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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竹编世家，

小时候，我看到一根根竹
丝，在姑父手中很快就能变
成一件件物品，觉得不可思
议。”赵娟回忆道，她家屋后
有很大一片竹林，有时她会
跟姑父去砍竹子，然后学着
编一些小的竹艺品。“我的

童年一直在编织中度过，虽
然技艺不高，但我很享受编
织的过程。将手中的竹子裁
料、去青、破节等十多道工
序，再经过我的手编织成一
件物品。”

虽然竹子是赵娟童年

的一部分，但她倒并不觉得
竹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大
学毕业后，赵娟只身到上海
闯荡，竹编在她的记忆中慢
慢淡去。一次，赵娟去参加

一个德国朋友的聚会，她
不知该带什么礼物去。忽

然，赵娟想到了家里的竹
编画，她想这种传统手工
艺品，外国朋友应该会喜
欢。“果然，他们看到用
竹子编织成的奔马和熊
猫时，都非常喜欢。”赵
娟笑着说，“德国朋友表

示，用竹子编织的中国书
画作品还是第一次见到，
纷纷竖起大拇指。”

那一刻，赵娟突然又
回到了每天与竹子相伴
的童年时光。她想，竹编
画从原材料选材到加工、

上色、编织都是纯手工制
作，如果能将家里的竹艺
进行整合加工，也许会有
更多的人喜欢这门艺术。
她决定辞职回扬中老家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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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起，赵娟潜心向

姑父学习竹艺。这时她知道
自己以前的活是多么的
“糙”。不过，因为用心，她进
步很快，“我想，用竹丝编织
历代书画作品，要表现出细
节和层次来才能传神，而父
辈们的手艺只能在一厘米内

编十根竹丝，这显然不够。”
经过摸索，赵娟独创了“经
纬编织法”，每厘米内编入
48根细如头发的竹丝，书画
作品的墨色变化都能毫发毕
现地表现出来！

同年，赵娟创立了“清

润竹艺坊”。第一次创业，
没经验的赵娟交了20万元
“学费”。但随着对竹文化
的深入理解和手法创新，她
的作品渐渐被人们所了解
和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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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为了男友，赵

娟将“清润竹艺坊”搬到南
京。此时，赵娟不仅需要创
作竹编画，还要打理公司业
务，培训工人。为了解决竹
艺品容易霉变、虫蛀和褪色
的难题，她广邀各地民间手

艺人攻关。这些难题解决
后，赵娟开始筹备今年五月

的婚礼，然而男友突然向她
提出分手。
“他告诉我，他觉得我

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竹子在
一起，而他不想找一个整天
与竹子‘恋爱’的老婆。”
男友的一席话，赵娟的心冷

到了冰点。对竹子痴爱的赵
娟突然间对竹子产生了强
烈的厌恶感，她痛恨竹子让
她失去了爱情。“爱情对于
我来说很重要，那段时间我
逃开一切与竹子有关的事
情，于是我抛下公司，跑到

南京一家银行应聘行政管
理的工作。”

三个多月的时间，赵娟
没有接触竹子，生意也交给
副手去管理，南京家中的竹
艺品也通通被收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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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年10月，趁着

假期赵娟回到扬中的竹艺
厂。在厂里，赵娟看到自己
曾手把手教过的徒弟，此刻
都在很认真地编织竹艺品，
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陶醉
与痴迷。“突然，我的眼泪
就止不住了。众里寻他千百

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自认为把竹子抛开了，其

实它一直没有离开，就在我
心里的某个角落里等着
我。”赵娟说，那一刻，她知
道再没有什么能把自己和
竹子分开了。

赵娟重新振作起来，
在今年的广交会上意外得

到了一位美国客户的大宗
订单。不过，做好生意并不
是她的目标。她说，这种传
统工艺可谓 “墙里开花墙
外香”，很受老外欢迎，在
国内却难得知音。她想让
更多的人了解并学会这门

手艺，将竹艺更好地发扬
和传承下去。前段时间，她
和鼓楼区残联合作建起民
间竹编工艺品产业基地。
“今后，我想在南京建一家
‘竹艺博物馆’，让更多的
人欣赏到这高雅的竹艺

品。”她还表示，如果有读
者想学竹编，她愿意免费
传授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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