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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运城市青年夜校聚集地
的教室里，进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手
工课——非遗绒花课，学员们认真地
听老师讲梳绒的手法和注意事项。刷
子自上而下地梳理着，不一会儿，缠作
一团的绒线就成了丝丝分明的绒丝。

给学员们上课的老师，就是本次
采访的主人公——“00 后”女孩郭晶
竹。这位刚从运城学院毕业的学生坚
持绒花制作已有两年多，现已成立了
自己的工作室，在淘宝、小红书等平台
也开通了店铺，并通过微信朋友圈、短
视频平台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这次
转向线下课堂，则是希望可以通过自
己的力量，让更多人认识并喜欢上绒
花。

从喜欢到动手制作

“绒花，绒花，逢年过节，开满京
华。”《红楼梦》里，李纨曾将“宫里作的
新鲜样法堆纱花儿”送给大观园中每
一位姑娘，这里的“堆纱花儿”就是绒
花。

“铜丝为骨，蚕丝为肉，丝丝入扣，
风华千年”说的正是绒花这一传统技
艺。自秦时起，中国就开始了簪花传
统——以金、银、丝、绢等材料制成花
的样子，佩戴在头上。绒花也曾作为
贡品进贡宫廷，因其质地柔软、工艺精
美、色彩艳丽，深受宫中嫔妃的青睐。
千年之后，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和国潮
文化的盛行，更多人关注到了这项非
遗技艺，也有越来越多的手作艺人开
始学习、传承绒花制作技艺，一朵朵绒
花如今已飞入我们寻常百姓家。而绒
花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每一个人，尤
其是年轻人的认可和助力。

“00后”女孩郭晶竹与绒花的结缘
来自她高中时对传统汉服的喜爱。国
潮文化盛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在日常生活中着传统汉服，展现传统
文化之美。2020年，还在读高中的她
对汉服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参加了汉
服社团，和同好们一起“扒”汉服妆造、
购买小饰品，在群里分享琉璃步摇、缠
花等配饰，在这期间中，她被那些制作
精美、色彩丰富的绒花深深吸引。

上大学后，在接触和了解汉服的
过程中，她发现市面上搭配汉服的首
饰种类、款式及做工、质量参差不齐，
一枝质量不错、款式别致的绒花簪子
价格很高，不是她一个学生能承受的；
而一套精美的汉服，没有好的配饰衬
托，也是不完美的。因此，她决定自学
绒花，亲手制作自己喜欢的配饰。

万事开头难。看别人做簪子很简
单，但是自己上手完全是“一看就会，
一做就废”。郭晶竹在网上找到教学
视频看了几遍，感觉可以上手了，便购
买材料开始自己动手。对她这个新手
来说，那些教程看起来容易，但实际操
作起来却磕磕绊绊，不是绒没梳通，就
是线没有拴紧，就这样制作出她的第
一枝发簪。虽说没有半途而废，但呈
现出来的效果和想象中还是差得很
远。

就这样，她的日常除了忙学业外，
最重要的事便是制作绒花了。刷绒、
搓绒、打尖……日复一日的制作让她
的手指长满厚茧，书桌也经常被镁粉
弄得脏兮兮的。后来，在那些更为精

美的作品对比下，她意识到自己的制
作还是不太规范，就报了专业的网课，
再次从零开始，进行系统的学习。经
过一年半的学习和练习，踩过无数坑
的她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风格，
制作的绒花成品也变得越来越精致，
她也开始尝试更复杂的款式，牡丹、菊
花、九尾狐、凤凰等花鸟鱼虫都成了她
创作的灵感。

一开始，父母对她房间里的这些
“小玩意”不是很理解，认为她不务正
业，把太多学习时间分给这些业余爱
好。但看着女儿学习成绩没下滑，做
的“小玩意”也越来越像样，越来越精
美，父母也开始接受并支持她。

从热爱到职业传承

劈丝、梳绒、拴丝、勾条、搓绒、打
尖、传花……从一排排绒线到一根根
绒条，再把它们组装起来，看起来小小
的一枝花要用到好几种不同规格的绒
条，每一道工序里面细分的工序还有
很多道，这些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
可。“因为制作绒条本身就很复杂，所
以一枝花通常一天是做不出来的，做
成完整的一支发簪则需要更多的时
间。”郭晶竹说。

“制作绒花是个细致活，没有耐心
是根本做不来的。”手工桌前，她经常
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遇上着急的订
单也会通宵制作。但时间再紧，她也
不会敷衍了事，不会省略任何一道工
序。对郭晶竹来说，制作每一朵绒花
都是一场修行，在这中间她不仅修炼
了自己的耐心，也修炼了自己的心性，

