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捆青青嫩嫩的棕叶，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一根

细细软软的铁丝，一把锈迹斑斑的钳子，一双布满老茧

的手、一个敦厚淳朴的汉子。

他头戴一顶斗笠，正在专心致志低头编织着什么，

他的周围飞舞着一群“精灵”：振翅轻飞的蜻蜓、翠绿透

亮的蚂蚱、吐丝编网的蜘蛛、昂首啼鸣的公鸡、憨态可掬

的乌龟、晶莹剔透的蝉儿、威武雄壮的老虎、翩翩飞舞的

蝴蝶、轻盈灵巧的燕子、仪态万方的凤凰……

这些“精灵”绿中带黄、清新自然、栩栩如生，仿佛被

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让人不禁眼前一亮。

我驻足凝视，只见一片碧绿的棕叶在他的指尖上反

复缠绕，一折一编、一拉一扯，时而穿插，时而打结，时而

翻转，时而折叠，看得我眼花缭乱。

转眼间，一只活灵活现的螳螂便出现在眼前，通体

碧绿透亮，正举着带有锯齿的“大刀”张牙舞爪仿佛要向

你“砍”来，让人啧啧称奇叹为观止。

这是十多年前我在风穴寺景区门口第一次见到他

时的情景。

时隔多年，当我怀着对棕编非遗文化的敬仰采访他

时，从他娓娓道来的讲述中，发现他已经从一位摆地摊

的农民，成长为一位棕编非遗传承人了。

指尖飞舞生精灵
———记范家棕编第五代传承人范路国

◆孙利芳

日81月4年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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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叫范路国，骑岭乡王庄村人，范家棕编非遗传承人。

棕编是以棕榈树叶为原料编制的工艺品，历史悠久。“莫听

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

雨不须归”等众多的古诗词里都能寻觅它的雏形。

范家棕编起始于 19世纪 20代，起初由范家祖爷范陵臣编
制夏季鞋、扇、帽等日常生活用品，走街串巷叫卖为主，为周边

百姓的生活提供诸多便利，是范家棕编的启蒙老师。范家祖爷

去世之后，由范家老爷接班，在传承祖爷技艺的基础上创新棕

编产品的种类，编制凉席、菜篮、储物箱等居家生活用品，主要

在村镇集市摆摊售卖，自此范家棕编名声初显。再之后老爷把

这门技艺传给爷爷，爷爷更是心灵手巧，开始编制儿童玩具，如

蚂蚱、知了等动物昆虫类，深受适龄儿童的喜爱。到了范路国的

父亲这一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实用性和

美感，他的父亲通过走访观察等方法，自发设计植物、小娃娃、

简单的锄具等新鲜事物。

范路国自 7岁起跟着老爷学艺，对棕编技艺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随着爷爷和父亲的言传身教，日复一日，耳濡目染并勤加

练习，他掌握一手娴熟的棕编技艺。但他丝毫不敢松懈，除了依

靠对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想激发创作灵感，丰富作品种类之外，

更是通过到省内外集市、棕编技艺展览会、棕编技艺学术交流

中心等各种可以学习棕编技艺的场合学习交流等方式，不断创

新作品的宽度和深度。

二

天有不测风云。15年前，以种田为生的范路国家庭本就不
富裕，刚刚半岁的小儿生病需要到省城住院，向左邻右舍亲朋

好友借了很多债，才交上住院费。交完住院费，在医院的生活开

支成了压在他心头的大石头。

那天，在医院门口，他摸着空空的口袋，正发愁中午吃饭的

问题，抬头发现几棵高大的棕树郁郁葱葱，一下子点燃了他心

头的希望。小时候，他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过棕编，可否采摘一

些粽叶编织些小动物小玩具换些生活费？这个想法让他兴奋不

已。他立即摘下几片棕树叶子，用指甲把叶子从中间分成细细

的长条，坐在医院门口编织起来。不一会儿，一只蚂蚱跃然手

上，一只晶莹剔透的蝉儿飞上指尖，一只可爱笨拙的乌龟爬向

手掌，一朵漂亮的玫瑰花娇艳欲滴……

编织了十多个小动物之后，他拿着进了医院。同在医院住

院的一个小朋友正在哭闹，他将手中的蚂蚱往小孩子眼前一

抖，那小孩儿立刻止住哭声破涕为笑。小孩的家长一看孩子那

么喜欢，就问多少钱一只。他当时唯唯诺诺地说：“孩子喜欢就

拿着玩儿吧。”那位家长说，这么可爱的东西，花费那么多心思

和时间，不能白拿，硬塞给他 5元钱。拿着这 5块钱，他含泪赶
紧去给儿子买了些吃的。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编织的小动物，受到了住院小朋友

