画
的理解。首先要对一些博物馆的名作进
行临摹，要画得一模一样，这便是“副
本”。把副本拿回工作室后，就要对书画
作品进行拆分，根据原作的色彩和结构，
将作品拆分成一个个块面和章节。这些
块面就成了刻板师日后进行雕版的依
据。所以，勾描环节从某种意义上奠定了
木版水印作品足以“以假乱真”的基础。

入职朵云轩两年后的2002年，郑名
川迎来了艺术人生中的扛鼎之作，任伯年
《群仙祝寿图》的木版水印制作。现在人
们对这部一百年前的海派绘画巨制并不
陌生，因为这件作品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就
曾亮相中国馆，是当时的镇馆之宝。这真
的是一幅巨作，十二幅通景屏，共描绘了
46个人物 ，长度达到714厘米，高206.8
厘米。郑名川用了数年时间完成了这件
作品的勾描任务，他将这件作品一共拆解
成了2000多块，其环节之细，任务之重，
非以往木版水印作品所能比。当然，这件
作品也成为了朵云轩木版水印的经典。

一勾一刻一印
匠心复现经典

郑名川：从小学到大，只为做好木版水印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尽管是 2000 年入
职朵云轩开始从事木版
水印工作，但其实郑名
川与木版水印结缘的时
间还要早得多。几十年
的熏陶和接触，让他对
这门艺术技艺有着超乎
常人的理解。在行业内

“高地林立”的情况下，
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如何
做出自己的特点，这也
是郑名川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这次成为第六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候选者之后，
郑名川肩上的担子显然
更重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木版水印其实并非朵云轩一家在做，

起码业内就有“南朵（云轩）北荣（宝斋）”

之说，这些机构都是木版水印界的执牛耳

者。说到朵云轩木版水印的特点，郑名川

表示，其实各家在技艺上都差不多，若论

血脉，则都可以追溯到荣宝斋。1949 年

前朵云轩的很多木版水印艺人就来自上

海荣宝斋。

当然，各家自己做木版水印之后，也都

形成了各自的一些特点。郑名川说，如果一

定要说一些区别，那就是朵云轩木版水印的

原作大多来自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南

京博物院、上海中国画院和朵云轩自藏。

这些艺术机构大多地处江南，很多藏品也

就自然而然地带有南方艺术的细腻和婉

约，既然朵云轩的木版水印是为了复制这

些机构的馆藏，那相应的木版水印作品也

就做得要细腻一些，婉约一些，有一定的地

域色彩。还有，就是书笺的木版水印一直

是朵云轩的传统优势所在。当年一套《萝

轩变古笺谱》参加德国莱比锡书展时惊艳

四座，评委们觉得金奖已不能表达他们对

这套书背后中国木版水印技艺的敬意，最

后专门为这套书设立了一个莱比锡大奖。

目前，作为朵云轩集团副总经理和朵

云轩木版水印分公司总经理的郑名川，承

担着推动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传承与发展

的重担。他告诉青年报记者，目前朵云轩

从事木版水印工作的有18个人，其中有不

少是年轻人。在勾描环节，他自己则带了

两名子弟。木版水印技艺传承未来的希望

正在于此。“木版水印既是个人专攻之学，

也是社会通力之学，其合作化的特点决定

了木版水印的传承不可能只有一人完成。”

郑名川说，“只有全社会一起关注，一起推

广，木版水印技艺才能行稳致远。”

木版水印既是个人专攻之学，也是社会通力之学

郑名川2000年入职朵云轩开始
从事木版水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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