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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培训”，使非遗项目长期有效传
承。“2019年起，我们在北城街道文化站，北
城成校、云尚文化礼堂分别设立专门展区，
介绍和展示黄岩麻编，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
非遗老手艺，并在北城街道各文化礼堂进行
展示培训活动。”北城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校长王再文说。

循序渐进，传承有序。“我们手工作品材
料与麻有关，主要是麻绳、麻袋……”“大家可
以自主挑选喜欢颜色的绳子，用绕圈的方式
沿杯子外圈缠绕……”在翠屏社区学校，四
五年级近 30名学生围着长桌坐成一圈，“加
一圈红色的线会更好看！”“你要缠的紧一
点，不然会松的。”学生们或潜心编织着手里
的作品，或互相讨论着如何创作，在辅导老
师金顺飞的精心指导下，大家从缠绕麻绳开
始到最后的粘贴专属小饰品，互相协作完成
一件件朴素且富有童趣的艺术品，细细感受

着麻绳在指尖所迸发的生命力。
“为了让孩子们对麻编更加感兴趣，我

们从缠绕麻线开始，再由手艺人们在编制过
程中带领着学习简单编制技巧，循序渐进，
培养孩子对麻编的兴趣。”王再文指着展示
架，从以麻线缠绕点缀小饰品的杯子到麻篮
半成品，再到精美的麻篮，也印证了这一套
循序渐进的完整学习过程。

通过几年的努力，黄岩麻编的知名度大
大提高，参与麻编并且会进行麻编技艺的人
员也增加了不少，使得这门老手艺焕发出新
的活力。截至目前，已经有600多人掌握黄岩
麻编这项传统手艺。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
解黄岩麻编，北城成校还组织青少年参与体
验和传承这项非遗项目。每年寒暑假，北城
成校都会组织青少年到文化礼堂、麻编体验
中心进行学习体验活动，丰富孩子们的业余
生活。“新式的帽、包有很多，加上人工费用

逐年递增，售价 200多元的手工麻编制品很
难占领太多市场份额，若是采取机械化的方
式则会失去老手艺的传承意义，因此我们目
前没有量产的打算。”王再文表示，推广麻编
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到这一传统的老手
艺，让更多人将记忆中的这份眷恋传承下去。

由于麻绳本身就有不轻的分量，展示架
上大部分的麻包都仅有主体部分，每当有人
想要购买时，手艺人便会主动把柔软的布料
缝合在麻包内部并用拉链封口，再用麻绳编
制的提袋进行缝合。“这样就可以当做斜挎
包来用了。”金顺飞说着还笑眯眯地向记者
展示了一个缝好带子的斜挎包。

不同于过去，人们是为了生存而进行制
作，现在更多是为了追忆过去相伴的日子，
手艺人们带着那些温暖的记忆并通过自身
努力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
喜爱黄岩麻编。

麻编：巧手“生花” 指尖非遗
■本报记者 张 敏

革皮之良，莫贵于麻。麻编作为我区传统出口手工艺之一，是用麻绳编织成袋子的一项手工艺，已有近九十年的生产历史，于2008年4月，被列入区第二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6月，被列入市政府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麻编是以麻帽和麻网袋为主，曾广泛流传于黄岩及其周边地区。不少橘乡儿女的记忆
中总留存着麻线淡淡的青草香，以及幼时坐在一旁看着一经一纬在父母指尖不断灵活交叉，一团团线球逐渐成型……

近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公布的《关于社区教育“能者为师”典型案例推介名单》和《关于社区教育“能者为师”系列特色课程首批推介名单》中，黄岩区
北城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选送的《非遗“黄岩麻编”的传承与保护》和《黄岩麻编》名列其中。

据《诗经》和《考工记》记载，西周至战
国时期已有纻麻（苎麻），其茎皮纤维韧如
筋，沤后可以织布，还可编织成线绳和鞋、
帽及其他用品。汉代，苎麻种植已很普遍。
现在，在中国，麻的种类很多，有苎麻、亚
麻、黄麻等。用于麻编的以传统的苎麻为
主。通常是将苎麻的茎皮纤维经加工、漂洗
后编织成工艺品，或者纺成麻线再编织成
工艺品。

“买一个能用好久，你说划算不划算？”
麻编是以苎麻等大麻类植物的茎皮纤维为
原料制作的编织工艺品，不仅美观，而且具
有吸潮、凉快、坚韧、不易腐蚀等优点，因
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剑麻、黄麻等编制品很
受欢迎，70、80 年代麻编的畅销程度远不
止国内，更是出口远销至俄罗斯、东南亚等
地，2008 年后被列入台州市、黄岩区两级