的喜爱，编织的作品，很快就被一抢而光，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也

有了着落。

就这样，在医院住院期间，靠着他这双手的棕编手艺，满足了一

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帮他渡过了难关。

三

孩子出院回家后，他的口袋里只剩下四块钱。儿子看见同村的

孩子在吃冰糕，嚷着也要吃。他用仅有的四块钱给孩子买了冰糕。吃

完后，儿子还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小朋友手里好吃的零食。

摸着空空的口袋，望着儿子期盼的目光，作为父亲，他的心

生疼生疼的。可想到村里的街坊邻居，知道他家为了给孩子看

病，已经一贫如洗，没有一点偿还的能力，而且邻居们也不富

裕，他们已经倾其所有帮助他够多了，不能再向他们借了。

这时，他又想到了棕编，可家附近并没有可以编织的棕叶。

他听说姐姐家附近有一棵棕树，就骑了十几里的路赶到姐姐

家，央求那户人家摘了一些棕叶。带着这些新采摘的棕叶，他骑

着车来到家乡的风穴寺景区门口摆起了地摊。

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很快吸引了游客们的目光，他编的作品

被游客们欢天喜地买走。一天下来，他数了数，足足赚了 85元
钱。他高兴地回到家，给儿子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看着儿子满

足的样子，他终于开心地笑了。

从那以后，他心底升起了传承这门艺术的朦胧想法。

四

可是，家人并不支持他。七八亩田地要耕种，一家老小的吃喝

拉撒，孩子的教育，一个大男人整天靠编织一些小动物能赚几个

钱？能养起这个家吗？

为了生计，他暂时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编织事业。他一边种

田，一边在家乡的庇山煤矿下井挖煤。煤矿工人干的是又脏又

累的活，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但煤矿工人赚的钱比编织要多，

而且收入比较稳定，于是他为了家人，咬牙一干就是四年。

但心中棕编梦想的火苗一直没有熄灭。家人不同意，他就

偷偷编，偷偷学，偷偷练自己的手艺，提升自己的技术。下井干

完活，他就偷偷躲在被窝里编。空闲时间，他认真观察各种小动

物的动作。家里养的鸡，他趁吃饭的空隙端着饭碗仔细观察，鸡

的啄食、争斗、飞翔、踱步，每一个动作，他都仔细琢磨，每一个

动作就是一个新的姿态和造型，一只鸡就可以编织出形态各

异、千姿百态的造型。

下田干活时，他蹲在田间地头观察蚂蚱的跳跃动作、蟋蟀

的争斗、蜻蜓的飞翔，各种小动物跳跃、飞翔、爬行的每一个动

作，每一个形态，他都牢记在心，回家后细细琢磨、反复编织。拆

了编，编了拆，反反复复，成千上万次的尝试，直到达到自己满

意为止。

一次，他在采摘棕叶时被蜜蜂蜇了一下，他并没有懊丧，而是

忍着疼痛仔细观察因蛰他而丧生的大黄蜂。并将它作为标本，仔

细研究大黄蜂的体态、结构、比例、神魂，自己创新编织出了形神

兼备的大黄蜂，很快成为棕编领域第一个编织大黄蜂的艺人。

万物起源于生活，艺术更是如此。生活中，他捕捉鲜活动物

的动作神态、植物的不同生命阶段所呈现的别样美感，早已做

到成竹在胸。深厚的功底，多年的历练，加上自己的想法，让作

品具有了灵动的神态和内在的神韵，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精

灵”在他的指尖上生机勃勃，浑然一体，有了生命的灵动。他的

棕编也有了质的飞跃。

五

不幸再次降临，他在井下出了事故，脚部骨折，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护士给他打绷带，看着护士娴熟的手法，他心

