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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结历史】
绳结编织文化，可追溯到“结绳记事”

“我国的绳结编织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 5000 多
年前先祖的‘结绳记事’。”6 月 1 日，在曹魏古城“储
蓄光阴工作室”，记者见到了传统手工绳结编织艺人
周龙倩。她告诉记者，中国绳结艺术渊源久远、绚丽
多姿，在民俗工艺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易·系辞》中就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
易之以书目契”的记载。由此可见，在石器时代，先
民们彼此传递信息、表述思维、帮助记忆，都是用绳
子打结。“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春秋战国时期，绳结已经摆脱使用的羁绊，以
相对独立的审美姿态进入装饰领域。由于‘绳’与

‘神’谐音、‘结’与‘吉’谐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福、
禄、寿、喜、财、安、康等无一不属于这两字的范畴。”
周龙倩说，也正是因此，绳结编织技艺逐渐向艺术化
方向发展，通过不同手法和样式的变化，小小的绳结
承载了人们寓以“长寿安康”“财物丰盛”“团圆美满”

“幸福吉祥”“喜庆欢乐”等的深厚内涵，成为民间祝
祷的符号，成为世代相传的吉祥饰物。

在新婚的帐钩上装饰一个“盘长结”，寓意一对
相爱的人永不分离；在佩玉上装饰一个“如意结”，引
申为称心如意、万事如意；在扇子上装饰一个“吉祥
结”，代表大吉大利、吉人天相；长辈用红丝绳穿上铜
钱赠予孩子，以求其“长命百岁”；端午节用五彩丝线
编结成绳，挂于小孩儿的脖子上用以避邪，称为“长
命缕”……所有这些无不是用绳结寄寓吉祥安康。

【绳结传承】
凭借技艺回溯，继承传统绳结编织技艺

绳结丝丝入扣，看似精巧可人，实则并不简单。
它的编织不仅需要一份耐心，而且需要几十年如一
日的恒心。

周龙倩自小对传统手工绳结编织技艺情有独
钟。从简单用于生活的各种服饰纽扣，到用于家具
装饰的家居挂饰、扇坠等，在没有文字记载、全凭技
艺回溯的条件下，她从一点一滴学起，凭借着对传
统绳结编织的热爱，把结绳编织技艺进一步发扬光
大。

“我这里的线绳有上百种，再加上 200 多种配色，
可以满足顾客的任何需求。”在“储蓄光阴工作室”，
记者看到各种色彩的线绳琳琅满目，一些金银饰品
配件、绿松石、珠宝等被安放在展示柜内。在一个工
作台上，一件绿松石被五颜六色的线绳缠绕，各种线
头看得人头皮发麻。

“这些年，在继承传统手工绳结编织技艺的同
时，我与时俱进，加入更多新鲜血液。我通过不断努
力学习，也有不少收获。”周龙倩说，近年来，她考取
了中国地质大学琥珀鉴定师、中国地质大学绿松石
鉴定师等证书。

“每一件饰品都有自己的价值与故事。虽然绳
结编织用材价值不高，但我们不能以原材料的价值
来衡量工艺的价值。”周龙倩说，每次接到顾客的私
人定制，她都会根据顾客的需求进行设计，如宝石选
择、题材设定、绳种配色等。在初步完成设计稿后，
她才会开始编织，然后进行宝石固定等后续工作。
每一件饰品的编织都需要大概一周的时间。

《莲韵》

许昌也称莲城，许昌人每到夏天就能看
到护城河盛开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的莲花，在燥热的夏天总能荡涤人
们的心灵，给人清凉、安静的享受。

作品以粉水晶和奥地利水晶为材料，用
绳的变化编织出荷叶的造型，将其组合成可
佩戴的项链，戴着它，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家乡
的味道。

绳结编织技艺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独具工艺观赏
价值，而且蕴含着中华历史文化的气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机械时代汹涌的浪潮，使绳结编织技艺面临严峻挑战。

为保护传统文化，“储蓄光阴工作室”的周龙倩传承传统绳结编织
技艺，通过数十年的刻苦钻研练习，将自己的一生与绳子结在了一起。

【绳结发展】
通过口传亲授，将这门技艺代代相传

“绳结编织用材的价值，决定了其成品的价值。
也正是因此，学习该手艺的人并不多。”周龙倩说，为
了更好地传承绳结编织技艺，把绳结编织文化发扬
光大，她开办了“储蓄光阴工作室”，通过拍摄饰品编
织视频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人，但真正潜心学习
绳结编织技艺的并不多。

“大多数人只是好奇，个别人尝试编织一两件作
品后就放弃了，真正学习这门手艺的还是业内的同
行。”周龙倩说，即便如此，她仍会系统地教授更多人
学习这门传统技艺，通过口传亲授的方式，将这门技
艺传承下去。

“绳结编织技艺没有文字记载，传承全凭技艺回
溯，即便网上有一些视频，也是最简单的编织技艺。”
周龙倩说，她曾见过一个新疆的老奶奶，70 多岁了仍
在学习绳结编织技艺，编织的绳结让人看了赞不绝
口。

周龙倩和新疆老奶奶由于爱好相同，于是不断
交流、借鉴，慢慢地，各自的绳结编织技艺也有所提
升。

从上古时期的绳藤记事，到如今成为广为人知
的艺术，该技艺的存在似乎早已超乎一条简单的红
绳。

透过小小的绳子本身，连接起的是中国人民代
代相传的智慧，传承的是不朽的文化精神。

绳结绚烂多姿的艺术造型、丰富瑰丽的色彩语
汇、深藏沉淀的文化象征，暗含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跨越千年的情结，传承的是深厚的民
族历史文化底蕴。

在这其中，难能可贵的是周龙倩这一份传承精
神，让无数后辈见证先祖的智慧，欣赏到中国追求

“意蕴”的传统艺术魅力，也让世人见证了中华文化
的不朽和璀璨！

再小的手艺也有自己的价值，让世界看到你的无限可能无限可能

终其一“绳”“结”此一物一物
□ 记者李炎文/图

由玛瑙、绿松石、琥珀、钧瓷等饰品配件编织而成的绳结项链。

周龙倩在检查绳结项链编织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