非遗名录。
当时的麻编技艺虽不算是孩子们的一

门必修课，但不少 60、70后在父母的耳濡目
染下与麻编结缘，学会了这门技艺，北城街
道云尚村更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着这门好
手艺，不少手艺人更是笑称，“看得多了，不
会也会了，以前我们村不少 7、8岁的小男孩
都有着一手打麻篮、麻包的好技艺呢！”

那时，编制麻编的麻绳主要依靠采购，
每逢来料时，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挑着扁担
或是骑着自行车到公社挨个领取麻绳等材
料，将沉甸甸的各色麻绳装满整条扁担。

“小时候我就经常跟着我妈妈去领麻绳，我
就坐在自行车后座负责提。早年在家，大家
只要对照着图纸样式就会编呢。”北城街道
云尚村村民何佩玲笑着说。

80 年代编制一个光板麻篮手工费是

2—2.5元，编制大象的手工费则是 5元。麻
编最繁盛时，我区北部、西部的不少村庄，
总有着这样一番让人记忆深刻的场景。房
前屋后，村民沐浴着阳光架起一把摇椅，照
着样式图，怀中就着一个篮架，指尖的一经
一纬依托着篮架逐渐缠绕成型，随着日渐
西下便可见一团团麻线被逐渐用尽，剪断
多余麻线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基本成型的
麻篮。

正因麻编风靡一时，当时还有不少在家
带孩子的人也会借着这门手艺来赚点零花，
以补贴家用。黄岩麻编非遗传承人金顺飞也
是因此与麻编结缘，她指着一团团色彩鲜艳
的麻绳告诉记者：“当时在家照顾孩子没有
收入，便向邻居学习了麻编技艺，起初速度
慢，编制了两三个之后速度就上来了，和大
家一样一天就能编一个。”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材料的不断问世，
加上人工费用的日益增长，市场上逐渐开始
难以见到麻帽和麻网袋的踪影，这一拥有
200多年历史的手工艺逐渐消失，以此为生
的人群也开始转换行业。“后来我也去了外
地，这门手艺也暂且搁置了。”金顺飞说。

随着近年人们消费和审美理念的转变，
麻编这种原生态的朴素工艺再次慢慢回到
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2016年，北城成校在社区走访时，了解
到原来在北城街道范围内具有一项广泛群
众基础的非遗项目——黄岩麻编。但是，随
着科技进步，掌握这项编织技艺的人数也很
少了，这些手艺人的年龄日渐趋老，黄岩麻
编的传承面临着即将“失传”的困境。经过一
番挖掘、整理，北城成校联合北城文化站向
黄岩文广局申报非遗传承人。当时云尚村村
民们“手上功夫”都不赖，但毕竟没有经过系

统化的学习，如果要以教学的方式进行表达
存在一定困难。

“顺飞，这个麻编你会不会？”当时正担
任云尚村妇联主席的金顺飞也被问了这一
问题，她看了看熟悉的麻篮十分骄傲地回
答：“这个我当初最拿手了，一天最多能编制
一个半呢！”正因这一份自信，2019年 10月，
金顺飞被确定为第四批黄岩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黄岩麻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走进位于北城街道长塘村的黄岩麻编
展示点，木板、竹子所制形态各异的篮架、五
颜六色的麻绳、样式精美的各类麻编工艺品
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麻线编制的独特
纹理感也让人忍不住地想要多摸几下。

为让更多人熟知这项非遗老手艺，区北
城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不但邀请金顺飞
专门录制了麻编教学视频，还创立了黄岩麻
编展示体验基地，整个基地占地500多平方，

并成功入选台州市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联盟单位。基地内，样式各异的麻篮、麻包被
放在展台上展示，其中不乏还未完全编制好
的麻篮、麻包被倒挂在篮架上，经线与纬线
则互相交织着柔软垂下。活动现场，编制完
的麻包，手艺人会用剪刀将其外形上多余的
纤毛进行修剪，然后一针一针地对包口进行
修整，这样一个不扎手的麻包主体就做好
了。

不少十分感兴趣的市民，还会主动了解
麻篮的编制方法。“这个麻篮怎么编的，很别
致，我可以买一个吗？”偶尔还有对麻篮等编
制品爱不释手的市民还会主动买上一个作
为藏品。

“在我小时候这样一个麻篮只要2元，现
在涨到了200元，虽然有点贵，但买的是一份
童年的回忆，还可以作为收藏品放在家里。”市
民林女士摸着表面凹凸不平的麻篮笑着说。

传统技艺再现

非遗传承有序

巧手编制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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