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枚梭子，一把织带筘，安安静
静地躺在小箩里，平淡无奇。可是，每
当曹振兴握住它们的时候，就像画家
拾起了画笔，一条条花带变戏法似地
在纺纱机上绽放。缤纷的颜色彼此交
织，精美的图案错落有致，真是“霞上
织成开”。

挑花编织带是上海郊区和江南
农村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品，它用途广
泛，妇女腰间的围裙束带，婴儿襁褓
的扎带，布鞋的鞋带等，都少不了它
的身影。而它最重要的用途，是为新
嫁娘捆扎被褥。每条花带都有好的寓
意，讨好的口彩。如今手工编织业逐
渐走向没落，花带似乎快要退出历史
舞台了，可张江却有一位老伯，用他
的巧手、智慧和毅力爱上“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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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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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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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兴：

老老琐言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说法#是

男权主义盛行时#舆论对于妇女在社

会生产要素中起到相当作用的评价$

时至今曰#这种评价仍然没有过时$

有意思的是#在退休之后#夫妇

间的角色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男主

外%女主内的!各占半边天"格局#已

经变成了!主外"基本名存实亡#!主

内"则由男女按能力大小各担$ 过去

所谓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由于!立

场"发生了变化#如今要改写成!爷们

能顶半边天"了$

如今#退休之后的爷们#除极个

别的#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家务活动

中承担了相当的工作量#比如烧菜不

行的#则去菜场买菜&给第三代喂养

不在行的# 则做托儿所幼儿园接送&

衣食住行上当惯甩手掌柜的#则会抢

着洗碗扫地''总之# 退休的爷们#

顶得起!半边天"了$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况#不仅

仅因为老夫妻 !相互照顾"!各尽所

能"!各司其职"# 而是那些比老伴更

会出现!退休综合征"%缺少必要的过

渡的爷们# 恢复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找到了真实的感觉$

文! 剑箫“半边天”

有句老话说!男做女工"越做越穷#$

曹振兴非但没!越做越穷%"反而做出了

锦绣斑斓的幸福晚年$ !有的老年人退

休了无所事事" 在棋牌室里消磨时间$

牌桌加深不了感情"更出不了产品$ %曹

老伯感慨地说"!我坐在纺织机边"能为

传承文化作贡献"多好& %

老人退休后!好的心态不能跟着彻

底'退休%$ 曹老伯在一梭一线里慢慢编

织出第二个精彩人生$ 作品受到喜爱和

重视"给了他成就感(各方平台提供他展

示技艺的机会"给了他充实感(给孩子们

上编织课"又给了他幸福感$ 花带打开

了他的晚年生活"还将他与孙女的大学

生活连接在了一起"赠予他青春的光彩$

人到晚年" 何尝不是另一种开始)

*我每天编花带+教学生+琢磨新花式+同

客人聊天"生活充实又和乐$ %老人在他

大半生里"始终是个平凡人$可在!晚晴%

时候"开始变得与众不同$ 没有豪情壮

志+雄图伟业"他只是踏踏实实地用双巧

手"踏踏实实编织着沉甸甸的心意"踏踏

实实织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晚年$

晚晴时节"不是夕阳西下"当是别

样一番红$

晚晴别样红

采访手记

织花带，爱女红

母亲遗下编织工具

曹振兴今年 !"岁，戴一副金丝边眼
镜，笑盈盈的模样，显得文质彬彬、和蔼
可亲。退休前在小学教数学，讲台一站就
站了大半辈子。

#$$$年，曹老伯整理母亲遗物的时
候，意外在嫁妆箱里发现一套编织花带
的工具：一把红漆织带筘和一枚梭子。这
两件老旧的物事在从前不稀奇，农村妇
女几乎人手一套，现在却是稀罕玩意儿
了。抚着温润光滑的漆面，老人颇有些感
慨。他说，“以前上学，妈妈总会在我书包
上镶几段花带。”还有新娘子出嫁，嫁妆
里的被子铺盖上若没几条漂亮又吉祥的
花带捆上一捆，可怎么行！那时家家户户
都会做花带，也离不开花带。

昔日，那一双双巧手上下翻飞，一枚
枚梭子来来往往，一束束彩线丝丝入扣
的场景在老人的记忆中复苏了。他下定
决心，不该让这门技艺失传。“如果自己
的后代连花带都没见过，不知道它的色
彩和图案之美、变化之多，那多遗憾啊！”

独自研习花带编织

传承，做起来却不简单，更何况老人
还是孤军奋战。古人云，但凡做事，总要
“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曹老伯最先碰上
的偏偏就是一个最难攻的“节目”。

