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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王丹：

用麻绳“编”出别样天地
□本报记者 燕亚男 实习生 袁梦瑶 文/图

一根麻绳，在多数人看来平淡无奇，但在80后王丹眼里却是再美不过的东西。小到杯垫、首饰盒，大到收纳筐、猫窝、水
果盘，随着麻绳在指尖穿梭，一个个鲜活的作品在她手中诞生。她不仅用麻绳编织出精美的作品，还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
手把手教网友麻绳编织技术，展示传统麻编艺术的魅力，从而收获粉丝万余人，并带动身边的女性增收。

“我们选用的是 9 厘米的
花秆，贴完花秆，把麻绳沿着底
板的边缘粘贴缠绕，继续缠绕，
绕到看不到盘边的位置，然后
左手大拇指压住线头，右手开
始顺时针进行转圈编织……”7
月 7 日下午，在湛河区姚孟街
道姚孟村附近的平顶山耀丹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直播间，
王丹手把手教网友抽纸盒的
制作技艺。她一边讲，一边
熟练地操作，不少粉丝跟着
步骤学习，感受传统麻编艺
术的魅力。

直播间靠墙的货架上，摆
满了各式各样的麻绳编织作
品，透露出古朴、雅致的独特韵
味儿。

今年37岁的王丹是驻马店
市遂平县人，与麻编的渊源可
追溯到幼年时期。那时，村里
的老人用草绳、柳条和麻绳编
各种东西，王丹觉得很有意思，
就在旁边盯着看。她的母亲李
香花也经常自己动手做鞋子、
织毛衣等，耳濡目染，王丹积累
了不少手工经验。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和
审美理念的转变，麻绳编织这
种原生态的传统工艺再次回到
大众视野。2021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已嫁到平顶山的王丹
在网上看到了麻绳编织的视
频，感觉很有意思，就想着自己
或许也可以编出成品放在网上
销售。

她从网上购买了5000元的
麻绳编织材料，开始跟着网上
的视频学习。她找来一个鞋
盒，趴在地板上刻形、粘贴，贴
不好就拆了重来。最后，她用7
个小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麻
绳编织作品——收纳盒。

首件作品得到家人的认
可，这激发了王丹的麻编热
情。最初，她的麻绳编织作品
都 是 用 家 里 的 废 弃 物 品 做
的。比如花瓶和笔筒，就是在
饮料瓶外面缠上麻绳编织而
成的，美观且实用。她将自己
的作品送给朋友，朋友们很喜
欢。看到麻绳编织这样受欢
迎，王丹觉得市场前景应该不
错，决定多做一点在网上直播
销售。

王丹花了大量时间学习麻
绳编织，和顺路惠泽园小区家
里的沙发上、餐桌上、地上、货
架上，全是她的作品，只剩下
一条通道过人，吃饭都得在厨
房站着吃。“有时候编得晚了，
一抬头，凌晨 3 点多了。”王丹
笑着说，“亲朋好友很支持我，
有废旧的物品都给我留着。”

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王丹决
定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卖货，并成
立了公司。“我以前开过服装店、
做过销售。为了开网店做过化妆
品主播，我还拉着老公郭耀伟一
起学习了剪辑、运营、直播、话术、
场景设置等。虽然做化妆品主播
失败了，但是也为我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

第一次开播，王丹直播间2个
小时内没有一个粉丝，此后每场
直播的观看人数也经常为个位。
一星期后，她的直播间有了142个
粉丝。就这样，播到第 13天的时
候，王丹开始销售自己的麻绳编
织作品，卖了几百元钱。

“我终于冲关了。”王丹兴奋

地大喊。
“你太厉害了。”郭耀伟激动

地拍着王丹的肩膀。原来，自王
丹做手工以来，郭耀伟一直在观
望。他觉得妻子顶多就3分钟的
热度，玩玩就好了，卖不出去的
话顶多是浪费了 5000 元钱。没
想到妻子竟然痴迷在麻绳编织
世界里，以前喜欢的短视频也不
刷了，直播间的衣服也不买了。

“现在，我都跟她‘下海’做主播
了。”郭耀伟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时间
的推移，王丹的麻绳编织作品知
名度越来越高。如今，她的直播
间已有上万个粉丝，还吸引了不
少海外客户。他们大多购买半成

品，跟着王丹在直播间学习麻绳
编织技巧，使得这门老手艺焕发
出新活力。

“公司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一张
我的办公桌。因为一有灵感，我就
得赶快坐下来开工。每件作品从
构思到呈现在眼前，都让我很有成
就感。”王丹说，她一直在学习不同
的编织工艺，每隔三五天就会构思
一个新品，然后画出图形、制作。

为了在编织方式方面取得突
破，王丹不断借鉴当前的流行元
素，丰富自己的作品选材。现在，
她的货架上多了手工串珠编织作
品。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珠子和不
同颜色的麻绳编织在一起，做成
各种造型，深受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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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播在工作中

除了在抖音上发布手工教程、
开设直播课、教手工爱好者用麻绳
编织物品外，2022年，王丹在市区
和顺路西段开了一家实体店，受到
不少年轻人和孩子的关注。

一天晚上8点多，王丹准备关
门时，一位妈妈带着女儿从新华路
附近赶来，想制作麻绳编织作品。
一件产品做下来需要一两个小时，
忙了一天的王丹其实很想告诉对
方改天再来。但看着孩子喜爱和
渴望的眼神，她怎么也说不出“太
晚了”三个字。

“那天，我回到家已经10点多

了，但很开心。最让我有成就感的
是看到我的手编视频出现在高校
的手工课堂上。我会通过自身努
力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王丹说。

2023年7月，耀丹传统手工麻
编技艺入选湛河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今年6月，在由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主办、市非遗保护中心
承办的“非遗新青年，请出列——
平顶山市非遗新青年评选活动”
中，王丹入选非遗新青年。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
更多人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
特魅力，今年5月底，王丹把公司

和实体店搬迁到姚孟村附近，创建
了麻编展示体验基地，占地 1000
多平方米。基地内，样式精美的麻
篮、麻筐等麻编工艺品琳琅满目，
令人目不暇接。

基地旁边的仓库内，一排排不
同种类的串珠和手工编织用的小
物件整齐地摆放着。家住湛河区
北渡街道石庙村的赵喜红与同伴
王君华把一大袋不同类别的珠子
倒进筐内，然后称重、分装成小
包。“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多
了。这离家近，既能挣钱还能照顾
家里，工作也不累。除了管理仓
库，还能免费学习麻绳编织技艺。”
赵喜红高兴地说。

由于麻绳编织具有简便易学、
不限制时间、多劳多得等优点，麻编
展示体验基地吸引了大批居家妇女
及闲置劳动力参与。王丹免费教大
家学习编织技艺，目前实现日均订
单700单，建立了2个网点，培训2
万余人，人均年收入3万余元。

王丹表示，她在麻绳编织中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世界，希望更
多人了解这一传统的老手艺，将记
忆中的这份眷恋传承下去。

工人在仓库内分装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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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展示她的手工串珠编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