“每做好一件作品对我来说，收获的都
是满满的幸福感，顾客们也期待每一
个订单，我要对得起客户的信任，也要
对得起自己的手艺”。

“将绒花拉成丝，可以做成绿叶；
将绒花夹扁可以做牡丹花瓣；而较粗

的绒花条可以当作浪花。”郭晶竹告诉
记者，两年多年的时间，她摸索出来了
许多技巧，制作作品的过程相对繁琐、
枯燥，但这些小巧思时常让她很是雀
跃。

没有课业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
重复着勾条、打尖、传花的动作，但她
并不觉得枯燥。“每一款作品颜色、造
型各不相同，每次制作都能带给我不
同的体验。尤其是将它们放到自己经
营的店铺账号里，看到许多人为这些
作品点赞，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为了方便放置制作工具，也为了
能静下心来好好创作，她在学校附近
租了一间小公寓。走进她的屋子，房
间里仅有的两张桌子上摆放的都是与
绒花相关的东西，有正在制作的半成
品，有还未寄出去的成品。“今年忙着
毕业的事情，就没有接单子，等把去年
的订单完成，再考虑今后的发展。”郭
晶竹说。而她手头正在制作的是送给
姐姐当作新婚礼物的喜簪，火红的凤
凰在她的指尖渐渐成形。

“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汉
服、喜欢汉服，但对于绒花，很多人可
能还比较陌生。其实绒花已经出现
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会发现，
绒花不仅是汉服爱好者、热播古装剧
里精美的装饰品，也可以成为生活中
精美的装饰画等。”谈起绒花，她不仅
有对传统文化的执着，更有着传承的
责任感。“绒花精致、漂亮，年轻人看
到一定会喜欢的，而我能做的就是让
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绒花的
美，看到我们传统文化在今天焕发的
新活力。”

一朵绒花的背后不仅是中国人的
高级审美，更是手艺人的传承与创新，
重新涌动起来的东方美学，再次深深
根植于年轻人心中。绒花在年轻力量
的浇灌下，有了新时代的创新，未来，
也必将会花开不败，馥郁长存。

指尖上盛开的繁花
——访“00 后”绒花手艺人郭晶竹

□记者 杨颖琦 王棉 文图

□杨颖琦

继“小镇做题家”“当代孔乙己”“佛系
少年（少女）”等网络热词被年轻人频繁用
于“自嘲”、用来表达自身状态之后，“45度
青年”“45度人生”也成为年轻人描述自己
“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尴尬境遇的
热词。达不到目标状态，又不甘心就此“摆
烂”，在种种纠结情绪下，只能处在0度“躺
平”和90度“内卷”之间的“折中状态”，达
成属于自己的自洽。

《山月记》里有一句内心独白恰好能说
明这种状态：“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
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
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不愿
意融入凡俗法则，可又没有勇气彻底遗世
独立；无心参与没完没了的内卷，但又不甘
于和“躺平者”为伍。这种“45度人生”，恰
巧就来源于两种矛盾之间、两股冲突之间
的张力。

面对当下社会环境中随时随地都可能
产生的学业、工作、生活等压力，二三十岁
的年轻人在涉世未深时都会有不知所措的
时候。以为可以走的路突然不能走下去，
以为对的事突然被告知是一场错误，在这
种状态下的迷茫、无奈、焦虑和不甘交织在
一起，形成复杂的情绪合集。另一方面，这
些年轻人也正在经历“人生四分之一危
机”，它描述的是一种“被各种可能性包围
却不确定自己人生方向”的状态，而他们能
做的就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完成自洽。
所以，不能将“45度人生”简单地视为一种
消极的人生状态。

夹角前是迷茫，夹角中是彷徨，夹角之
后是成长。向后的“45度人生”或许充满
困惑和迷茫，但只要转个身，向前的“45度
人生”也可以是重新出发的姿态。从这个
角度来看，选择“45度人生”既是一种平
衡，也是一种蓄势待发。“45度”是蹲踞式
起跑的姿势，也是人蓄势待发、奋起追梦的
缓冲。扩展人生，其实并不一定要马不停
蹄地埋头向前冲，偶尔也需要停下来整理
一下自己，找准个人“蓄力点”。或许只有
客观面对自己的能力和欲望，才能在这个
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内心世界的秩序。

45度也是直角的一半，同样，“45度
人生”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点，它既
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一躺了之”，而是
在复杂环境中理性地认识自我、探索世
界，是一种刚好平衡的人生状态。同时，也
像是“弯下腰”，俯身倾听，认识到自己的
“不足点”。

“45度人生”中隐含的迷茫也好、自卑
也罢，皆是因为年轻人对人生、未来怀着无
限美好的憧憬和期待，内心还留有锐意进
取的热情与积极。直面自己的脆弱，肯定
自我的价值，做好冲刺前的准备，才不枉人
生在世的冒险与游历。

“45度青年”的
“45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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