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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一位名叫邵玲娟的热心读
者打进本报热线，说想给老年朋友推荐一
项手工项目——丝带绣。丝带绣是用各
种宽窄、颜色不同的丝带，配用一些简单
的针法，在棉麻布上绣出的立体绣品。

3月30日上午，记者走进邵玲娟的
家中，观察了她制作丝带绣的过程，领略
到了丝带绣的无穷魅力。

简单易学，很快就能找到门道

客厅墙上，书房的角角落落，邵玲娟
的家中摆放了近10幅不同图案的丝带绣
作品，将屋子衬托得颇为雅致。《春韵》中
红色玫瑰绚丽绽放，《江南烟雨》中烟雨
蒙蒙杏花盛开……

“我今年86岁，制作丝带绣已有22
年。这些作品只是一小部分，加上送给亲
朋好友的共绣了上百幅。”邵玲娟说。

邵玲娟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年轻
时由于工作调动，在山西大学图书馆工
作了30多年，2015年回到宁波。2000
年，邵玲娟参加一次联谊会时，遇到一位
老熟人，向她推荐了丝带绣，邵玲娟便开
始接触丝带绣。第一幅作品是几朵小
花，邵玲娟研究了两天完成了作品。制
作三四幅作品之后，她逐渐摸索到了一
些门道。

加点创意，还能变废为宝

“以前，套件包是到专门的丝带店里
买的，现在网上就能买得到，价格很实
惠，一般10多元至30多元一幅，更大一
点尺寸的也有 50多元至 70多元一幅
的。如需装裱，可以先把完成的绣布放
到清水里过一遍，然后晒干，保持布面平
整，再用针挑一下，让图案更加立体。”邵
玲娟说。

“相比于十字绣，丝带绣更适合老年
朋友。”邵玲娟说，丝带绣具有立体感，线
条粗犷，耗时相对较短，眼睛不会感到吃
力，而且针法多变，绣错了还可以灵活修
改，动脑又养心。完成作品后，可以送给
亲友，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正是感受到了丝带绣带来的乐趣，
邵玲娟有时上午8点就安静地坐在窗台
前研究针法，再看一眼时间，已是中午12
点了，她才想起来中饭还没吃，急忙吃完
中饭后，又继续开始“赶工”。

学会了丝带绣后，邵玲娟还多了一
项变废为宝的技能。家里装修时多出来
的几块深棕色窗帘布，她灵机一动把它
们缝制成了靠枕套，用彩带连接边缘，再
绣上几朵同色系的小花；破了的牛仔裤
改装成帆布包，绣上独特的叶子标记；穿
旧的衣服变身抽绳袋，可以用来装手机
和钱包……一个个创意衍生出了丝带绣
周边产品。“我把自己制作丝带绣的故事
说给大家听，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尝试一
下。如果有绣友在制作中遇到问题，需
要我帮忙，欢迎和我联系。”邵玲娟说。

想学习丝带绣的读者可以拨打热线
电话：87777777。

记者 徐丽文 实习生 严桑桑 文/摄去年，在乡政府的帮助下，
他把老房子改造成了铁艺馆。
300多件铁艺品统统上架展示，
有张牙舞爪的螃蟹，有20多个
火花塞、10多个大小不一的轴
承做成的海马，有简单到极致，
用汤勺、刀叉做成的钟……

看着满屋子的作品，林爱
国成就感满满。他用一个叉子
做成健美运动员，乐呵呵地握
着拳头向记者比划着问：“像不
像？”

那一刻，林爱国就像一个老

顽童，在他眼里，满世界都是美
好，都是欢乐。

但是，在他沾满油渍的工作
服上，记者看到了破洞，那双布
满了茧子、磨破了皮的手也写满
了沧桑。

林爱国说，这都是切割打磨
的时候火星溅到衣服、手上烫
的，脸上也经常会烫起泡。他
说：“嫩皮长出来，老皮撕掉，看
起来还年轻些。”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20年
3月，林爱国用磨光机打磨时，

刀片脱落飞出，扎进他右大腿内
侧，伤口缝了20多针。也就是
从那时候起，儿子就坚决反对他
做焊接铁艺。

但林爱国却不愿放弃。为
了安全，后来他戴上了头盔，同
时做好相关的保护和机器安全
检测。他说：“我家里不缺钱，我
从小就喜欢雕刻艺术，到老了就
更像孩子一样舍不得，有它们陪
着，我才不会孤独！”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蒋则蔚

86岁老人要给大家
“种草”丝带绣

用废旧零件
6年做出300多件工艺品

宝藏爷爷
你要火了

丝带绣作品。

近日，记者在象
山县黄避岙乡龙屿村
采访时，看到了一个
特别的老式电影放映
机。

“供片盘”是废旧
电动车的车轱辘做
的，由一串铁链、导线
和机体部分的“电器
设备”相连接。“电器
设备”则是由海产品
养殖基地废弃的氧气
压力表、电动车刹车
装置、喇叭、扳手、夹
钳，还有电表箱的空
开盒、手提式电焊机
等 20 多种废品焊接
而成。

退休后迷上焊接工艺品

老房子改造成为铁艺馆

▲

用 1000
多 个 螺 母 、螺
钉、垫圈等焊接
而成的八爪鱼。

▲ 用废旧物
件焊接而成的 16
毫米胶片放映机。

▲

用20多个火花塞、10
多个大小不一的轴承做成
的海马。

“它虽然是件工艺品，不能
用，但放在那里就可以让我们回
忆起年轻时放映电影的场面，唤
起乡愁。”说话的正是制作者、龙
屿村72岁的老人林爱国。

林爱国 17 岁开始学习木
工，曾从事仿古细木家具制作和
木雕手艺近50年，办过家庭工
厂，获得11项发明专利，产品远
销欧美。2016年退休后，他迷
上了用破铜烂铁焊接工艺品，短

短 6 年做出了 300 多件工艺
品。这个老式电影放映机的制
作材料，就是他骑着电动车到乡
里、县城的废旧物品收购站、车
辆维修部淘的。

林爱国做这个电影放映机
花了10多天，但这还不是他最
费时费力的一件工艺品，花心思
最多的是一条八爪鱼，光焊接的
小零件就有1000多个。

他告诉记者，这个八爪鱼

里面是铁板做成的圆底托盘，
由1000多个螺栓、螺母、螺钉、
垫圈、挡圈等焊接而成。因为
小，特别考验焊接水平。最难
的是八只爪的弯曲弧度，要弯
得恰如其分、生动形象并不容
易。去年夏天，他每天早上6点
起床，吃完早餐就开始琢磨，坐
在院子里敲敲打打，切割、焊
接、打磨、修复，花了20多天才
完工。

林爱国向记者展示他用叉
子做的健美运动员。

记者 张晓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