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新西部·　　　　 ·2024年第2期

癸卯年腊月十一，是大寒节气过后的第二天，汉

中市南郑区迎来这个冬天最大的一场雪。

从 汉 中 市 高 铁 站 开 往 南 郑 区 黄 官 镇 的 路 上 ， 2 8 岁

的唐芳驾着车，偶尔扫一眼窗外飘落的雪花。她语速平

缓，向记者聊着她的藤编，以及藤编给她的人生带来的

变化。从自己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辞去深爱的教师工作时

的那种不舍，到接手管理公同之后被各种事务缠身无瑕

顾及两岁小儿的愧疚，从20岁初识藤编技艺到26岁投身

藤编事业再到如今将藤编技艺推向世界……

车子开进黄官镇非遗文化产业园，唐芳带记者走进

良顺匠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顺公司”）的厂

房。“我的人生就是被藤编改变了！”语气中偶尔带着

一丝娃娃音的唐芳说完这句话，扭头看向厂房一角几位

正在编织椅子的老年妇女。

20岁：是他让她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藤编

最 近 几 天 ， 唐 芳 大 部 分 时 间 是 在 黄 官 镇 与 汉 中 市

区之间来回奔波，工作是按照汉中市文旅局要求，指导

公司的设计人员、技术工人布置一个主题为“藤造新生

活”的大展厅。良顺公司参与的是展厅最前端的装修部

分，即用藤编作品作为基础装饰。展厅建成后，文旅局

将集中全市的文旅产品在这里进行展示和推介。

唐芳和丈夫陈凌凯一起管理良顺公司，分工明确。

她主要负责产品设计、生产、品牌宣传，以及与政府各

部门的对接。像布置“藤造新生活”展厅这样的工作，

正是属于她的管理范围。同时，她对藤编使用的所有原

材料的品种、质地以及所有产品种类、市场认可度也都

了然于胸。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岁之前，唐芳对藤编

还是一无所知。

2 0 1 5 年 ， 正 在 渭 南 师 范 学 院 就 读 的 唐 芳 被 男 朋 友

陈凌凯拉着帮他在淘宝开网店，尝试通过网络销售家传

的藤编产品。在此过程中，唐芳断断续续得知，陈凌凯

家经营藤编生意，在南郑的何家沟村、龙池村等地拥有

2800多亩青藤及木竹种植基地，已经形成“原料生产-成

品加工-产品销售”的生态循环产业链。正是在唐芳帮陈

凌凯开网店的2015年，汉中藤编技艺入选陕西省第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如今，一走进良顺公司的大门，就会看到有一面墙

挂满各种奖牌和荣誉证书，其中居C位的是一张年代感极

强的“劳动致富光荣证”，这是1982年11月8日，当时的

中共汉中地委、行署颁发给陈凌凯爷爷陈太坤的奖状。

其实，唐芳的娘家离黄官镇只有40多公里，可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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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芳：被藤编改变的人生
 呼东方

传承家族的藤编技艺，唐芳不仅创下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也给附近农家留守妇女

带去谋生甚至致富的技术。她说，她的人生被藤编改变，而她也在改变着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走向。她希望更多年轻人留在乡村，加入良顺公司的团队，让汉中藤编产业向

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唐芳在指导工人编制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