想，护士打绷带的手法可不可以用到棕编中。他竟然忘了疼痛，

痴痴地望着护士打绷带的手法，暗暗记录在心。躺在病床上，他

又开始拾起了自己的编织梦。他让妻子帮忙采摘来棕叶，在病

床上又开始琢磨起编织来。他把护士打绷带的方法运用到自己

的编织艺术中，做出来的玫瑰花层层叠叠、立体感特别足，更加

光滑细腻、滋润灵动、逼真精巧。

病好之后，他放弃了煤矿工人的工作，开始全身心投入到

棕编事业中。

可棕树是南方植物，家乡地处中原，很难找到适合编织的棕

叶，他就地取材采用狗尾巴草、麦秸秆、玉米皮等材料进行编织。

他还自己买来几十棵棕树，栽在自家门口，用来做棕编原料。

他利用老叶和嫩叶的黄绿相间来衬托各种作品的花色间

隔，或绿或蓝、或绿或黄、黄绿相间，再搭配上红绒绳，点缀着黑

豆眼睛，黄豆斑点，更加生动可爱。

但很快他又发现嫩叶编织的作品不容易保存，几天之后就会

枯黄掉。他又开始琢磨起另外一种用枯叶编织的方法。他从外地

采购来干棕叶，用水泡软后开始编织。他发现，用枯叶干叶编织出

来的作品放上几个月也不变色，时尚感与永久性俱存，这个发现

让他惊喜不已，于是他就开始从网上购买原料。

在范路国家的二楼、三楼堆满了从外地采购的一捆儿一捆儿的

棕叶。那些棕叶都是他悉心呵护的宝贝。干叶子锋利如剑，不知道多

少次划破了他的手指，鲜血直流，他擦去鲜血，包扎好继续编织。他

不断琢磨着如何通过水的浸泡让叶子柔软便于编织，水的温度，浸

泡时间长短，反复实践，掌握了最快最简洁的浸泡方法。

慢慢地，他的编织技术越来越高超。一个个小动物、一朵朵

花，在他的指尖瞬间都变成了跳跃的“精灵”，注入了生命的灵魂。

他的名声也渐渐越传越远，很多人开始越来越喜欢他的作品。

每次在风穴寺景区摆摊，常常围了一大群人啧啧称叹。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中大街茶马古城都成了他展演自己作品的

地方，他也更加热爱自己的棕编事业了。

六

郑州的电影小镇建成后，他抓住时机，在电影小镇开了自

己的“美美编织铺”，完成了从摆地摊到有了固定店铺的飞跃。

他的店铺在室内，但他的工作台在室外，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关注棕编艺术。夏日炎炎，他顶着烈日汗流

浃背编织作品；寒冬腊月，他冒着冰雪严寒编织着自己的梦想。

很快，古色古香、淳朴自然、让人耳目一新，带来无穷乐趣的

棕编作品吸引了大量游客的目光。

他的事业也由此突飞猛进。

之后，他还将棕编事业拓展到郏县、宝丰、郑州市金水区、

洛阳市洛龙区、新乡市牧野区等地方；甚至拓展到贵州省贵阳

市花溪区、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上海市黄浦区、宁夏等地方。

不管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有想不到的，没有

做不到的，他的话语充满自信。长时间的细致观察，十多年的技

能储备使他对自己的棕编事业更加笃定。

奇妙的想法、生活的感悟都全部融入到了指尖上，棕编在

他的指尖已幻化成一种棕之魂。

他的作品《母爱》在北京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中荣获银

奖，《昆虫》入围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他的棕编艺术成为汝

州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现在，家人们再也不说他不务正业了，因为范家棕编已经成为

他们养家糊口的事业了。他们夫妻俩每逢节假日都一同出摊，范路

国外出展演时，妻子张新平也能独自走好范家的棕编之路了。

七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北京的“王氏泥塑草编”非遗双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王文科结识。他的原生态纯自然古朴的棕编艺术

一下子吸引了王文科的目光，共同的爱好让他们一见如故，相

见恨晚。

到了北京之后，在泥人张第六代亲传弟子、宁夏回族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草编泥塑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文科，以及清华

