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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节前夕，想送孙子一个儿童节
礼物，一直没有想好送什么，有人建议我
送虎头鞋，并带我去找虎头鞋的传承人杨
和英老师。

在崇川区和平桥街道百花社区，我看
到了专门研究虎头鞋制作并免费义务传
承虎头鞋工艺的杨和英老师，还有一群热
爱穿针引线做虎头鞋的社区居民。

“虎头鞋”是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制作童
鞋的一种，鞋头绣有虎头图案，所以被称
作虎头鞋，这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有
很高的欣赏价值，同时它又是一种吉祥
物，人们赋予它驱鬼辟邪的功能。自古以
来，人们给幼儿穿上虎头鞋，用形象逼真
的虎头图案驱鬼辟邪，保护孩子没病没灾。

杨老师今年68岁，22岁那年她生病
在家，第一次看到自家堂嫂正在做虎头
鞋，她感到非常新奇，于是就借了一双回
去自己研究摸索，跟着学做了一双。打袼
禙、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口，把鞋
帮鞋底缝到一起，再扎上虎须，缝上带子，
一双双虎头鞋才算大功告成。“虎头鞋虽
小，工序可一点也不少。”如今的杨和英，
是崇川区非遗传承人。她做的虎头鞋做
工精巧，虎头上运用刺绣、拨花、打籽等多
种针法，鞋面的颜色以红、黄为主，虎嘴、
虎毛、眉毛、鼻、眼等处常采用粗线条勾
勒，活灵活现地展现出老虎的威猛。

20年前，杨和英向澳大利亚友好访问
团赠送自己的虎头鞋作品，得到外国友人
的高度赞赏。她已经做了46年的虎头鞋，
担心这项工艺会在民间失传，她开始免费
为大家开班教授自己的手艺，从针顶到针
线及面料等所有材料都是她自己出资买
来给大家免费学习，学员们完成的手工作
品大多数赠送给一些新生儿，养老院的老
人，还有来这里进行实践学习的学生和有
需要的人。在社区，她已开班5年多的时
间，现在已经是第9期，最多时一个班级学
员有40多人，最少20多人，培养了很多手
艺精湛的高徒。很多人积极加入社区志
愿者，和她一起做这项公益活动。每年开
班两期，一期共10节课。春季班主要制
作单鞋，秋季班制作棉鞋。所有参加这项
活动的学员基本上都能独立完成一件作
品，如期毕业，棉鞋相对技术要求高一些，
没有学会的人可以继续下一期的学习，直
到学会为止，从来不收一分钱费用。学员
们来自南通市区和县区，不单是女学员，还
有男学员也来参加。每个星期一的下午，
用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杨老师现场指导。

杨老师说，去年她们赠送给新生儿
10双，今年又赠送了10双，让可爱的虎头
鞋陪伴可爱的宝宝。这些年，虎头鞋给很
多宝宝带来了福气和平安顺意。很多人
当成工艺品收藏起来。杨老师说，学习虎
头鞋技术主要有三点，学习要有耐心，对
自己要有信心，要坚持学习有恒心。我听
了内心深受触动，其实我们做所有的事都
需要这“三心”。学习的过程就是修炼的
过程，不但学会了一项珍贵的手艺，还能
修身养性、积德行善，造福四方。学员张
萍说：杨和英老师每年都对虎头鞋的设计
不断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设计理念与
时代发展相结合，把虎头鞋手工制作技术
向艺术化发展，为这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下去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人力和
物力，无私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技术。

百花社区这项公益活动已经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社区全力支持这项公益活
动，为活动搭建平台和舞台，提供学习场
所，接纳八方来客到百花来学习，共享这
门艺术功课的宝贵资源。

前些时候，我把自己拉二胡
的录像发到“长青二胡队”的微信
群里，以作互相交流。琴友“笑口
常开”将这段录像通过剪辑、特
效等技术手段进行后期制作，制
成一段视频发回群里，我看了之
后觉得音乐、画面、字幕匹配协
调、和谐统一，比原来的单调的
现场实时录像增色不少。我心
想：自制视频的视觉效果更好，
具有创意和个性化，也就动了要
学习这一技能的念头。

我向“笑口常开”请教有关
制作方法，同时从网上下载了剪
映、花瓣剪辑等软件，根据操作提
示，一步一步学将起来。我请老
伴用手机为我录了二胡演奏的
《枉凝眉》，然后试着在录像中加
上唱词的字幕。虽然是照着教程
按部就班做的，但字幕与乐曲总
是对不上号：不是字幕超前了，就

