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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似锦鲤的形似锦鲤的““鲤遇鲤遇””木梳木梳。。““抹云抹云””木梳木梳。。

8 月底，位于杭州市武林广场杭州
中心的东阳木梳品牌“梵沐记”试营业满
月，这是“梵沐记”开设的首家线下店铺。

“不少顾客对山茶花按摩梳、玉兔拢
月按摩梳、鲲气垫梳等产品很感兴趣。”

“梵沐记”品牌创始人、东阳95后非遗传
承人陈浩归介绍，他相信这家店能持续
有良好的表现。

东阳木梳，一度乏人问津，制作技艺
濒临失传。经陈浩归等人努力，这项传
统非遗以更加青春的形象，走进了更多
人的生活。

好技艺，要经得起市场检验

陈浩归2015年和木梳结缘。彼时，
东阳木梳制作技艺传承人、年近八旬的许
立仁对这门手艺的传承几乎已不抱希望。

经历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
后，传统东阳木梳日渐受到冷落，掌握纯

手工制作木梳技艺的手艺人也越来越
少。为了不让手艺失传，许立仁想了许
多办法，但还是招不到徒弟，甚至子女也
不愿继承。直到2015年，经东阳市非遗
保护中心介绍，陈浩归上门请益并拜其
为师。

陈浩归的父母办了一个木制工艺品
厂，受父母影响，陈浩归从小对木作充满
兴趣。在了解东阳木梳的境况后，他有
了学习制作木梳的念头。

第一次去师父许立仁家，陈浩归高
中刚毕业。几乎一整个暑假，陈浩归都
泡在师父家。老人手把手地展示、教学，
不厌其烦。

别看一把小小的木梳，制作工序有
18 道，如断料、出坯、筛坯、开齿等，每一
道工序，陈浩归都认真地学习。开齿是
很重要的一步。铁制的开齿刀有好几斤
重，“很难掌握方向，方向稍有偏差，梳齿
就断了。”陈浩归说。

一天练习下来，手掌起泡是常有的
事，父母看到陈浩归伤痕累累的双手有
些心疼，问他要不要放弃，但陈浩归总说
这不算什么。

经过 3 年学习，陈浩归熟练掌握了
东阳木梳的全部工序，成为第六批东阳

市非物质文化项目（木梳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而且对木梳有了

新的认识。从年轻人的视角，
陈浩归看到这项老技艺存

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设
计、款式单一，难以让

年轻人感兴趣。

“如果经不起市场检验，再好的技艺
也可能面临失传的危险。”陈浩归说，他想
做一些改变。

差别竞争，找到创新发力点

2018年，陈浩归在上海读大学期间，
创办了浙江梵沐记工艺美术有限公司，随
后以“梵沐记”为品牌，设计了他的第一把
木梳。只是这把梳子，有些不一样——外
观圆润饱满，形似一朵云彩。它只有4根
梳齿，每根梳齿都有筷子那么粗⋯⋯

这是梳子吗？看到产品的第一眼，
记者难以置信。许立仁刚看到时，也是
一脸错愕。

“师父一开始确实有些不理解，这样

的木梳怎么梳头呢？”陈浩归说，但对于
自己创业，师父很支持。

陈浩归给这款木梳起名“抹云”，其
设计灵感，来自《木兰辞》中的“当窗理云
鬓，对镜贴花黄”。得益于大学时学习工
艺美术专业的积累，他还在“抹云”的设
计中融入符合现代审美和人体工学的元

素，主打按摩与舒适——“抹云”放弃了
传统木梳平直硬朗的造型、略显尖锐的
梳齿，其4根梳齿都由天然黑牛角制成，
可以在梳头的时候起到按摩头皮而不梳
掉头发的作用。

这款具备按摩功能的奇特木梳售价
超百元，很快受到年轻人追捧。仅在微
信上，其销售额就超百万元。

听闻“抹云”的销量，做了一辈子木梳
的许立仁大吃一惊，他开始重新审视年轻
人的审美。“价格高，还卖得好，我是不太
懂，但孙子、孙女都很喜欢。现在年轻人
有想法、有创意，我觉得很好。”许立仁说。

