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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安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二

教学楼 2210 教室，雨点拍打着窗户，数

十把雨伞湿漉漉地依偎在墙角。教室

里，笑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

这是中国科大芳草社特教服务团手

语部组织的手语课堂，也是本学期最后

一节课。晚上 8 点 30 分，雨势不减，同

学们仍踩着水花陆续赶来。上课铃响起

前，已有近 30 名学员来到教室。

“今晚我们要学习手语版中国科大

校歌 《永恒的东风》。”手语部负责人、

统计学专业大四学生韩羽萌说。此刻，

窗外的雨声化为柔和的课堂背景音。

一群科研学霸课余学手
语，难在哪

不同于以听觉主导的语言体系，手

语以“画面”为底层逻辑，手势起止、

速度、角度等都承载特定意义。 2005
年至今，中国科大芳草社手语课堂已

走过二十载。一群又一群平时埋头实

验、醉心科研的学霸，用双手学习全新

的语言。

手语入门，并不容易。

“不仅一个手势能表示多种含义，

不同速度打出来的手语意义也不同。”

韩羽萌举例，将拇指、食指、小指直

立，手背朝外，这个手势既可以通过仿

字打法来表示“山”，也是国际通用的

“我爱你”。

此外，手语往往以视觉化的画面描

述为基础。韩羽萌解释说，“红色”的

手语表达，是用两指轻触嘴 唇 ， 因 为

嘴唇常呈红色；表达“黄色”时，用

手 触 摸 脸 颊 ， 联 想 到 “ 我 们 是 黄 种

人”；“风”则是双手抬起左右摇晃，模

拟风吹动时的动态感，可以打得用力

一些……这种独特的表达逻辑需要学

习者打破固有语言习惯，重建认知体

系。“对于很多初学者而言，难以理解

手语逻辑，觉得手语这门课很难。”她

坦言。

面对这些学习难点，手语部成员往

往课余花费大量时间自学和练习。为了

让手语学习更具吸引力，他们在课程设

计上颇费心思。例如，他们将流行歌曲

与手语教学深度融合，从特教服务团的

视频平台账号中可以看到，《天天》《消

愁》《爱的回归线》 等热门曲目都被精

心改编成手语版本。

“这样的安排一举两得。既能降低

学习门槛，每节课相对独立，零基础的

同学也能随到随学，又可以借助流行文

化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对音乐感兴趣的

普通同学参与。”韩羽萌说。

学生社团缘何能接力传
承二十载

中 国 科 大 芳 草 社 成 立 于 1994 年 ，

是安徽省第一个正式在共青团中央注

册的青年志愿者协会，特教服务团是

其下设组织，手语部则是该服务团的

组 成 部 门 。 作 为 该 校 品 牌志愿活动，

手语课堂每周六晚开课，一学期固定

10-12 次 课 ， 由 学 生 接 力 承 担 教 学 任

务。韩羽萌介绍，社团课程设立的初

衷既是为合肥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志愿

者提供前期培训，也是向中国科大学子

科普手语知识，让更多人走近并且了解

听障群体。

手语课一届接一届延续至今，魅力

何在？

让韩羽萌印象深刻的是，每一届手

语部社团招新、换届时，学长都会将经

验和授课技巧手把手传递给新同学，有

一句话传承至今——“教手语，一定要

先增强自身的专业素养”。

平时，手语部采取“老带新”与小

班集体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新成员在老

成员的指导下熟悉教学流程，而新老成

员也会共同打磨每一个教学环节。韩羽

萌说：“我们传承的不仅是手语知识，

更是一种氛围，课堂内外，不同专业、

学科的同学也很聊得来。”

