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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牛特旗的木雕分为浮雕、镂空、阴雕、圆雕等
手法，主要用于实用家具和宗教用具两个方面。实
用家具美观、华丽，其中以浮雕最为普遍，在器物的
表面雕满纹饰，既有立体感，又造型灵动。

雕刻程序大致分为 6 步。选材，根据北方树种
的种类和需要，选择文冠果木、杏木和榆木等，这

些木材色泽光润有纹理，质地坚韧光洁。分离，根
据选好的木材形状进行设计，并用锯进行分离。
画图，在分离刮好的木料上设计绘制图案。雕刻，
按照图案运用不同的雕刻方法进行雕刻。打磨，
用砂纸打磨图案，直到显露出木头的纹理，表面光
滑为止。涂层，根据审美需要，将木雕作品打蜡，
刷上清油、油漆。这些木雕上的花纹取材于草原
人民的生活，具有结构巧妙、形神兼备的艺术特
质。

翁牛特木雕

笤帚，在老一辈人的生活中十分普遍，是
传统审美的反映。时至今日，笤帚的替代品越
来越多，在实用性受到冲击的同时，民间传统
草编手艺还能否延续下去？步阳草编给出了
答案。

民间智慧的结晶

草编，是一项古老的编织手工技艺，它是
利用各种柔韧草本植物为原料加工编制的工
艺，因原材料生长范围广且易得，在民间一直
流传至今。

从原始时期单一的草编席到唐宋明清时
期种类丰富、做工精美的草编生活用品和工艺
品，人们对于艺术美感的追求不断提高，草编
工艺也在不断地进步与完善，通过人们在日常
生活劳作中慢慢摸索和代代传承，直至发展成
熟。草席、草鞋、草帽、斗笠、草篓等都是珍贵
的文化遗产。

编织资源的丰厚和编织业的普及，道出了
人们对编织技艺的感激之情。发展到今天，植
物编织不再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传统工艺
和文化的象征。

“步阳草编主要以制作笤帚衍生品为主，
笤帚的文化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笤帚有两种
文化寓意，一个是‘迎’，主人拿着笤帚在门口
迎接客人，寓意主人亲自扫门待客，仪式隆
重。一个代表‘拒’，寓意驱逐魔邪，扫除不
祥。”步阳草编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王
翠华说。

王翠华受父亲影响，15 岁就能使用简单
手编工具制作出常见的笤帚、锅刷等日常用
品。2009 年拜师草编工艺大师谢景山，草编
技艺日益精湛。多年来，她经常到村民中间指
导草编技艺。2015 年，步阳草编获得第二届
内蒙古自治区工艺美术创新作品大赛二等奖，
同年 12 月《工艺笤帚》系列荣获内蒙古博乐歌
称号。

草编具有文化传承性。它是人民群众从
生产生活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手工技艺，并
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手口相传传承下来。草
编制品这一载体能够反映出人们的生活风貌、
精神智慧和文化价值。因此，中国传统草编工
艺作为传统的民间艺术仍活跃在历史的舞台
上被大家关注着。

草编寄托了人们的情感。草编工艺是由
人民群众创造，在民间发展起来，并扎根于民
间，其出现与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传统
草编制品反映着人民群众在草编过程中的审
美体验和情感收获，而现代人又有渴望对话传
统的情感需求，这种情感共鸣，使传统草编工
艺重回大家的视野。

步阳草编就兼具了文化属性和情感寄托
两种功能。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步阳草编工
艺的本质没有变。

编织叠转的艺术

草类编织是用手指或运用工具，将编织材
料进行交叉组织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规律性、
反复性、循环性的手工技艺。

步阳草编以长纤维高粱草为原料，当地人
俗称笤帚糜子，经过挑选、脱粒、打磨、编织、加
工、包装等工序制成。主要草编制品有各式花
样的大小笤帚、小挂件、装饰工艺品等。

“笤帚属于纯手工编制，每个师傅的编制
手法和用线颜色会略有区别，我们在草编上用
彩色丝线绕出汉字的形状，编出象征祝福的
字，既美观又有寓意。”王翠华说。

一般来说，草编用的材料，都要经过特殊处

理，编织过程中需要的工具有压草板、剪刀、水
盆等。浸泡是很重要的环节，把准备好的草秆
和糜子放在水里进行处理，再风干备用。

步阳草编的制作者根据草种的性能和制
成品的特点，创造出了很多编织方法，如编、
绕、盘、穿、结、捻、钩及编扎钉等。编织面的形
态有平面的、凹凸的、透孔的、辫子的、盘花的
等等。

