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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妇巧手下 铁丝化神奇
文/本报记者 王亚男 片/本报见习记者 王鸿哲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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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凤凰、蟋蟀、螳螂……她用一根根细细的铁丝制造出一个另类

的动物世界。23日，记者来到临淄区张淑萍的工作室，走进她巧手打造的彩

丝世界。

走进张淑萍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个展示柜，柜子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彩
丝艺术品，这些东西在她家里随处可见。

2004年，34岁的张淑萍因为企业改
制，买断工龄后离开单位，换过不少工
作。2008年，张淑萍边看电视，边把玩着
一根铁丝。突然间，一个小鹿的简单轮
廓就出现了。

“接着我又试了试，发现用铁丝做
出来的小玩意儿非常逼真。我当时就
想，可不可以深入发掘一下呢？”就在这
个简单的想法下，张淑萍的“魔幻金线”
家庭工作室成立了。

制作材料由铁丝变为彩色铁丝，工
艺品从简单的轮廓到整体造型，从不像
到逼真，张淑萍的手工艺品越做越好。

缠绕、拼接、镶嵌，每一个步骤都是
纯手工制作。

张淑萍说，因为都是纯手工制作，
她的每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个
朋友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二龙戏珠，希望
两条龙一模一样。我尝试了但没成功。”

然而记者发现，张淑萍成功的背后

也有着很多失败的尝试。在屋子一角，
有一件姜太公垂钓的工艺品，看起来非
常逼真，却被她扔在了一边。

“当初做的时候没有考虑清楚，姜
太公的船应该是很破的，但是那个作
品船做得比较豪华，就废掉了。”张淑
萍说。

2012年，经过4年的酝酿，张淑萍觉
得时机成熟了，就想把工艺品推向市
场，在朋友的指导下，张淑萍的淘宝店
开了起来。而随着知名度的增加，张淑
萍烦心的事也来了。

“去年南方的一个老板说要跟我们合

作，拿走了我们的样品。结果他自己生产
了。”说起被骗的经历，张淑萍一脸悲伤。

“我的网站一推出新的工艺品没几
天，就有一个淘宝店仿制我们的产品。”
张淑萍说，仿制品只仿制个大概，做的
很粗糙，但也吸引了不少顾客。

网上的仿品影响了张淑萍的生意，
那下一步她有如何打算呢？

张 淑 萍 说 ， 临 淄 是 齐 文 化 的
发 源 地 ， 但 是 临 淄 一 直 没 有 好 的
代表性旅游产品，“这就是我的突

破口”。
张淑萍介绍说，她最近在想能不能

做一些代表齐文化的东西，将彩丝工艺
跟齐文化结合起来，这样产品会更有特
色，也更吸引顾客。

 张淑萍女士在自己作品前构思如何创新制作技艺。

 张淑萍女士高兴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张淑萍女士在修剪她的“金丝孔雀”。

□ 灵感，彩丝变金线

□ 作品，件件独一无二

□ 无奈，仿品开抢生意

□ 转变，作品融入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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