“抹云”让陈浩归找到了与传统木梳
品牌的差别竞争方向，“当时很多木梳品
牌还没开始做按摩产品，我觉得这是一
个创新发力点。”陈浩归说。

“抹云”的成功，也一度让陈浩归有
些“迷失”。“当时我大学还没毕业，靠着
一间工作室，就创下超过百万的销售额，
能不‘飘’吗？”

“抹云”热销后，产量跟不上销量，大
大制约了发展。陈浩归决心建厂，并培
养更多的制梳匠人，以扩大生产规模。
只是，建厂之复杂，超出了他的预计。

建厂的钱是他的全部身家，再加上
父母的几百万元投资，另外还贷款数百
万元。“当时完全不懂建筑设计，钢筋要
多粗、层高能建多高、水泥是什么标号、
消防又有哪些注意事项⋯⋯”陈浩归被
一大堆杂事烦得透顶。

经过一年多时间，在东阳六石街道，
一处占地面积 6 亩多的新工厂拔地而
起。新工厂2021年投产后，陈浩归新招
了一批手工匠人，上岗前严格培训，保证
了生产质量。

非遗发展，不一定苦哈哈

如今，陈浩归将更多精力放在了产
品设计上。

他几乎寻遍市面上的木材料子，对
比颜色、品质，体验成品与皮肤接触的舒
适度。无数次试验后，他采用紫光檀等
红木替代传统东阳木梳的黄檀木，这样
梳理起来更易抚平头发，而且体感更舒
适、外形更美观。

2021 年底，陈浩归开发了气囊梳。
一般的气囊梳，梳齿都采用化学材料，他
却用黑胡桃木，且齿头设计成荷花状。
虽然成本翻了好几倍，但木梳接触头皮

的瞬间，不会有静电，触感也更加温和，
不伤头皮。如今，售价 200 多元一把的
气囊梳已销售上万把。

在“梵沐记”展厅，多样新颖的设计
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一款“鲤遇”木
梳，外形就像一只玫红色的锦鲤正在悠
游；还有“鲲”与“扇”的组合，静置案头，
俨然是精美的工艺品⋯⋯

设计师金俊杰是陈浩归的高中同
学，从中国美院工艺美术设计专业毕业
后，他原本在杭州从事设计工作。经陈
浩归“招揽”，2021 年金俊杰返乡加入

“梵沐记”团队。
在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金俊杰

对木梳设计没什么头绪。“陈浩归跟我说，
设计师跟艺术家不一样，设计应该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如果设计出来的梳子很好
看，但拿在手里并不舒服，那这个设计就
不成功；一个木梳设计出来也许手感舒
适，但不好看，那也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金俊杰说，陈浩归一直坚持原创设
计，并愿意花时间等待团队成员成长。
陈浩归带领“梵沐记”不断推陈出新，获
得了近 30 项国家外观专利和 90 项原创
作品版权。

比如他开发的“玉兔拢月”木梳，梳
背选用两种颜色的木材，运用镶嵌工艺，
看起来像是一只兔子抱着月亮。这款木
梳已成功申请外观专利。

2023年是生肖兔年，陈浩归推出了
“兔好梳幅”，其兔子外形大头长耳、短腿
短尾，憨态可掬。在包装上，陈浩归也以
该兔子木梳为原型，仅用一条线就勾勒
出兔子形象。陈浩归为这个包装设计申
请了原创作品版权。

此外，一些诸如山峦、鲲鹏等造型的
木梳，灵感均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韵
味别致，掀起了一股木梳“新国潮”。

陈浩归不懈的努力和灵巧设计，赢
得了市场认可。“统计店铺收货地址发
现，我们很多客户来自北上广深杭等大
城市。”陈浩归说，这也是他在杭州开出
第一家线下实体店的底气。

陈浩归说，非遗发展的路子，不一定
是苦哈哈的。作为东阳市最年轻的非遗
传承人之一，他一直深感自豪。

目前，已经有金融、通信、医疗教育
等行业的头部公司，找到“梵沐记”，定制
专属礼品。对每一单需求，陈浩归和设
计师们都会认真研究。“这些合作，也让
东阳木梳的路子越走越广。”陈浩归说。

“梵沐记”创始人、东阳95后非遗传承人陈浩归——

一把木梳，“梳写”别样青春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杨振华 共享联盟·东阳 李 磊 王倩玫

新国潮·新青年新国潮·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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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归，1997 年出