我们常说的编织草辫，就是采用不同的编
织法可以形成多种组织结构。最简单、最基本
的方法是编织平辫。传统上将草秆的根数称
为股，因编辫的挑压方法以及股数不同，可以
编织出不同的草辫。草秆的根数、股数越多，
编出的辫越宽。当前动作的草秆被其他草秆
压住时叫“挑”，草秆压在其他草秆上面时叫做

“压”。例如“挑一压二”，即当前动作的草秆被
另外一根压住，再压住另外两根，依此类推。

还有一些技法，如“拐角”就是将两根草秆
十字相交左右各编两下。“盘挂”是两种辫子掐
长后剪去续接头，把草辫一圈一圈盘起来，叫
做盘挂，每圈称为托。折秆要先轻后重，先把
方向找准，然后压、挑。

当然，在编织过程中还要不断地整理已经
编好的部分，令其松紧均匀，结实整齐，防止边
缘弯曲或宽窄不一，糜子要稳稳地扎住。步阳
草编的每一个成品都要确保牢固、耐用，既要
保证它的美观性，也要保证它的实用性。

制作的最后一步，就是点缀装饰，参照样
板用盘攒、绕缝、编织的手法制作零件，按色彩
搭配再拼接组合、校正、修边、吊挂绳。

步阳草编环保健康、做工精致、颜色鲜
艳。而且自带天然草香，能够清新空气、净化
心灵。耐磨耐高温、抗静电，是清扫的好帮
手。平时不用时可挂在床头，有镇宅、压惊、安
神的功效，也是馈赠亲友的佳品。

转型升级的样本

从外观的审美属性来说，传统的草编制品
在外观上达不到现代的审美要求。很少有年
轻人愿意去学习传统的草编工艺，现存的传统
草编手艺人大部分为中老年群体，老一辈人对
于社会潮流趋势的的变化并不敏感，因此编织
的草编制品与当下的流行脱节在所难免，这是
草编技艺面临的困惑。

让年轻一辈接受并认可这一传统手工艺，
将生活用品转化成工艺品的道路并不平坦。提
升和挖掘草编的文化价值是其中的重要一步。

2013年 7月 15日，突泉县草编博物馆正式
开馆，博物馆建筑面积 526平方米，展厅内有纤
维草编织品、玉米叶编织品、竹藤类编织品等展
品 300 余件，对当地草编文化的传承作了系统
介绍，还有各类生产机械设备及原材料展示。
博物馆内还设有工艺大师现场展示区域。

据了解，展品主要通过民间进行征集。这
些散落在群众中的民俗用品，蕴含着群众生活
的烟火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同
时也给予人们最直观具体的民俗生活的感知。

步阳草编博物馆现已成为当地展示和宣
传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致力于将
发掘、征集、收藏、保管、研究和宣传教育功能
相结合，科学规划陈列展览内容，向广大游客
展示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物和丰富的民族
文化，呈现手工艺历史、民俗民情、民间艺术的
多样性。

目前，突泉县已经建立起集种植、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龙头企业，以“公司+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模式，带动农户种植长纤维高梁草、
贵黍草，定单回收，并在当地加工转化为中式、
欧式、工艺笤帚。

走出去，引进来。为了提高手编工人的编
织技术，相关部门每年都会选派手编师傅外出
学习，把样式新颖的手编工艺品、手编工艺技
术带回来。同时也会聘请手编高级技师，开设
多期手编技术技巧培训班。通过学习，工人的
手工编织技术逐年提高。

随着手工技艺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的采用，传统的、样式简单的步阳草
编正朝着现代的、潮流的方向迈进，产品的市
场反馈越来越好。目前，步阳草编制品在哈尔
滨、沈阳、长春、大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
及周边均有销售市场。市场容量大、绿色环保
无污染，深受消费者喜爱。

草编工艺品是既古老又有巨大应用潜力
的手工艺术品，它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
之地，在整个世界文化长河中也闪烁着迷人的
光彩。

步阳草编让人们相信，草编不仅仅是日常
用品，只要敢于突破、挖掘内在民俗文化价值，
从造型、图案、色彩上打破传统固定形象，老物
件儿也能够焕发新的生命。

传承

中 国 传 统 草 编
工艺历史悠久，拥有
独 特 的 文 化 魅 力 。
在内蒙古就有一种
特殊的纤维草手编
工艺——步阳草编，
诞生于兴安盟突泉
县 水 泉 镇 ，2015 年
被评为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步
阳草编的故事要从
一把笤帚说起。

——编者 的华丽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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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之步阳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