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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开始，就有著名国际品牌瞄上了良顺公司

的产品和藤编技艺。“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产品既保

持了中国传统技艺，以及天然无污染的原材料，又能惠

及产地农户的诸多品质。”唐芳说，与这些国际品牌都

是订单式合作。“除了为LOEWE制作扇编，还为丹麦

HAY公司提供藤编家具，还有出口到美国的藤编汽车组

件等。目前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室内家具、室内外装饰、

旅游产品三大类。”

这几年，良顺公司每年出口到欧美的产品约占到总

产量的10%。

唐 芳 在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也 考 察 了 当 地 生 产 的 各 种 手

工编制产品，她发现，从编织的精细化与作品设计的时

尚程度来看，良顺公司的产品更高端，更有竞争优势。

她从中看到了商机：“与欧洲人一样，中亚国家的人也

喜欢在户外吃饭，他们对藤编家具和日用品的需求量很

大，特别是塑料藤编材质的家具在当地或许会有很大的

市场空间。” 

唐 芳 认 为 ， 塑 料 藤 的 优 势 是 轻 便 ， 便 于 远 距 离 运

输，产品的性价比相对有优势。从非遗保护的角度看，

不能太多使用塑料藤，但也要看到，藤编的起源，就是

满足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所需。非遗保护的是编织技艺，

原材料方面是可以有所突破的。在唐芳看来，这也有可

能是公司未来发展外销的趋势之一。

2023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汉中市博物馆时

指出：“汉中藤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负盛名，要发展

壮大特色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陈良顺家几代人所做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期待的事

情。2015年，陈良顺得知两河镇5户编织棕扇的农户手中

的几百把棕扇卖不出去，就全部收购过来，通过自己的

销售渠道推销出去。2017年，在儿子陈凌凯的帮助下，

良顺公司棕扇网络销量突破10万把，还远销到国外。如

今，在良顺公司带动下，两河镇附近约有260多户农民以

编棕扇谋生。

与陈良顺等老一辈藤编艺人相比，外表柔和甜美的

唐芳的“野心”似乎更大。

在良顺公司一楼大厅，摆着很多棕床垫。唐芳说，

秦巴山区生长一种棕树，《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到棕蓑

衣、棕编草鞋，都是采制于此树，但如今已很难见到。

“我们引进机器做棕床垫，20%手工编制，80%是机器

压 制 ， 最 后 一 道 工 序 是 用 手 工 包 边 ， 成 品 零 甲 醛 无 胶

水。”唐芳的“野心”是，“要将山民长年守着却无人

问津的棕树叶子转化成让他们致富的一种资源”。

2021年接手公司管理以来，唐芳积极推进“公司+

合作社+农户+电商平台”的生产经营模式，带动5个镇的

1200多户3000多村民从事藤编及其他编织生产，平均每

户每年增收在8000元以上。“其中，长期稳定合作的农

户有700多户1200多村民，女性占到80%以上”。

这些数字，唐芳太熟悉了。最近几个月，她大部分

时间都在忙于接待来自全国、省、市各级领导和媒体的

考 察 、 参 观 和 采 访 。 2 0 2 3 年 1 0 月 ， “ 高 质 量 发 展 看 陕

西·汉中”全国主流媒体汉中生态调研采访团实地采访

良顺公司，唐芳负责讲解，父亲陈良顺现场演示编织技

艺。让唐芳记忆最深的是：“最多的一天，接待了16批

来自全国各地来参观、考察、交流的团体。”

2 8 岁 的 唐 芳 和 陈 凌 凯 ， 在 公 司 发 展 势 头 良 好 的 时

候 ， 已 经 开 始 考 虑 公 司 的 未 来 。 “ 目 前 我 们 的 主 要 工

作，就是做好公司的管理和产品销售，将这个产业做大

做强。到了40岁以后，就开始全心全意把这项传统技艺

传承下去。”他们还有一个共识，藤编这项技艺并不是

独家传承，谁愿意来学习，陈家都愿意传授。“将来汉

中藤编的国家级传承人谁都可以当，并不一定非要出自

陈家，只要能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只要让更多的

农民受益，谁都可以成为传承人。”

这些年与国际大品牌合作积累起来的经验，还有这

次走出国门后视野的开阔，让唐芳也开始从更宏观的角

度来调整良顺公司的发展思路，“目前，我们的产品在

中低端市场已经很有优势，我们现在缺乏的是高端市场

占比度。未来，我们要推出更多设计感的精品，向高端

和奢侈品市场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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