生 ，东 阳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目（木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木梳品牌“ 梵沐记”创

始人，金华市工艺美术

大师。

陈浩归制作木梳。
共享联盟·东阳 李磊 摄

陈浩归制作木梳。
共享联盟·东阳 李磊 摄

“按我数的频率来，1、2、3、4⋯⋯边
上有人吗？找人去拿AED（自动体外除
颤器），打开 AED 开关，继续按压不要
停。别挂电话，一定要和我保持联系，等
到医生来⋯⋯”

午后的杭州市急救中心120调度大
厅，95 后调度员刘恬媛提高了嗓门、紧
盯着视频，远程指导现场施救，同时手指
迅速敲击键盘，记录病情并上传信息，以
便及时调派急救车辆。直到急救医生赶
到现场，刘恬媛才松了口气。

暑期的 120 调度大厅，就像上了热
搜的杭州天气，热辣滚烫。刚过去的 8
月，杭州120平均每天接到近1700个急
救电话，最多的一天出车 567 趟。这支
由31人组成的医疗急救调度团队，承担
着杭州主城区西湖、拱墅、上城、钱塘、滨
江 5 个区 500 多万人口的急救电话接
听、应急处置指导等工作。

2023年，视频远程指导急救系统在
该中心进入常态化运行，急救专业团队
心肺复苏成功率同比增长 70%，达到欧
美等发达国家院前心肺复苏水平。截至
今年 8 月底，该中心通过视频远程指导
心肺复苏的心脏骤停患者已有 96 例。
其中，入职仅一年的刘恬媛便隔屏救了
12例，在“中心排行榜”上位列前三。

美术生跨界

隔屏也能救人？一年半前，连 120
调度员职能都要上网搜索的刘恬媛，没
想到会干上这一行。

2023 年 3 月，美术生出身的刘恬媛
入职杭州市急救中心。此后，急救中心
视 频 远 程 指 导 急 救 系 统 渐 渐 进 入 常
态化。

经过 5 个月的专业培训和带教学
习，刘恬媛正式成为 120 调度员。视频
通话技术的引入，让她的工作进一步直
面患者。

当年 9 月，杭州某高校举行足球赛
时，一位患者心脏骤停，杭州市急救中心
调度员通过视频电话识别病情，及时指
导心肺复苏，同时告知最近AED所在位

置，在专业队伍接手后最终将患者从死
亡线上救了回来。随后这件事上了热
搜，刘恬媛说，从那时起，视频远程指导
急救系统渐渐被更多人知晓。

“我隔屏救的第一个病人，比这还早
一个月。”说起自己第一次独立抢救回的
心脏骤停患者，刘恬媛至今还带着点小
激动。

“去年 8 月 9 日，一家单位食堂的工
作人员操作电器时不慎触电，倒地不起，
工友们帮他打了 120。”刘恬媛回忆，当
时电话那头非常嘈杂，时不时还有“掐人
中，掐人中”这样的“场外指导”。

仅凭电话，刘恬媛难以准确了解患
者真实的病情。虽然焦急，但她很清楚，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作为调度员必须冷
静和坚定。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她向
报警人的手机发送了一条短信：“请点开
短信中的链接，让我通过视频看看病人
情况。”

很快视频接通，刘恬媛远程查看
患者后，迅速判断为濒死呼吸。她通
过视频对报警人说：“我来教你怎么
做，把你的一只手放在患者胸部正中
央，两乳头连线的正中间，另外一只手
压在这只手的手背上，快速往下按，1、
2、3、4⋯⋯”在报警人按照指导施救的
同时，刘恬媛通过“杭州 AED 在线平
台”发现，离现场不到 400 米处就有一
台 AED，她立刻让患者工友取来，并指
导他们使用。

这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院前急救时
间。几分钟后，急救医生到达现场，迅速
对病人展开进一步救援，很快生命体征
监测显示：病人已恢复心跳。

“救人的感觉特别好，没想到美术生
出身的我也能有这样宝贵的经历。”那晚
回到家，刘恬媛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了篇

