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耀华

一缕麻绳，半捆柳条，别、穿、压、
捆，一双粗糙的手在柳条、麻绳、和木条
间不断穿梭，生活中常用的簸箕或筐篓
等在这双粗糙的手下慢慢成形。1月
24日，在鲁山县马楼乡永乐村，八旬老
人孔凡本的柳编手艺让人赞叹不已。

坚守老手艺60余载

“老了，干不动了，手也慢了，可又
不想闲着。”提起柳编这一老手艺，孔凡
本说。

柳编产品包括农具及日用品，常见
的如筐篓、提斗、簸箕、篮子等。柳条柔
软、易弯、粗细匀称、色泽好，编织出的
物品朴实自然、造型美观、轻便耐用。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永乐村就有不
少村民靠柳编为生。

永乐村的柳编不仅销往周边村镇，
还销往省外。而这手工技艺的传承，源
于200多年前一个传说。

相传一男子逃荒至永乐村，因会柳
编手艺，大家都称其为柳匠。柳匠手艺
甚好，不仅编得快，编出的物件还十分
精致、美观。

俗话说“编筐、编篓，家家都有”。
村民盛情挽留柳匠，请他为大家传授柳
编技艺。柳匠答应并在永乐村定居。
也就从那时起，永乐村家家户户学会了
柳编手艺。柳匠去世后，村民将其葬在
村头，直到今天，柳匠坟依然存在。

为了生计，孔凡本 15岁开始跟父
亲学习柳编技艺，一直到今天，这门老
手艺仍然是他赚钱的唯一途径。

柳编手艺曾经很赚钱

“这几年不行了，家家户户这种东
西用得少了，销路不好。”孔凡本说，早
在30多年前，柳编生意特别火爆，因为
那时候厂矿多，编织的柳条帽作为安全
帽成了抢手货，所以村里做柳编的人也
多，每人每天都有20多元钱的收入。

“那时候的20多元钱能买10斤（１

斤＝500克）猪肉，加之农户家都少不
了筐篓、簸箕等农具，天天有干不完的
活儿。”回忆往事，老人笑在眉梢。

柳编工艺用料简单，只有麻绳、柳
条和木条，且纯手工制作。麻绳和柳条
几乎同时使用，主要起加固作用。木条
是完工后镶边使用，因为镶边后更牢
固、美观。不过麻绳、柳条和木条都得
提前加工，特别是柳条，新鲜的不能使
用，需要经过剥皮、风干等处理。木条
则需要刮皮、整形、熏蒸等，待其变得柔
软后方能使用。

别看柳编用料不多，制作工具可不
少，比如直锥、勾锥、槽锥、三槽木锥、四
槽木锥、劈刀、镰刀等。不过这些东西
都是小物件，加起来没有两公斤重。

“这活儿看似简单，但累人。”孔凡
本笑着说，柳编活儿得在地上蹲着干，
不能直腰，所以经常累得腿、腰、脖子
疼，由于不能见风见光，干活时得一直
待在地下室。

孔凡本的“工作室”就在他家院
内。室内低于地面一米多，阴暗而潮

湿。在这间地下室中，孔凡本做柳编产
品做了60多年。

传统工艺面临失传

时下在永乐村，除了孔凡本，柳编
加工艺人还有王中海、陈相林、赵黑吞
和赵罗子等，最年轻的50多岁。永乐
村党支部书记董天福说，早在10年前，
村里还有20多户村民加工柳编物品。
后来，年轻人宁可出外打工也不愿再干
这一行业，加之柳编市场越来越小，这
一传统工艺目前在该村正面临失传。

“虽然柳编市场越来越小，但这一
传统手艺不能丢失。”今年53岁的韩学
山家住湛河区曹镇乡，做柳编批发生意
30多年。他说，柳编做工细腻、结实耐
用，一件柳编物品经常能用20多年，这
也是导致此类生意萧条的另一原因。

永乐村的柳编手艺能传承多久？
永乐村人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孔凡本
表示，只要有人学，他愿意免费传授技
术。

坚守柳编行当60余年

孔凡本说，愿将老手艺免费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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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在
市区建设路与诚朴
路交叉口东北侧的
小游园里，康保振

（图左）和老伙伴一
起吹奏着萨克斯。

今 年 78 岁 的
康保振，是平煤神
马集团的一名退休
职工，家住卫东区
和园小区，8 年前
开始学习萨克斯演
奏 。 经 过 不 断 摸
索，他如今能够熟
练地演奏几十首曲
目，不仅丰富了精
神生活，也从中寻
觅到了艺术带来的
快乐。

本报记者 李
英平 摄

小游园内的萨克斯手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月 26日上午，郏县文联传
来喜讯：郏县籍作家肖根胜的长篇报告
文学《国瓷之光——李国桢传》近日由河
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李国桢的人生经历为线索，
着重采写了李国桢在抢救继承、创新开
发中国陶瓷传统文化事业过程中的智慧
和行动能力，科学探索、不惧艰难的追求
精神，不计私利、献身国家事业的赤诚情
怀等内容。

著名作家李炳银盛赞这部作品是中
国当代陶瓷烧制纷繁进取历史的文学史
册记录，也是当今瓷界圣手李国桢的一
部大传。

肖根胜，笔名清风，系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河南省报
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报告文学
《青海长云》、历史散文集《舞钢五千年》
（1 月 20 日本报Ａ6 版曾作报道）。他的
多部作品获国家级、省级奖项，其中《青
海长云》获得过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郏县籍作家肖根胜
出版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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