在手语部小伙伴们看来，在科研氛

围浓厚的中国科大校园里，大家收获了

别样的、独特的人文关怀和温暖体验。

这体现为，大家在手语部学习新知识、

讨论授课技巧的一次次经历，以及每次

见面时互帮互助的珍贵友谊……

20 年来，很多同学将热爱倾注于手

语课堂，2016 级物理学专业周锐就是代

表之一。他曾是特教服务团 2017-2018
学年的负责人，从本科时期站在台前教

学，到如今博士二年级进行随堂拍摄，

用手机镜头记录下学弟学妹们的手语课

花絮。尽管学业繁忙，他还是基本每场

活动都到场。他还将拍摄的内容剪辑制

作成宣传视频和 MV 发布在网络平台，

扩大手语教学的影响力。

“身份在变，但初心却未曾改变，

想呼吁更多人加入我们。”周锐至今记

得 2016 年度社团招新时，听到手语部学

长改编的歌曲 《我们特教的日子》，“多

希望你能听见，别人说的那天籁般的语

言，所以我挥动着我的手臂，想变成你

的耳朵”。这段歌词深深打动了他。

多年来，这首歌作为社团迎新晚会

的必播曲目，也打动并吸引了大量同学

加入手语部。

用手对话，谁在治愈谁

采访中，很多同学坦言，手语课不

仅是单纯的“课堂”，也是一 种 涵 养 友

谊 的 平 台 ， 甚 至 是 多 方 互 相 治 愈 的

过程。

化学物理专业大二学生张森学习手

语近两年，因为曾经的军训教官的父母

是聋哑人，他聆听教官讲述相关故事，

萌发了系统学习手语的想法。物理学

专业大三学生晏旻琛之前在公交车上

看到聋人打手语，对这一群体产生了

好奇，想通过学习手语来感知特殊人群

的生活……

“ 你 想 与 一 个 人 进 行 心 与 心 的 交

流，就必须用他们的母语。”手语部的

学生们会定期前往合肥市特殊教育中心

参与教学志愿服务。同学们逐渐意识

到，特殊群体所面临的困境，远不止

“听不见”的表象。尤其，对以手语为

母语的听障青少年而言，学习文化课就

如同用一套逻辑迥异的“外语”来理解

知识，连最基础的题目可能都需要反复

讲解。

“有一个小朋友，学了很久仍没弄

懂一个解题步骤，但他却没有轻言放

弃，始终追着我问。”韩羽萌说，孩子

们为改变命运而展现出的韧性，让她

在感动之余，也反思自己面对困难时

的态度。

更令她动容的是孩子们的纯粹与善

良。今年清明假期，韩羽萌带着一名听

障学生参观中科大校园。漫步樱花大道

时，女孩突然用手语认真询问韩羽萌：

“你累不累？”

“ 这 份 被 牵 挂 的 细 腻 让 我 感 到 温

暖。”韩羽萌说，平日里当志愿者用手

势传递知识与关怀时，孩子们也在用更

本真的情感回应着他们。“很多人以为

志愿服务是我们帮助特殊群体，但其

实，特殊孩子同样治愈着我们。孩子们

对知识的渴求，面对挫折时的乐观、坚

韧，都悄然改变着每个参与者的内心。”

晏旻琛觉得，这或许正是手语课堂

生生不息的原因：在手与手相触的瞬间，

心与心的温度早已超越了语言的边界。

推开一扇看见听障群体的窗

“手语课给了我们一个看见听障群

体的窗口。”如今的芳草社特教服务团

团长吴玉深有感触。此前，他对听障群

体的认知仅停留在新闻碎片中，从未真

正走近他们。而学习手语，让他找到了

连接彼此的途径。吴玉说：“‘看见’

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只有先看到他

们，未来针对他们的相关保障服务才有

可能跟上。”

吴玉提起自己常去的一家聋哑人摊

主经营的烤冷面摊，在学手语之前，他

只能默默地递钱、接过食物。而现在，

每次接过烤冷面时，他都会抬手比出

“谢谢”。第一次与摊主打手语时，“她

露出了惊讶又感动的神情，好像很少有

客人这样和她交流。一个简单的手势，

就让原本沉默的交易有了温度”。

作为核心任务之一，文化科普贯穿

手语部每一堂课。手语部成员常举例

讲解：“在有声世界里，用手指人或用

力拍肩可能被视为失礼，但在聋人社

交 中 ， 这 些 动 作 是 很 常 见 的 沟 通 方

式，他们需要通过视觉和触觉来感知

对方。”

