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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愿意跟着我学，我就有了
一份师者的责任，帮助他们靠着手
艺解决生计问题。”作为一名创业
者，吕春燕深知合作共赢的重要
性。创立自主品牌将近 10年，不少
人通过线上或线下了解到吕春燕的
编发技艺后拜师学艺。每多一名学
生，吕春燕便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
一分，如何让学徒凭手艺“吃饭”也
是吕春燕在为人之师时的忧虑。

近年来，汉服文化悄然流行，襦
裙、马面裙、战国袍等中国传统服饰
穿越千年，在今夕掀起“国风”浪潮，
新的消费亮点也从千年古韵中奔涌
而来。“穿汉服就会有妆造的需求，
正好和我一直从事的编发工作相匹
配。”吕春燕瞅准这一商机，在自己
的编发店旁开设一家汉服馆并交由
自己的徒弟打理，两人当起了邻居，
汉服馆提供服装，编发店则为顾客

梳妆打扮，打造“一条龙”式汉服妆
造体系。

如今，吕春燕的学生遍布全国，
他们或在郑州开设手工坊，或成立
化妆培训学校，或走出郑州，将中原
传统编发技艺撒播在全国多地。对
于自己的编发技艺所带给他们的收
入和成就，吕春燕倍感欣慰和自豪。

“保持初心方得始终。我的老
店一直都在这里，是我和编发技艺
的根之所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传
承，技法和品牌传承数十年、上百年
屹立不倒，逐渐也会成为一种精神，
成为所有学习过中原传统编发技艺
的人的精神寄托。”谈及未来发展，
吕春燕说自己更愿意做好“守门
人”，承担师者之责，坚守品牌根基，
讲好“非遗”故事，让编发技艺在中
原大地生根发芽。
记者 安欣欣 文/图

中原传统编发技艺非遗传承人吕春燕：

“指尖上的舞蹈”编织多彩创富梦
吕春燕最大的梦想，是把

她的“编发记”开成百年老店。
当“非遗”遇上编发，便是

一篇文化与美学的锦绣华章。
走进吕春燕的编发店，各式各
样的编发工具让人目不暇接，
指尖上的艺术在她一招一式
的编发手法中飞舞跳跃……
85 后吕春燕自小便与编发结
下了不解之缘，靠着这门手艺
在郑州就业、创业，用指尖上
的非遗走出生存之道、公益之
道、传承之道。

手艺为帆
从青葱岁月
到而立之年的“生意经”

吕春燕从小便对编发技艺耳
濡目染，自6岁起开始向其祖母和
母亲学习编发技艺，在长辈严厉
的教导和自身的努力下，编发手
艺伴随着她的成长而更加娴熟。
她在家族传承编发技艺的基础上
总结出理论文字版的“编发十二
式”“十指编织法”“彩绳辫子编织
法”等多项编发技艺手法。2010
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吕春燕便投
身到编发事业，前往广州系统地
学习了编发技艺，并在同年回到
郑州加入一品牌发饰公司。

从业4年后，吕春燕意识到所
在公司的经营模式已不再适用于
当时的消费需求，于是萌生了开创
自己的编发品牌的念头。2015年
初，吕春燕与其合伙人共同创立了
自己的品牌——编发记。在发展
势头迅猛的 2016至 2017年，其品
牌在郑州的门店高达 63家，在全
国拥有门店200多家。

经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时
代的洪流再次将吕春燕推到了分
岔口。“2018年前后，人们的审美
开始发生变化，客户自己能够学
习编发技巧的途径也变多了，送
编发服务的头饰店好像在一夜之
间成了时代的记忆。”吕春燕说，
彼时买头饰赠送梳头服务的经营
模式已不再被大众接纳，如何开
辟一条新的经营模式成为当时亟
待解决的问题。

“无论你未来遇到什么事，只
要你拥有一技之长，就拥有一个
铁饭碗，饿不死。”当经营困难产
生放弃的念头时，父亲的这段话
便萦绕在吕春燕耳边，激励着她
前行。

“卖头饰送手艺行不通，那
就只卖手艺！”经历了一段从业
生涯的至暗时刻之后，吕春燕谋
划出了与此前完全相反的发展
之道——针对编发服务收费，顾
客自主选择是否购买头饰。吕春
燕带领团队凭借平价但高水平的
编发手艺，将 2300多名会员牢牢
地“编”在了品牌会员册中。

中原传统编发技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河南技师学院特聘教
师、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中原传统
编发技艺特聘专家、河南省现代编
发文化研究院院长、高新区枫杨办
事处公园道社区郑州社区大学美妆
社发起人……在传承中原传统编发
技艺的征程中，吕春燕身上的“标
签”越来越多，她不再仅仅是编发品
牌的经营者，多重身份的加持更加
坚定了她的传承之心。

为了把古老传统的编发技艺分
享给更多人，吕春燕牵头于 2017年
成立了河南省现代编发文化研究
院，开设工艺编发课堂、儿童心灵手
巧童趣课堂，让大众通过编发技艺
了解更多的发型、发艺、发式知识。
而后又向中国古装造型艺术家拜师
学艺，深入挖掘编发文化，弘扬千年

发式文化，传承民俗手作技艺。
“开始做公益之后，我感觉整个

心扉都敞开了，奉献真的是很美好
的一件事。”自 2017年起，吕春燕偶
尔会在周末参加郑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组织的公益活动，传播
传统编发技艺。直至 2019年，吕春
燕正式“驻扎”到郑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从事部分管理工作，开
展公益活动，她所组织的中原传统
编发公益课堂也于当年在郑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举行了首期公
益培训。

市民夜校、社区大学、中小学等
多种场所活跃着吕春燕传播千年古
法编发技艺的身影，一节节用指尖
编出来的“非遗小课堂”在传递“美”
的同时，吕春燕也因其精湛的技艺
收获了不少赞誉。

信念为桨 在公益行中传承编发文化

实干为楫 在收徒授艺中发扬编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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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校开展公益编艺活动

吕春燕致力于传承编发技艺

非遗传承人吕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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