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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提供毛线，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组织发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手工编

结爱心毛衣，送给特殊儿童，包括孤残、

留守、贫困、少数民族儿童等。”顾

红蕾说，“19 年来，这个活动实现了

全国 31 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

区全覆盖。每年我们要织掉折合 30 多

吨的毛线，19 年来我们已经编结了超

过 144 万件爱心衣物。‘恒爱行动’得到

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三次荣获中华慈善奖。

很多人问我，你们不是有成衣吗？直接送给孩子

们羊毛衫就行了呀。我觉得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件温

暖他们身体的毛衣，还包括妈妈手上的温暖。”

也正是在“恒爱行动”推广、“妈妈牌”毛衣发往全国各

地之际，2009 年，“海派绒线编结技艺”被列入第二批上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来看，尽管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

用于家庭内手工绒线编结的时间大大减少，但自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以冯秋萍、黄培英、鲍国芳为代表人物，作品花纹、色彩

与当时上海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形态紧密联系，并烙上中国文

化底蕴的海派绒线编结，仍在不断传承与发展。中国的手工艺

人将东方传统结绳技法与舶来的绒线编结技艺相结合，大大丰

富了绒线编结的针法、花样、载体和应用场合，这一点，从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颁奖花束就能看出。一朵朵玫瑰、月季、铃兰、

绣球、月桂和橄榄，象征友爱、坚韧、幸福、团结、胜利与和平；

冬残奥会颁奖花束中，增加了一支蓝色波斯菊，象征坚强。“共

用花束 1251 束，累计花材 16731 支。每支花材上有叶有花，均

为纯手工制作。仅一朵玫瑰，就需要一位编结师耗费至少 5 小

时。另因花材各异，技法也不尽相同，完成一束精美花束，耗

时长达 35 小时，所有花束的全部手工制作时间近 5 万小时。”

相关报道如此写道。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为奥运定制花束以

后，恒源祥开始为大型活动、相关单位定制开发绒线花产品。

康复国际百年庆典的颁奖花束、第二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上

海之夜”嘉宾伴手礼——市花白玉兰瓶插花、维也纳世界和平

合唱节“蓝色多瑙河”纪念花……，无不令目睹花容者印象深刻，

久久难忘。“2023 年 3 月，恰逢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

词 60 周年纪念，我们与全国学雷锋学校联盟师生一起共同学习

了绒线花编结技艺，共同编了一对雷锋花篮，3 月 5 日当天送到

绒线，销路渐渐不如以往。顾红蕾深有体会。

她大学毕业加入恒源祥，最初一段实习

经历就是在南京东路的恒源祥百货商店

站柜台卖绒线。“我最多的一次一天

卖了 200 斤绒线。可想而知，那时候

买绒线、结绒线衫，是一种主流的生

活方式。”顾红蕾说。

正如之后嘉宾对谈的论坛环节，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所回忆道的，当

年的上海，哪怕男生，也曾经帮妈妈、奶

奶、外婆绕绒线。织毛衣，曾经是一场不自觉

的“全民大派对”，连本次读书讲坛的主持人、上海

人民广播电台首席主持人秦畅都忍不住提及，自己大学时曾

学着织了一条围巾给当时的男友，亦即现在的先生。“我要

回去翻箱底，找找我的唯一编结作品。当年，那是一种流行！”

秦畅说。

顾红蕾在演讲过程中，提到作家程乃珊的一段文字：“要

说什么是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结绒线……如

果说上海男人是一对冰冷尖削的钢针；上海女人，则是那团柔软

毛茸的绒线。在绒线与钢针牵丝攀藤的交锋中，织出各种图案的

一片彩虹。”她还提到了张爱玲，提到了蒋勋在《美，看不见的

竞争力》一文中的一句话，“人的手在很长的时间里习惯一种材

质，在这种材质里慢慢发展出一种创造力，随着这种工艺的消失，

手不再接触这种材质，创造力也会一直萎缩下去”。

自 2005 年起，恒源祥发起“恒爱行动”，似乎想奉献出

具有创造力的爱心。“‘恒爱行动’的主要形式是由恒源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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