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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被“遗忘”的草编达人
文/本报记者 曹思扬 片/本报记者 张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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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细长的“草辫子”可以编成手提篮子。

图二：老人们扎堆聚在一起做编活，平均年龄已经达到85岁。

图三：老人一上午只能编一米多长的“草辫子”。

图四：编完一米需要拿剪刀把毛边修整齐。

图五：传统意义上的草编制品的原料是玉米皮和麦秆。

图六：88岁的刘香芹老人坐在门口一边编辫子一边若有所思。

在草编业内，有“全国草编看山东，山东草
编看平度，平度草编看新河”一说，妇女坐炕头
编草编是过去农忙时节新河镇最常见的景象，
2010年，新河草编被确定为青岛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但如今在前高家村，仅存5位平均年龄在
80岁以上的老人会手工草编，具有150多年历
史的草编手艺濒临失传。

15日，记者来到平度市新河镇前高家村村
民孙小梅家中，前高家村如今只剩下今年84岁
的徐桂芝、84岁的孙小梅、81岁的孙芳、85岁的
刘香芹、84岁的刘兰芳5位老人会手工草编。记
者看到老人们正在做一种俗称“辫子”的草编，
虽然老人们有的听力已下降，手上布满了皱纹，
但编起“辫子”来却十分熟练。每条“辫子”用6条
秸秆完成，包括一根红色和一根蓝色的秸秆，一
条“辫子”编完后，要用剪子剪断多余的秸秆头，
把毛边修剪整齐。编好的“辫子”约有两寸宽、一
米长，黄、红、蓝交错相织，很是鲜艳。

老人们告诉记者，秸秆每斤为6元，4个小
时左右能编好一条“辫子”，每条“辫子”能卖到
3 . 5元，一天能赚10元左右。平时儿女都出去打
工或去农田里干活，他们几个老人就凑在一起
做做“编活”、解解闷。

据了解，新河草编始于明末清初，新河人
用各类杂草编成生活用品出卖，其“代表作”便
是用手工“辫子”编成的草帽。新河草编具有做
工细、样式多的特点，随着“公司+农户”这种
生产模式的引进，传统的手工草编工艺现已被
机器编织取代，新河镇草编工艺品出口生产企
业已发展到50余家，产品由原来单一的草编产
品发展到草制、柳制、木制工艺品、机绣、机钉
及其他天然纤维工艺品共120多个系列4000多
个品种，产品远销欧美、英、日等40多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山东省草编工艺品出口基地。但机
器编出来的“草辫子”少了手工的味道。

平度市新河镇现有3万人口，有近80%都在
从事草编产业，过去一到农忙季节、新河镇农
家妇女在自家炕头编制草编的场景现已很难
看到。“我们这些老骨头一走，就没人会这门手
艺了，还是希望年轻人都来学学吧。”刘兰芳老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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