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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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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琳萍

一挑一压金属丝 感受编织百变美
姐妹花记者近距离体验金属编织技艺

放置物品的箩筐、装运垃
圾 的 簸 箕 、睡 觉 用 到 的 凉 席
⋯⋯竹编制品曾是百姓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随着时
代的发展，竹编制品逐渐淡出
了人们的生活。但仍有一些手
工艺人在坚守、传承、创新，应
杰航就是其中一员。

与其他竹编手工艺人不同
的是，应杰航在传承竹材料编
织 技 艺 的 同 时 ，还 进 行 了 创
新。他用细密的金属丝线编织
成各种精美的农具，让这些本
是竹材料编织的器具焕发出新
的光彩，也开辟出一条新形式
的金属编织之路。

日前，姐妹花记者走进应
杰航的工作室，近距离感受金
属编织的百变魅力。

用12根长短不一的银丝编织茶斗底面

17 日，记者走进应杰航的工作
室。金色的簸箕、精美的箩筐、银色做
旧的包包⋯⋯一件件由金属丝织成的
物件让人眼花缭乱。这些物件都是出
自应杰航之手。记者拿起一个用银丝
制作的簸箕仔细端详，除了比竹编的
簸箕小了好几号，其他并没区别。

“初学者都从簸箕编起，今天我
就教你做这个吧。”看出了记者的兴
趣，应杰航热情地介绍，他把这个小
型簸箕改编成一个茶斗，用于过滤茶

叶。将农具变成茶具，不仅增加了其
功能性，还蕴含了日进斗金之意。

“银丝的材质比竹丝要软，起底时
要用相同大小的三根竹丝进行固定。”
应杰航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向记
者演示。起底是从中间开始的，这样
做出来的茶斗更精致。对于没有任何
编织经验的初学者来说，起底工作并
不简单，记者选择先在一旁观察。

因为使用的是成本较高的银丝，
为了节省用料，应杰航将原材料裁剪

成 12 根长短不一的银丝，用其编织
茶斗底面。编织手法是竹编中最常
用的经纬线编织法，用挑压的银丝为

“经”，用编织的银丝为“纬”，不同数
量的经纬挑压可以编织出千变万化
的图案。编织茶斗整体使用“挑 2 根
压 2 根”的手法，编织过程需要使用
到压针、钢尺等道具。

不到20分钟，应杰航就完成了一个
正方形的茶斗底面。记者请教了一些注
意事项后，便接手之后的编织工作。

慢工出细活，定型的步骤最为关键

拿到茶斗底面，记者信心满满地
开始编织。刚做好第一层，记者就发
现，自己编织的这一层和应杰航编织
的并不一样。应杰航笑了笑，指出了
记者的错误：“慢工出细活，不能急。
你要先观察好前面的纹路，这都是有
规律的。这根短的银丝得跟在长的银
丝后面。还要牢记‘挑2根压2根’的
手法。”经过调整后，记者回归了正轨。

过了十分钟，记者渐渐失去了
耐性，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让记者有些

心累。当编到了结角处时，记者面临
了新的难题，这时，应杰航拿来一个
树模，指导记者顺着树模方向定型。
这一步骤是编织工作最关键的地方，
完成的程度决定了茶斗是否美观大
方、实惠耐用。

时间过去了 1 个小时。记者抬
了抬有些酸痛的胳膊，看着在应杰航
的帮助下完成的半成品茶斗，内心充
满成就感。

“下一步就是锁口，利用凝管增

加坚固性，操作并不复杂，但是需要
恰到分寸的手劲。”应杰航说，他曾尝
试过使用机器按压，但做出来的效果
与纯手工制作的效果截然不同。”于
是，应杰航坚持使用纯手工编织，虽
然费时费力了点，但是看到制作精美
的茶斗，即使再苦再累他也很满足。

最后的步骤是绑藤，记者在茶斗
的手柄上缠绕一圈白藤。这不仅能
使茶斗的造型更加美观，在使用时也
能避免烫伤。

传承的是手艺 创新的是智慧

“只有传承而没有创新的手工技

艺迟早会走向消亡，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有更多出路。”采访的最后，应杰航

向记者展示了他手上的老茧。因为

长年累月的编织，他手上的老茧被磨

掉了一层又一层皮。他把竹编传统

技艺与金银丝线结合，不仅拓展了传

统手工艺领域的运用范围，还增添了

功能性和美观性。

传统手工艺是国家与民族的文

化沉淀，除了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

人的创新。

看似简单的手工艺背后，蕴藏的

是匠人们的智慧。应杰航坦言，在金

属编织上，他只走出了第一步，接下

来需要更多的人传承和创新。但在

快速发展的现在，人们的性子好像急

了些，愿意沉下心来学习的年轻人寥

寥无几，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走近

手工艺，学习手工艺，发扬好手工艺

项目。

记者手记

在体验中，应杰航告诉记者，他
并非是从小就学习竹编的。“我的岳
父是竹编技能大师施广中，我时常帮
助他制作箩筐等小型农具，渐渐地对
竹编技艺产生了兴趣。2006 年，我
开始跟着岳父学习技艺，这一学就是
10多年。”应杰航回忆说，在2016年，
他在网上看到竹编艺术大师刘嘉峰
展出的一幅竹编字画，其设计大胆新
颖，但不易保存。应杰航想用其他材
质代替竹片，依旧沿用竹编的编织手

法。几经尝试，他用黄铜作为材料，
编织出一个箩筐。黄铜箩筐小巧精
致，得到了顾客的青睐。

除了用金属编织农具、茶具，应杰
航还照着模板编织字画。记者观察
到，他的工作室里摆放了不少由金属
编织而成的字画，工作台上还摆放着
一副未完成的“马到成功"图，其厚度和
A4纸差不多，已编织部分栩栩如生。

“编织原理和十字绣类似，十字
绣是对照专用的坐标图案进行刺绣，

只要有耐心，任何人都可以绣出同样
的效果图。但编织字画却是个极其
精细的活，要注重比例搭配，不然就
会缺乏观赏性。编织一幅字画需要
花费2个月至3个月的时间。”应杰航
说,他的作品被销往全国各地，颇受
好评。

空闲时，应杰航会回归到竹编制
作工艺中，潜心研究老一辈留下的匠
心工艺，将传统工艺推陈出新，以此
更好地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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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杰航编织字画

10年学艺，创新金属编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