这些知识的传递，也让学员们逐渐

学会从听障群体的视角观察世界，在理

解差异中消弭误解、建立尊重。

中国科大物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邓

宇轩目前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博，也曾在

特教服务团担任过负责人。如今，他在

香港、广东从事特教、残疾人就业帮扶

相关志愿服务，还会定期与手语部学生

交流心得体会。

“我们无法确定参与过手语课的同

学，以后是否会继续使用这项技能，或

是投身于听障群体相关工作。但可以肯

定的是，当他们走出这间教室时，心

中一定会有更多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

尊重，和为社会作贡献的热忱。”谈及

手语课的社会价值，芳草社指导教师

沈彦辰坚定地说，未来，手语部会继

续深耕中国科大校园，向更多学子科

普手语，引导他们践行社会责任、传

递爱心关怀，为当地特殊教育机构输

送更多志愿者。

“哪怕手语科普很难，哪怕和专业

教师有水准差距，

我们也想通过手语

课这扇窗，让更多

人关注到聋人的困

境。只要坚持，总

会 离 目 标 更 近 一

些。”韩羽萌说。

跨越20年的手语课缘何生生不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在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

治县，县城中心街道一间传统服饰工作室

里，飘着浓郁的丝线与松木的香气。穿着

民族服饰的绣娘杨海燕正伏在绣架前，银

顶针在藏青色缎面上游走，针尖挑出的不

仅是繁复的裕固族纹饰，更是一个马背民

族的文化基因。

在肃南，因为从事传统服饰的传承与

创新，杨海燕远近闻名。她在传统与现代

的经纬间，绣出了一条非遗活态传承的创

新之路。

从上中学时，杨海燕就对民间文化有

着不一般的痴迷。

初中班主任家访时推开房门，撞见

满墙的羊头骨风铃、石头画，惊叹道：

“这哪是少女的闺房，分明是座微型博

物馆！”

“那时候不懂什么是非遗，只觉得阿

妈的高领长袍、红缨帽上的珊瑚珠，比城

里的牛仔裤好看多了；形态各异的石头画

和我们生活的草原息息相关，也十分有

趣。”杨海燕说。

1995 年，县上举办首届民族服饰大

赛，她用牧区常见的藏青缎面搭配红珊瑚

珠，改良出裙摆缩短、腰间收褶的裕固族长

袍。当她穿着这件“现代版民族服饰”走上

赛场时，评委们眼前一亮，交口称赞。

“也有人说我‘离经叛道’，创新的设

计已经偏离了传统的审美，但当我穿着它

走在街上，年轻姑娘们追着问‘这裙子哪

里能买’时，我知道，改变的时候到

了。”杨海燕说。

2008 年，杨海燕注册“红缨帽”服

饰公司，成为全县“首个吃螃蟹的人”。

“起初只是想扩大裁缝铺规模，却很

快遭遇传承困境：老艺人不愿分享技艺，

年轻人嫌做针线没出息。”2010年，她做

了个大胆决定：自掏腰包在红湾寺镇办免

费刺绣培训班。

“第一天只来了 12个人，有几个大妈

抱着‘不拿白不拿’的心态，边嗑瓜子边

抱怨‘针线活累眼睛’。”而一个月后，

她们用学到的平针、缠针绣出第一块挂

毯，有人摸着细密的针脚落泪：“这辈子

第一次觉得，自己做的东西能卖钱，还这

么好看。”

