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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编编织织中中国国结结中中打打开开心心结结
退休职工史慧茹：

一件件玲珑精巧的编织品， 栩栩
如生……近日， 记者走进了丰台方庄
民间艺术馆， 在编织室里， 见到了史
慧茹， 她还是方庄民间艺术馆编织组
的组长。

“学编织 ， 让我的生活充满了美
感。” 史慧茹笑着告诉记者。

今年76岁的史慧茹是土生土长的
北京人， 19岁成为一名小学老师， 这
一干就到了退休。

在学校时，史慧茹是少先队的大队
辅导员。那时候，出于工作的需要，她就
学着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像编织的小发
电机、小航模，特别受学生欢迎。

退休后， 有了大把时间的史慧茹，
在一次逛地坛书市时， 被各种精美的
中国结深深吸引了， 一个强烈的念头
逐渐在她心里生根： 我一定要把中国
结学好！

说干就干， 史慧茹马上就拜师学
艺。 她善于观察， 喜欢揣摩， 每当遇
见喜爱的中国结， 都会用心琢磨， 细
心研究破解方法。 中国结， 看起来就
是一根线编织成的小物件， 但在学习
的过程中， 史慧茹越来越发现中国结
学起来很难。

“一根线， 分成两部分， 曲曲折折
编下来， 不能编歪， 不能编错。 否则
整个结编出来都不好看了， 这特别需
要心细、 心静， 还得认真。”

史慧茹说， 以前她一直是个大大
咧咧， 凑凑合合的人， 但是学编中国
结， 让她越来越细致。

“一 根 线 在 手 ， 不 仅 编 的 是 一

个小物件， 更是编织的人生。 中国结
跟人生多相似啊！ 每一步都得想好了
怎么走， 中间有坎坷、 有磨难， 认认
真真过下来， 最终打上一个漂亮的结。
编一个下来， 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

编中国结的手艺熟练了， 史慧茹
开始进行创新 ， 像编织成鱼 、 花环 、
小乌龟、 小扇子等的形状， 还有编织
成5个深绿色小蝙蝠组成的 “五福捧
寿”； 编成五边形、 中间镂空， 放置一
个小弥勒佛等小物件， 精巧美妙， 让
人爱不释手。

“你看， 这都是我编的。” 打开编
织袋 ， 一个个精巧的中国结 、 布艺 、
堆绣 、 串珠等小物件 “蹦 ” 了出来 ，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你看这只绿色的小孔雀 ， 多可
爱 ！” “你看这个中国结 ， 多小巧玲
珑！” 史慧茹的眼睛里溢满了光芒。

后来， 史慧茹开始免费教一些社
区的老人编中国结。 她带领的编织班
如今已有20多个年头， 在授课的时候
她总是不厌其烦手把手教学员， 她的
布贴画 、 串珠小工艺摆件 、 中国结 、
剪纸、 毛线编织等作品， 一件件栩栩
如生， 受到居民的喜爱， 还拿过一些
奖项。 在2015年艺术馆接待蒙古国社
会民主妇女联盟代表团时， 她的多件
作品都被收藏了。

“其实我特别想教一些残疾人、下
岗职工学编中国结。 我年龄越来越大，
希望多教一些年轻人，让他们学一门手
艺，我自己也特别开心。”史慧茹拨弄着
手里精巧的中国结，感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