是乐曲滞后了，捣鼓了老半天，还
是不合拍。几经折腾后，终于使
字幕、乐曲基本对上头了。但接
着又出了问题：唱词字幕显示的
时间短，而乐曲时间长，每句唱
词与乐句结束不一致。后来重
新学习了操作规程，才弄明白要
拖动字幕条，用来调整字幕显示
时间。按此办理，字幕与乐句就
能同步了。后来又学会了选择
不同的字体、样式、颜色，使字幕
显示出多样效果。这样一来，二
胡曲《枉凝眉》加有字幕的视频就
制作完成，虽说还较为粗糙，但这
一处女作还是得到“笑口常开”和
琴友们的肯定和鼓励。

初次试作的成功激励了我，
就又尝试在自拍录像中添加画
面。我先录了一段二胡清拉越剧
名段《葬花》，准备配上原唱画
面。按照软件中新手课堂的指

导，可在录像中插入原唱的相应
视频，成为画中画。这个制作过
程比较难掌握，由于演唱和伴奏
不是同时拍摄、同期录音的，所以
两者在后期合为一体时难以完全
吻合，反复了多少次，后来才弄明
白，必须先要保证两者的起始句完
全一致，而且速度、节奏要全程同
步。在不断地摸索后，最后终于
合成了这段视频，效果还算可以。
我将这一自制视频发到朋友圈
里，引发了一些亲友的兴趣，更有
人跃跃欲试，打算亲自体验一番。

在几次自制视频成功后，更
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又继续录制
了好几段这样的视频，制作的质
量也渐有提高。自制视频还有好
多方法和技巧，看来我还得继续
深入学习，使其更加完善，愈趋成
熟。自制视频丰富、充实了我的
晚年生活，自得其乐。

岳母今年92岁，一直随妻弟
生活，一生勤劳肯干，吃苦耐劳。
去年年底，她突发中风，由于及时
住院治疗恢复较好，但毕竟年龄
大了，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
风前后判若两人，生活不能自
理。好在时处农村冬闲，外加在
外打工的妻弟媳因疫情也休息在
家，岳母得到了较好照料。

今年春节后，告别3年之久的
疫情，妻弟媳履约外出打工；妻弟
从事农业生产，不时还要帮助左邻
右舍干些农活，对岳母的照顾就
力不从心了。一天午时后，我儿
子到外婆家，外出帮人家干农活
的小舅舅还没回来，外婆一人独守
空房。为此，他回家建议把外婆
接到我家居住，方便照料。儿子
的想法与我和妻子不谋而合，并且
得到儿媳和小孙女的大力支持。

与妻弟电话“商量”好，我专
程开车去乡下接岳母，带上常用
生活用品，准备进城长期居住。
我住4楼没有电梯，岳母体胖行
走困难，更无法爬楼梯，儿子身强

体壮，将她从一楼直接背上 4
楼。妻子帮岳母洗了个热水澡，
更换了内外衣，岳母精神倍增，喜
形于色。我们想方设法为岳母改
善伙食，增加营养。根据她的喜
好和身体状况，早餐食用牛奶、豆
浆、面包、包子，尽量不用米粥等
升糖快的食品；菜肴选取鱼肉蛋
禽及新鲜蔬菜，力争天天不重样
少重样；选择含糖不高的苹果、草
莓、西瓜等水果；增添了核桃、枸
杞、甲鱼等滋补物品。儿子儿媳
也常买来糕点、水果及补品，岳母
赞不绝口。

岳母使用多种药品，由妻子
专门负责让她定时定量服用。长
期用药我们有些不放心，1个多
月后，我们带她到医院做了全面
检查，经化验发现血糖和血脂有
些异常，按医嘱调整药品和饮食。

解决岳母行走难的问题迫在
眉睫，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儿子
带来好消息，他在网上购到助行
器，两手把住它可支撑移步，累了
还可当成凳子坐，安稳轻便灵活，

很适合岳母使用。岳母手扶助行
器在房间、客厅来回走动，既方便
生活又锻炼身体，还愉悦了心情，
一举多得。平时我们常与她聊
天，还与她一起看电视。她不识
字也听不懂普通话，对故事片的
许多情节，我们边看边为她解
说，让她跟得上、看得懂。她就
是一个“老小孩”，为防止一人在
家时边看电视边睡觉，我们就给
她布置“任务”，我们回来后请她
讲电视中最精彩的镜头。在客厅
行走时，鼓励她围着茶几转圈，并
为她数步子加油。

我与儿子家同住一小区，原
先都以孙女为中心，妻子下午到
儿子家做饭，等他们一家三口回
家后我们共进晚餐。自岳母来
后，他们决定晚上来我家就餐，这
样我们能有更多时间陪护老人，
他们也有机会天天见见老人，与
她说说话。

人总有老的那一天，现在我
们精心关照老人，是尽己之责，也
是教育后人，为子孙做好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