这次试水让杨海燕意识到，非遗传承

需要打破“神秘感”——她将传统工艺拆

解为裁剪、珠绣、图案设计等模块，推出

“模块化教学”，让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

握专项技能。

坚持到现在，杨海燕把培训班办到了

肃南草原深处，累计培训 7000 余人次，

很多都是闲坐家中的妇女。这些人有一

部分在她的公司上了班，成为生产线上

的一员，也有人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和

公司，还有 20 余名残疾人靠刺绣有了经

济支撑。

参加了杨海燕组织的培训，37 岁的

藏族妇女贾玲感觉“打开了生活的一扇

窗”。之前她在草原上跟老公放牧，风里

来雨里去，过得很辛苦；如今，有一技之

长的她一边在杨海燕的公司上班做“头

面”，一边照看在县城上学的孩子。“有一

份稳定的工作，还能照看孩子，各方面都

照顾到了，真是太幸运了。”贾玲说。

“只有参与的人多了，才能激活非遗

传承的春水，推动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杨海燕说，在肃南，一批年轻人投身非遗

事业。

产业规模起来了，杨海燕也在拓展科

技创新之路。在她的工作室，一面“创新

墙”格外醒目：左侧是按 1:1比例还原的

裕固族传统婚服“头面”，银饰璀璨如

星；右侧是印着卡通版“吉祥八宝”的帆

布包，配色明快跳跃。

“非遗不是老古董，得让年轻人愿意

把它背在肩上、戴在手上。”她拿起一个

绣着冰川纹样的手机壳，“这是去年和兰

州高校合作的‘雪山精灵’系列，把裕固

族的雪山崇拜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

在杨海燕的创新版图中，科技不是冰

冷的工具，而是激活文化基因的密钥。

从 2017 年起，杨海燕发起“非遗创意工

作营”，邀请大学生将裕固族神话故事转

化为动漫形象，把传统图腾抽象为几何

纹样。

当河西学院学生设计的“裕固族图腾

雪糕”在景区热卖，当西北民族大学团队

创作的 AR 互动程序让游客“试穿”虚拟

“头面”，她意识到：“老手艺要活在当

下，就得学会和年轻人对话。”

“去年我们推出的‘冰川立体绣围

巾’，就是用这种技术还原了祁连山的层

峦叠嶂。”杨海燕展示着样品，指尖划过

凹凸有致的纹路，“老艺人说这是‘会呼

吸的刺绣’，因为每道纹路都像真的被风

吹过一样。”

2023 年盛夏，杨海燕的“流动博物

馆”进驻张掖市购物中心。200平方米的

空间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掐

丝珐琅”技艺，游客扫码即可聆听裕固族

长调 《萨娜玛可》，AR 试衣镜前常常排

起长队。

“有个汉族爸爸带着女儿来体验，小

姑娘做完刺绣书签后说‘原来裕固族文化

这么酷’。”她擦拭着展柜玻璃，眼里泛起

光，“以前总觉得传承是守住老祖宗的东

西，现在明白，真正的传承是让不同民族

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当年轻绣娘用短视频记录刺绣过程，

当裕固族纹样随电商物流走向全国，杨海

燕知道，非遗的生命力，正在一针一线

中，悄然生长出新的根系。“以前觉得这

些就是针线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民族

文化的记忆，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以群众

可知可感可亲可用的创新，推动非遗走进

青年，扎根群众。”她说。

30 年前那个在羊头骨上画画的少

女，或许从未想过，手中的银针能织就如

此广阔的天地——它缝补的不仅是一块布

料、一项技艺，更是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

中的文化自信。

暮色浸染祁连山时，杨海燕的手机弹

出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学生的消息，附件

是新设计的“星空下

的游牧”系列纹样：传

统的纹饰化作星轨，

红缨帽的轮廓被抽象

为帐篷剪影。她放大

图片，细细端详，脸上

露出会心的笑。

一位裕固族绣娘的非遗破圈之旅

中国科大芳草社特教服务团手语课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摄

杨海燕介绍现代机械设备引入非遗产品制造的情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