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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竹筐编织坚毅人生

雨后的冬日，记者来到宛城区黄台岗镇东

下河村西头，走进王生环老人朴素的小院，只见

他正端坐于一张略显岁月痕迹的竹制座椅上，

身旁摆放着经过精心雕琢的竹篾。他的双手仿

佛被赋予了非凡的技艺，竹篾在其指尖轻盈跃

动，展现出极高的灵活性与协调性。不久之后，

一个底部稳固、边缘细腻光滑的竹筐便在他的

巧手下跃然而出。

说起与竹编结缘，王生环介绍说，因儿时一

次腿部受伤，未及时治疗，腿骨严重错位畸形，造

成终身肢体残疾，行动不便，且一生未婚无子。

尽管生活给予他诸多挑战，但他从未向命运低

头。1981年，26岁的王生环向几十里外的篾匠学

习竹编技术，选择用双手走上致富的道路。

“将竹材剖削成适当的厚度和宽度，以及对

竹材进行必要的处理，如浸泡、晾干等，都是学

问。”王生环回忆说，在学习手艺的过程中，破竹

竿，不知伤了多少次手；劈竹篾，不知流了多少

次血。就这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他坚持不

懈，经过两年的历练最终能够熟练地自主完成

每一道竹编工序。

在与记者攀谈的过程中，他手中的活一直

未停，只见手指灵活而有力，能在竹篾间穿梭自

如，每一道纹路都蕴含着匠心独运。打底、编

筐、上攀，整个过程耗时 4至 5个小时，王生环一

天能完成 4个竹筐的编制，由于身体原因，他无

法弓腿打底，只能弓着腰进行操作，不一会儿就

冒出汗来。

精湛手艺吸引乡邻订购

竹篮、竹筐、竹篓、竹筛、竹箩……经过

上千次的练习和编制，王生环竹编手艺越

来越好。他编制的篾器不但牢固而且美观

大方，深得大家喜爱。特别是到了玉米、

萝卜、棉花等农作物成熟季节，村民们对

篾器的使用量很大，许多村民直接找他上

门为家里编制各式各样的篾器。渐渐地，

王生环便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篾匠师傅。

看似朴素的竹筐，实则蕴含着深厚的

制作工艺，编织的过程需要极高的耐心

与专注。王生环告诉记者，他平时编的

都属于粗编，讲究的是实用结实，具有更

大的承载能力和更强的耐用性，适用于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由于筐身结实

耐用，承重能力远超普通塑料筐，即便在

重物压迫下也不易变形，近年来成为当地

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土豆收获季节中的重

要工具。

王生环告诉记者，最忙碌的时候，他还

委托他人从外地购进优质竹竿，用手扶拖拉

机拉了满满一车，一旦有空闲时间，便投入

到破竹、劈篾的工序中，勤勉不辍。每逢春

节前，周边很多村民上门订购，订制新的竹

筐盛放过油菜，每个竹筐的价格也从最早的

五元到现在的二三十元。

尽管岁月流转，机械化生产逐渐取代了

手工编织，但王生环老人却从未放弃过对这

门技艺的热爱和坚守。如今，他仍会编织一

些竹筐供自己和乡邻使用，以此保留这门珍

贵的手艺。

守正创新迸发新的活力

过去竹筐是农田劳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家

家户户都常备几个。但随着塑料筐等新型容器的

兴起与普及，竹筐逐渐被取代，编织竹筐的生意也

不再如往日般红火。王大爷表示，他不想让编竹

筐的手艺失传，如果有人愿意来学，他很高兴能够

将手艺传承下去。

谈及竹编手艺的传承现状，王生环并没有

表现出过多的忧虑或沮丧。他感慨地说，如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寻

找更多的挣钱机会，对于学习竹编这门需要耐

心与专注的传统手艺，他们往往缺乏兴趣和动

力。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追求更

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体验。而竹编的细编

方式更加精细，能够制作出复杂和细致的图案，

往往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这类竹编

更受年轻人的欢迎。

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如今不少年轻的手编

艺人也将传统竹编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将其

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工艺品，不仅保留了竹编原

有的质朴与美感，还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艺

术价值。这些精美的竹制品不仅成为了美术陈设

的佳品，还被广泛应用于家居装修领域，为人们的

生活空间增添了一抹自然的气息。这不仅为竹编

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更多的人

了解并爱上了这门古老而美丽的传统手艺。

王生环那布满老

茧的双手仿佛被赋予

了神奇的韧性，载着

对这门老手艺的热爱

与执着，不断翻飞编

制，他说：“只要有人

需要，我会一直编下

去……”③4

七旬老人四十余载守护指尖上的技艺——

巧手竹编，走上致富自强路
本报记者 张飞

从精心挑选质地坚韧、不易变形的竹子作为原料，到精准切割、刮青、破篾，再到编织成
型，竹编的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老一辈手工艺人的心血与智慧，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
种文化的传承。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传统手工艺竹编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宛城区黄台岗镇东
下河村，70岁的老人王生环，43载日复一日，仅凭一把矮凳、一堆竹篾、一把竹刀，默默耕耘，
他辛劳的身影成为了坚守传统技艺、传承文化精髓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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