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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下的火炕 舍不了的席

几十年前，火炕几乎是
每个北方家庭必备的生活
设施。如今，城里人已经很
难见到火炕的身影，用高
粱秫秸秆皮手工编织而成
的炕席也成了难得的老物
件……3月19日，记者来到赤
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新
安屯村赵景云老人家里，采
访手工编织炕席技艺。

“最土”的手工活儿

84岁的赵景云坐在家
里的火炕上，一边喝着茶，一
边同大儿媳孙凤珍和二女
儿李春霞聊天。当她得知记
者来采访了解编织炕席这
一手工技艺时，老人笑着说：

“那算啥手艺啊，就是我们用
高粱秫秸秆编用的东西，家
中老少都会，是最土气的手
工活儿了。”

不过，赵景云还是兴致
勃勃地讲起炕席的好处。她
说：“以前家家户户都用，现
在没人铺炕席了，觉得土气。
可是铺炕席的好处挺多的，
透气、散热。凉炕时不会感觉
到很凉，炕烧热了，热气上
来，热乎又舒服。”

记者看到，老人家的炕
上铺着一层炕被。赵景云说，
炕席虽然好，但是人躺在上
面有点硬，就在炕席上面铺
一层厚厚的炕被。57岁的孙
凤珍掀开炕被一角，露出已
经有些发黑的炕席。“这炕席
还是我刚过门时和家里人
一起编的，有40年了。”孙凤
珍对记者说，炕席得经常擦，
使用时间越长，就会变成金
黄色。不过这炕席在炕被下
年头长了，所以发黑了。说
完，孙凤珍拿着抹布仔细地
擦起炕席来。

“如果用得精心的话，
一领炕席可以使用十几年，
不过，大家天天在上面磨来
蹭去，炕席的边角还最容易
破损的地方……”女儿李春
霞说。

曾是全家主要生活来源

新安屯村和附近村子
都有种植高粱的传统，用于
编织炕席的原材料非常充
足，当地人也就有了利用秋
收后的秸秆资源编织炕席
的手艺。

虽然在赵景云老人的
眼中，编织炕席算不上手艺
活，但这是父母传授给她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炕席

的需求量大，一领由高粱秫
秸秆篾（当地人把这个字念
成mí）子编织而成的炕席，
能卖1.8元，编得精细一点，
可以卖到2.4元。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
齐动手，大哥、二哥、三哥负
责劈篾子、压篾子，其他人和
母亲负责编。我在很小的时
候，父母白天在生产队干活，
晚上回家编炕席，一晚上能
编出3领炕席。”李春霞说。

赵景云一边回忆一边
说：“当时在生产队干活挣得
工分不多，孩子又多，需要干
别的活赚钱。我会编炕席，就
用晚上时间编，一干一晚上，
手经常被篾子划破。多亏了
编炕席，孩子们吃穿上学和
结婚，都靠这些挣来的钱
呢。”

随着子女长大成人，家
里编炕席的“队伍”越来越
小，最后只剩下老两口和二
女儿。等到二女儿出嫁，炕席
逐渐被人造革和泡沫塑料
取代，编炕席的手艺也随着
时间推移，渐渐被淡忘……

当记者提出想看炕席
的编织过程，李春霞说：“30
年没编了，快忘光了，工具也
找不到了。先让我想想，怎么
起头？我和母亲以前编炕席
时，我负责起头，母亲负责翘
边，这是编炕席里最见水平
的地方了。”

撸秫秆劈篾子

经过家人的回忆和赵
景云老人的提醒，李春霞和
孙凤珍回想起了有关编炕
席的流程。她们抱来一捆高
粱秫秸秆，尝试着重现几十
年前养家糊口的手艺。

“撸秫秆这活儿是最累
最没意思的，那时候几个哥
哥负责撸秫秆，然后劈篾子、
压篾子，篾子弄好后，我和母
亲、大嫂主要负责编，哥哥们
有时也帮忙编。撸秫秆是把
高粱秸秆上的叶子刮掉，有

一个半圆形的刀固定在架
子上，干活的人拽着秫秸秆
一头，逆着叶子生长的方向
从半圆形刀片上拽过来，秫
秸秆上面和刀片接触的叶
子被刮掉了，然后再换角度
来回刮几下，一根秫秸秆就
刮干净了。那时每天要编好
多炕席，哥哥们每次都要刮
出十几、二十几捆秫秸秆，才
能供应我们使用。”李春霞回
忆说。

李春霞一边用水果刀
均匀地劈着高粱秫秸秆，一
边讲着：“撸完秫秆，接着是
劈篾子，劈篾子的刀有些像
镰刀，只是比它要小，要快。
劈时，用刀把刮净的高粱秸
秆根据粗细和篾子需要的
宽度，从秸秆一头均匀劈开。
劈篾子可是手艺活，既要快，
宽度还要均匀，如果劈出来
的宽窄不一样，编出来的席
子就不协调，不但会出现扭
曲，还会出缝儿，不匀称的席
子没人愿意要，辛苦就白费
了。”

劈完秫秸秆，下一步的
工序就是压篾子了。这道工
序是为了让劈出来的篾子
有韧性，便于编织和耐用。

李春霞将劈好的篾子
归到一起，用开水浇在上面，
然后用一根很粗的擀面杖
对开水浇过的篾子进行敲
打。她说：“压篾子前要在
上面浇水，再用石碾子来
压，现在手头没有石碾子，
只能用擀面杖敲打来代替
了。浇水也是为了让篾子有
韧性……”

重拾技艺

时隔30多年没有编过
炕席了，拿着加工好的篾子，
李春霞和孙凤珍一时不知
道该从哪里下手。

李春霞对记者说，炕席
有5尺宽、8尺长，起头和收尾
是最难的。起头从一个角开
始，折成边后按照花纹往回

编。炕席有好几种花纹，起头
时按照不同的花纹来编，翘
起两根篾子压着花纹走。这
个环节很关键，花纹一定不
能乱。编织的过程中，还要时
刻注意炕席的边儿要对齐，
力度保持均匀，这样编出来
的炕席才能纹路均匀光泽
平整。”

李春霞和孙凤珍两人
把篾子拿到炕上，让母亲赵
景云指点怎么编。老人一时
间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忽然，

孙凤珍想起家里的炕席，兴
奋地说：“照着家里的旧炕席
想想不就知道了吗？”

孙凤珍和李春霞把把
篾子铺在炕席上，商量着如
何起头。终于，炕席的一角编
出来了，接下来随着两人的
合作，炕席一点点向外铺展，
花纹逐渐清晰起来……

孙凤珍抚摸着刚刚编
出来的炕席，心里有些惆
怅。她说：“我以前不会编炕
席，是嫁到这里后才学会这

门手艺的。现在人们基本不
用炕席了。我也有几十年没
有编过炕席了，今天重新编
织炕席，感觉自己年轻了。
那时候我编的炕席平整，花
纹也均匀，铺在炕上光滑，
用起来舒服，绝对不会有
起刺扎人的情况。我的手
艺经常受到周围村民的夸
奖。虽然今天这领炕席编
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
多编几次，还是能达到以
前的水准的。”

文·摄影/本报记者 汤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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