美院尹航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梁秋生的共同指导下，与王

文科共同设计创作了“草编山海经异兽系列”作品。朱雀、青龙、白

虎、玄武、鱼妇、貔貅、三足乌、当康等等，大气恢宏，气势磅礴，无

不形神兼备。他们用大胆的想象和创新展现了古代神话中神兽的

凶猛威武之气韵，让棕编艺术走向了又一个艺术高峰。

为了纪念水稻之父袁隆平，范路国创作了高达 2.5米的“禾

下乘凉梦”。这个作品用钢管做成稻身，用玉米芯儿做成谷穗，

参加了第四届地景大赛，获得了较高评价。

棕编从当初的蓑衣、斗笠，到后来的草鞋、草筐，再到现在

的生活品、艺术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越

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

多年的学习积淀，范路国掌握了很多编织手法：编、折、撕、

拉、绕、穿、插等等；他还奇思妙想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附加物

作小点缀，如用红豆或黑豆“点睛”，小动物的身子和脚爪用细

铁丝作骨架，用婚礼上废弃的彩带做鸟儿的尾巴……一切看起

来的废弃物品，在他的手里都变成了宝,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一次，范路国在公园和朋友买了一斤核桃，吃完后，那些核

桃壳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他用核桃壳做成乌龟的背，用红绒

线缠绕细铁丝做成乌龟的腿，很快，一只栩栩如生的乌龟驼着

厚厚的圆壳已经在他的掌中开始“爬行”了。公园的游客们一下

子被他手中的乌龟吸引，不一会儿，他做出来的十几只小乌龟

全被买走了，买核桃的钱不仅全赚回来了，而且还有剩余。

公园里随处可见落下的橡果、松果、芦花都被他做成艺术

品。他还奇思妙想用气球做鸵鸟的身体和肚子，用河畔中工人

清理割下的芦花做成鸵鸟的羽毛。用芦花做出来的鸵鸟竟是那

么的逼真形象，真是巧夺天工天作之合。

八

从蓑衣、斗笠、草帽、凉席到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再到盘龙、

大象、骆驼、鸵鸟、仙鹤、神兽，从谋生的手段到艺术的升华，他

仍在不断地学习创新中。

他说，他要继续学习书法、美学、雕刻、道德经等知识，将生

活中的质朴、自然中的灵动、书法中的韵味、解剖学中的骨感比

例、雕塑学中的美感、美学中的抽象、心灵深处的爱融合在一

起，创造出更加完美的作品。

范路国希望棕编艺术能够传承下去，期待更多具有创造力和

想象力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手工艺顺利地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他曾经收了一个徒弟叫吴翠，现在已经在宁

夏小有名气了。前不久，范路国又跟随王文科老师到宁夏西吉县办

理草编非遗项目培训班，将棕编艺术传授给更多喜爱的人。

同时，他还将全国的棕编爱好者召集起来，建了一个微信群，

大家定期在微信群里展示自己的作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每隔

一段时间大家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并参加评奖。这些散落在全

国的珍宝艺术家有了自己的家，共同守护着我们国家的非遗文化，

共同守护着民族之花，也诠释着非遗人博大的情怀。

九

现在，范路国依然扎根于家乡。家里，他和妻子还种着好几

亩地。他依然保持着农民最朴实的本色，朴素地生活着。他用初

心坚守着自己的手艺，用朴素的信仰坚守着纯真浪漫，他们夫

妻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未来的梦。

那双手，推过犁耙，拿过锄头，挖过煤炭，扛过铁锨，那双手

经历了生活的磨难，长满老茧，粗糙裂缝，但却如此灵巧，编织

着奇异的梦。

从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一个农民到艺术家的历程，那是生

活的真、匠人的魂、文化的根。棕编艺术来源于生活、飞舞于指

尖、升华于灵魂。生命因传承而精彩，因热爱而执着，因执着而

精益求精，因精益求精而精彩绝伦。

祝福范路国，在忙碌的生活里，用棕编艺术找回童心，坚守耐

心，保持静心，护卫匠心，在棕编艺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一步一

个脚印，编织他的棕编人生。

棕编工艺品

棕编作品牡丹花

棕编作品大公鸡

棕编作品蝉

范路国和他的作品

走 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