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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不少去过万象
汇的朋友可能会对商场中央展陈
的“跃入花云”巨幅龙年编织装置
有印象，这个作品就是我和团队小
伙伴们一起创作的，这也是目前为
止我参与设计制作的最大的编织
作品。

“跃入花云”的设计出发点是
给无锡送上龙年祝福，所以我们将
无锡元素和手工编织艺术相融合，
选用软质纤维材料来体现无锡这
座城市的温暖。在千变万化的中
国传统结绳艺术中，我们选择了象
征财富与繁荣的双钱结和麻花结
编织出神龙的形体，这两条神龙的
灵感就来自梁溪河和古运河，希望
这两条龙能和这两条河流一样给
无锡带来繁荣和幸福；由绳结编成
的无锡市花梅花撒落其间，表达了

对春天的期待。整件作品结
合万象汇的空间与尺度，通过
平面视觉和立体装置的相互呼
应、虚实与动静的对比，构建出
游龙时而于梅花丛中飞腾，时而
在悬挂的流苏间入画游走的神秘
灵动感，展现出犹如江南绘画般的
流动诗意。

这个定制作品非常庞大，材料
和人工需求量也很大，但制作周期
又短，所以很考验从制作到安装等
方方面面的统筹。在前期一个多
月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在上海一家
工厂和十几位阿姨一起赶工。2月
5日晚10点，商场清场后我们进场
开始了紧张的安装作业。因为装
置比较大，我们采取分片制作、现
场安装的形式。悬挂着的每一片
结构都有4.5米宽、7米多长，除了

要将它们悬挂到正确点位外，
分片与分片之间的连接处还得现
场编织，大伙争分夺秒地分工合
作，作品一块一块地完成、悬挂上
升、渐渐成形。经过20多人通宵
达旦的努力，整个作品在第二天早
上8点前全部安装完毕，看着最后
呈现出来的效果，所有人不禁欢呼
起来。

这个作品最初是我的一个想
法，但在完成的过程中融入了很多
人的心血，当所有人拧成一股绳朝
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成功将传统手
工技艺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构想
结合时，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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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编织就是我的语言：
用手作把世界变得有趣

口述：赵泽婉 整理：晚报记者 潘凡

无论是常见的毛衣、饰品，还是各种卡通、人偶，抑或是大型编织美
陈装置，各式线材经过潮汕姑娘赵泽婉灵巧的弯折穿梭、扭转缠绕，就
变成了精致又充满设计感的艺术品。别看赵泽婉今年才33岁，
她的“织龄”却已有20多年，这些年来，她用各种花样编织技法
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也为
很多人带去了快乐和美的享受。

我出生在广东潮汕，当地有很
多人从事手工出口生意，我的父母
就是做针织品出口一行的，耳濡目
染之下，我从小就爱上了编织。小
时候我每次去亲戚家里玩时总会缠
着表姐们教我织毛衣，在家里也会
跟着妈妈学钩针。至今我还记得第
一个独立构思编织的作品——给玩
具小熊织的一件背心，织出来的那
种快乐和满足仍记忆犹新。

我还经常去书店淘编织书，看
到好看的就买回来研究，因为有些
针法基础，一看图纸就懂，信心就
更足了。慢慢地，不局限于针织，
我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编织方式，
比如绳结、梭编等，只要是和编织
结构有关的，我都很感兴趣，常去
家里的工坊挑选各种线材做自己
想做的东西。

初中毕业后，妈妈看我成绩还
可以也很喜欢捣鼓这些，就建议我
学美术以后去做服装设计师，于是
我就开心地踏上了学美术的道路，
深入学习后我发现自己对空间结

构更感兴趣，就报考了江南大学环
境艺术设计专业。在大学里，我有
大把时间来随心所欲地尝试更多
的材料和工具。开淘宝店、去市集
摆摊，只要是和手工相关的活动和
工作，我都会去接触、去了解、去参
加，向身边人、各种平台展示自己
的作品。读研期间，我去了一家关
注多年的公司实习，那家公司将手
工工艺研究透再投入设计中，让传
统手工艺焕发活力的理念很吸引
我，在那里我接触到了更好的平
台，看到了手工艺在设计中的力
量。后来，我还专门报班系统学习
了编织的知识，获得了一些证书。

其实编织设计只是我工作的
一部分，我还结合专业做了很多空
间艺术方面的设计和尝试，作品也
越做越大，像去年还给上海蟠龙天
地的游船做了编织，参与了广州星
海音乐厅剧场道具等中大型设计
制作。对我来说，每个项目都是一
次创新和挑战，虽然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难题，偶尔也会有一些小遗

憾，但我和小伙伴会想尽办法去平
衡和实现，这个过程有时候很痛
苦，但也很刺激。常见的问题是制
作经费和时间紧张，材料购买与制
作安排之间的矛盾。因为每个项
目都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分析各种
条件、尝试各种可能，在对比分析
可行性后做出最优选择。像蟠龙
天地的游船编织，虽然在工作室里
制作了一个月，但还要花一周时间
现场编织再安装到游船上。现场
编织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比如天花板编织部分没有安
装的经验，挂帘子的杆子游船没有
提供等等，我便发动朋友圈，寻求
专业人士来帮忙安装，找到工厂定
制加工，最终赶上了工期。其实，
做装置项目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
题的过程，也正是这些困难让我们
的价值得到体现，并为下一个项目
积累了经验。所以有问题是正常
的，要放宽心去面对，可以说良好
的心态是完成一个项目的必备条
件。

热爱编织于我而言似乎是一件自然
而然的事，就像作家的工具是文字一样，
我的表达工具就是编织，所以编织会是我
一辈子为之坚持的事。

大学里我就想好了自己的品牌：一个
碗。因为在潮汕话里我的名字和一碗很
谐音，所以干脆给自己的品牌取了“一个
碗”的名字。批量制作和售卖重复的编织
物品不是我想做的，我喜欢体验每一次不
同的编织，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所以我选
择走定制之路，这一件件定制作品也磨炼
出了我织什么东西都可以的能力。虽然
定制客户的需求五花八门，但我会尽量满
足他们，这样的原创过程更有意思也更有
成就感，而且能看到每个定制人背后的快
乐和故事。比如曾有一个男生来买编织
材料包，用心学习钩针亲手编织礼物送给
女友，女友很喜欢；也有人在展览中没买
到我的周边，时隔几个月后终于找到我的
淘宝店跟我说她很喜欢我的作品想要购
买，得知自己的作品被人喜欢、被人惦记
那么久，很开心也很受鼓舞，这也是我创
作的动力。

疫情后，我辞了职，全身心从研究、创
作和教学三个纬度打造自己的工作室，开
始研究各种编织工艺的历史和基本针法
的应用，做出归纳、总结和展示；尝试在B
站和小红书等平台做一些线上教学视频，
线下则争取到了在市少年宫教授手工的
机会，教小朋友们观察生活，从设计的角
度去做手工。

前段时间，我搬进了新工作室，这个
80平方米的小天地就是我尽情创作的魔
法世界，只要是能软化的各种线材我都会
拿来尝试，通过钩针、棒针、戳戳绣、编织
机、梭子等不同的工具，让头脑中的乍现火
花和编织工艺融合碰撞，努力把现实物件
变得有趣，让更多人看到编织艺术的魅力。

编织“巨龙”飞入商场

从小就热爱编织艺术

编织是我一辈子为之坚持的事

客户定制的结婚照。

“跃入花云”龙年编织装置。给杭州青山村观光车做的趣味装饰。

赵泽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