“小作文”后，久久不能平静。

破解隔屏新挑战

通过视频判断患者的状况，破解了
此前远程电话指导的局限性，但这也给
刘恬媛和同事们带来了挑战。

“视频远程指导急救系统现在主要
运用于心脏骤停患者，但磨合起来不容
易。”岗前培训时，刘恬媛学习了如何判
别濒死呼吸，“这个时候患者口唇发紫，
呼吸很费力，呼吸间隔一开始可能是两
三秒钟，但很快就变成五六秒。”通常情
况下，病人家属无法识别，需要调度员快
速判断，从而及时指导救援。

刚开始缺乏经验，刘恬媛难以迅速
判断。于是，她注重向经验丰富的同事
学习，观察他们的处理方式。每次科室
例会上，急救医生和调度员会分享经验，
对刘恬媛来说，这样的内容就像爆款短
剧一样让她着迷。

渐渐地，她进一步掌握了窍门：如果
患者口唇颜色异样，叹息、用嘴呼吸，或
是腹部起伏非常明显且费力，大概率是
濒死呼吸。“我们都想多学点，用最快的
速度判断出患者的特征，为急救争取更
多时间。”刘恬媛说。

除了力求迅速、准确地做出判断，帮
助报警人克服心理障碍，并能在视频指
导下施救，也是一个挑战。

以往，在现场，即便学过急救知识，
报警人面对心脏骤停的患者，出于心理
压力，往往不敢救、不会救。

在刘恬媛印象中，急救时能主动出
手相助的报警人少之又少，经视频远程
指导，这一年多，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
开始尝试在第一现场救人。

去年，一位老人在家中晕倒，调度员
判断是心脏骤停，通过视频远程指导，老
人的孙子现场开展急救，并让家人拿来
小区的AED，一次性除颤成功。

生死时速中有温情

急救争分夺秒，无疑是紧张的，但其
中也不乏温情，并不断为刘恬媛和同事
们增添动力。

在杭州市急救中心有个传统，当心
脏骤停病人恢复后，调度员和急救医生
会去看望那些在他们手中重生的人，这
样的访问不仅是对病人康复的庆祝，也
是对急救人员的鼓励。

去看望自己第一个隔屏施救成功的
患者时，刘恬媛特地画了个淡妆，很早就
出门，坐地铁赶往钱塘区的医院。一路
上，她想象着患者恢复后会是什么样，

“结果到了病房才发现，他还不能走动，
而且是个非常腼腆的人。”刘恬媛说，但
她从患者微笑和道谢声中，读到了满满
的善意和感激。

这种重生的喜悦，如同一束光，照亮
了心灵。刘恬媛说，一次成功的救助，就
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幸福，“能帮到他们真
是太好了”。

还有一次，是在深夜，调度中心的
电 话 突 然 响 起 。 刘 恬 媛 迅 速 接 起 电
话。电话那头，一位老母亲的声音几乎
细不可闻：“我的孩子⋯⋯她⋯⋯她在
窗台上⋯⋯”刘恬媛尽力安抚老人：“请
您冷静，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老人稍稍平静了一些，她告诉刘恬
媛，她女儿 30 多岁了，有比较严重的抑
郁症，今晚喝了酒，情绪非常不稳定。“她
不让我靠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
进她房间⋯⋯”怕刺激到女儿，老人只能
躲在隔壁房间悄悄拨打120。

刘恬媛耐心地听着老人的诉说，不
时给她一些建议：“您现在最重要是默默
地陪伴她，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并循序渐
进地安慰她。如果出现紧急情况，请及
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为您提供专业的
医学指导。”渐渐地，老人家里的状况渐
渐稳定。结束通话前，刘恬媛宽慰老人：

“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挂上电话，刘恬媛深深地呼出一口

气。在这个不眠之夜，她温暖了一个
家庭。

如今，刘恬媛对工作越来越得心
应手，她还积极参与急救中心组织的
各 类 公 众 急 救 培 训 ，将 自 己 在 一 线
的 经 验 和 知 识 传
授 给 更 多 的 人 。
她 相 信 ，通 过 提
高 公 众 的 急 救 意
识 和 技 能 ，将 来
可 以 挽 救 更 多 的
生命。

杭州市急救中心120调度员刘恬媛——

患者重生之喜，如一束光照亮心灵
本报记者 朱 平 通讯员 张燕军

工作中的刘恬媛。

刘恬媛（右）、急救医生（左）与患者合影。这是刘恬媛通过视频远程指导抢救成功的第一
个心脏骤停患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