挑花编织带这门手艺的传承，向来
是“言传身教”———口中指导，手上演示。
曹老伯既无明师点拨，又无典籍参考，只
凭赤手空拳、一己之力上阵。

#$$$年左右，村里若有新娘出嫁，
还是有可能用花带扎被褥的。曹振兴不
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把能看到的花带的
样式、配色和图案都牢牢地记在心上。
“把织法摸清楚，可难喽。”老伯说，他把
样子拆了编，编了再拆，不搞清楚它的路
数不罢休。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曹振兴不
仅细致、耐心，还拥有较强的思维能力，
善于推导。依靠母亲留下的唯一一套工
具，他反复练习，终于把基本功给练扎实
了，织出的带子宽窄合度，平整结实。

如何还原花带的美观？五线谱上七
个音符，有千变万化的组合。磅礴雄浑，
细腻婉转，尽在其间。编织又何尝不是如
此？赤橙黄绿青蓝紫，棉纱的颜色不过寥
寥数种，却能组成各种花式，传递出不同

的心意。曹老伯把搜集来的花带拆开，细
细研究它的织法，每发现一种新的花式，
就如获至宝。有的花式挑花编织难度大，
图案繁复，一时挑不出来，他也不会轻易
放弃，非得琢磨透了，把花式完美还原
了，才肯善罢甘休。

曹振兴说，妻子担心他的身体，每晚
都催他早点睡觉。“但我不学会就感到不
安心，睡也睡不踏实。”为了编织熟练，每
种花式他都要反复练习无数遍。功夫不
负有心人，曹振兴的“女红”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肯定。%&&!年 "月，曹振兴受邀
在张江镇文广中心参加了民间手工艺选
拔选表演。同年，又参加了浦东新区的
“手艺中国———迎世博民间手工艺推荐
会”，成为亮点。

独创花式免费赠送

曹老伯还给传统花带注入了新的生
命力。以前，手巧的妇女不过只会十几种
花式，而目前曹老伯已掌握三十余种，且
都是他的独创。花式的创新，不仅使挑花

编织带的形式更加多姿多彩，还大大丰
富了它的寓意。

比较常见的有“枣子”花式，形似枣
子，意寓“早生贵子”；“蝙蝠”花式，形似
飞翔的蝙蝠，意寓“遍地是福”；还有“元
宝”花式，意寓“招财进宝”。

在曹老伯独创的花式里，“双喜”和
“八结及连心”花式是他的得意之作。“双
喜”花式白底红纹，图案来自于“囍”字。
要将这个颇为复杂的字再现于底纱上，
不仅需要精密地排线，还需要娴熟的技
艺。而“八结及连心”正反面是“八结”图
案，缀以两颗心，意寓“永结同心”。曹老
伯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摆在桌上，原
来是个 ' 盘，上面系着一条漂亮的挂
件，是用花带做的。“我还做了好多手机
链和书签，分发给大家，他们都很喜欢。”

现在，曹老伯的“花带制品”已经在
街坊、亲友间颇有名气了。儿子和孙女只
要在微信朋友圈一发他的花带饰品的照
片，必能收获大量“点赞”。曹老伯也十分
慷慨，只要别人喜欢，他会毫不吝惜地把

这些漂亮的饰品当作礼物，免费赠送。

一枝木梭走进课堂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门“女
红”，早在 %&&&年，曹老伯就率先在雪英
小学开设了兴趣班，两年时间里教会了
几十位学生编织花带；%&&(年，他又在
孙桥小学开办了兴趣班；后来又将花带
带进了张江中学、孙桥幼儿园、张江社区
学校。他既耐心又细心，先演示，再讲要
领，有错误指出，有进步鼓励，孩子们个
个兴致高昂，学得又快又好。

二楼东房间既是老人的小天地，也
是展览室。墙上挂着用花带拼接而成的
文字，如“中国梦”“民间工艺”等。桌上陈
列着他得过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杯。最
引人注目的是桌子正中间的镜框，镶着
老人独创的各色，色彩斑斓，如花似锦。
每年暑假，会有好多中小学生来参观。

如今，曹振兴的大孙女已经从爷爷
手中接过花带编织技术。这位上海师范
大学的学生表示，她会不负爷爷的期望，
把这门手艺传下去。今年暑假，孙女学校
号召学生在自己家乡举办为期两周的爱
心学校暑期班。趁这个机会，老人又当上
了爱心学校的老师，在村里借了间教室，
教 !、(个孩子编织花带。
听织声促促，轧轧鸣梭穿屋。曹老伯

坐得直直的，棉纱绷得紧紧的，织带筘摆
得正正的，梭子欢快地跳动着，随着手指
的律动，棉纱绞合，纹理自成。若把这斑
斓多彩的花带挂在庭院里，想来也能“引
得黄莺下柳条”。老人织得专注，身边围
成圈儿的孩子们学得投入。童声清脆，机
杼声嗡嗡，气氛融融泻泻，令人感动。望
着这幅图景，心中只想到两个字：传承。

从来巧思知多少，织成老骥一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