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上，王新元拿出漫画主题刺绣

作品，引起了学生们的一阵惊呼：“太漂

亮 了 ，可 以 摸 一 摸 吗 ？”作 为 非 遗 传 承

人，进校园讲授粤绣已是王新元生活的

一部分，“传统粤绣题材，主要是荔枝、木

棉、孔雀等，年轻一代更喜欢时尚、新潮

的内容。”

“一开始，我学的是传统刺绣图案，

后来思考是否能加入一些创新元素。”王

新元将油画、摄影、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中的线条、构图、色彩、光影变化融入作

品，同时，创新性地选取名画、青铜器甚

至是漫画、游戏等作为刺绣主题，制作

“新”粤绣。

不仅主题创新，王新元还将刺绣手

艺融入生活，与团队研发了一系列文创

产品，包括胸针、台灯、笔袋等，“都取得

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后续我们还将不断

推陈出新。”

科 技 的 发 展 ，也 为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提 供 了 新 的 推 广 平 台 。 去 年 年 初 ，王

新元受广东省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 护 中 心 邀 请 ，首 次 以 直 播 带 货 的 形

式 推 广 粤 绣 。 直 播 中 ，王 新 元 向 观 众

详 细 介 绍 粤 绣 历 史 和 工 艺 ，并 售 出 了

170 多幅刺绣工艺品。

“网络平台上的火爆，对我们来说，

是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机会。”王新元

说，“不论是题材创新、产品创新，还是推

广方式创新，说到底，我们希望粤绣这门

老手艺，能在现代焕发新活力。”

粤绣传承人王新元——

创新题材拓市场
本报记者 姜晓丹

走进江苏省苏州市镇湖苏绣小镇，入

口不远处的弥惟刺绣工作室，一片繁忙景

象：设计师们在书桌前挥笔如飞，绣娘们

在刺绣绷架旁穿针走线……“很多订单要

交付，得抓紧把样品赶出来。”弥惟刺绣工

作室负责人张雪说。

今年 34 岁的张雪是苏绣小镇里的

一名“绣二代”，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做

起了“绣郎”。2015 年，张雪在绣品街租

了一家二三十平方米的门店，创办了自

己的工作室。短短数年间，张雪的苏绣

工作室已形成规模，员工达到 30 多人，

工作室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元。

与刺绣大师相比，张雪在绣工方面

仍有差距，但年轻人新点子多。同时，他

将苏绣融入现代生活中去，开发出苏绣

耳机、苏绣首饰等文创产品。

作为一名后起之“绣”，张雪的成功

并非偶然。占地面积约 3.8 平方公里的

苏 绣 小 镇 ，给 张 雪 的 事 业 发 展 提 供 了

更好机会。2017 年以来，小镇打造了中

国刺绣艺术馆、绣品街、“新集”苏绣小镇

文创旗舰店等苏绣文化载体，形成了集

文 、博 、展 、研 、游 于 一 体 的 苏 绣 文 旅

街区。

如今，在苏绣小镇，已经形成了一条

涵盖设计、版权、生产等产业要素的苏绣

产业链，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苏州

苏绣小镇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华介

绍，截至目前，苏绣小镇已经聚集 400 余

家绣庄，40 余家相关产业配套商店，小

镇内从业人员近一万人，每年吸引游客

达 百 万 人 次 ，2022 年 小 镇 产 值 近 14
亿元。

苏绣传承人张雪——

绣出文创新天地
本报记者 王伟健

双手上下翻飞，针线轻盈穿行，一

片翠绿的竹叶在锦缎上“生长”出来。

在四川省成都市“郝淑萍蜀绣工艺美

术大师工作室”，陈明会早早开始了工

作，“那针线穿过锦缎的声音多清脆、

多好听！”

当 绣 娘 是 陈 明 会 的 梦 想 。 2005
年，她决心学习蜀绣，在一个夏日来到

郝淑萍的工作室。满墙是琳琅满目的

刺绣佳作，几名老师傅专注地飞针走

线。“来了就不想走了。”陈明会觉得这

就是自己梦想的学艺之地。

耐得住寂寞、把蜀绣当成一辈子

的事来做，这是郝淑萍的要求。学艺

初期，绣一朵花都要花费近一个月时

间，因出错而返工的不计其数。陈明

会往往早上拿起针线，再抬头便是晌

午，“绣的时候不觉得累，晚上回到家

才发现精力都顺着针尖溜走了。”

从事刺绣 10 多年，陈明会已成长

为四川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也越发感

到刺绣是一辈子的事。

近年来，四川有不少职业院校开设

蜀绣专业，陈明会也经常被邀请去讲

课。向来拿起针线就变得寡言的陈明

会在课堂上滔滔不绝，一堂课下来“嗓

子 干 得 直 冒 烟 ”，学 生 们 都 还 意 犹 未

尽。“虽然科技发达了，传统工艺的传承

还是不能全靠电子屏，也要有手把手、

面对面的传授。”陈明会说，把蜀绣传承

下去是她的责任，也让她感到光荣。

蜀绣传承人陈明会——

学艺是一辈子的事
本报记者 李凯旋

走进湖南省长沙市的“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李艳刺绣艺术工作室”，便见

到一只斑斓猛虎静卧于前，颔首张目，

不 动 声 色 而 又 凛 凛 生 威 、栩 栩 如 生

——这是湘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艳

在 2012 年创作的作品《虎凝》，也是她

迄今为止最满意的湘绣技艺创新性作

品之一。

“在中国刺绣界，常有‘苏猫湘虎’

之说。”李艳说，老虎题材刺绣，是传统

湘绣作品中的一绝。

早期的湘绣老虎主要运用平针刺

绣 ，色 泽 鲜 亮 ，但 所 绣 的 老 虎 稍 显 呆

板，生气不足。

经过长期摸索，李艳创制了不同

针法，用于增强动物题材刺绣作品的

表现力。“绣画相通，湘绣作品的表现

力往往取决于画稿。”李艳说，“把绘画

的语言转化成刺绣语言，非常关键。”

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工作期间，

李 艳 不 仅 发 扬 传 统

绣稿中的国画意境，

还 将 自 己 的 油 画 功

底 融 入 创 作 当 中 。

加入光影、结构等元

素，绣稿便有了天然

的光感，更便于表现

物象的动感。

如 今 ，李 艳 还 带

着 工 作 室 的 年 轻 人 将

湘 绣 元 素 融 入 文 创 产

品中。

“湘绣应该走出陈列馆，

走到年轻人的身边。”李艳说，如

今，工作室开发的文创产品已涵盖家

居、国风“潮玩”等多个系列，湘绣正走

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

湘绣传承人李艳——

以画入绣融古今
本报记者 申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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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粤绣技艺传承人梁晓曼正在刺绣。 中新社记者 孙秋霞摄

图②：刺绣文创产品。 梁孝鹏摄（影像中国）

图③：湘绣刺绣作品《张家界》。 受访者供图

图④：蜀绣单面绣《翠鸟荷花》。 受访者供图

图⑤：江苏苏绣小镇中国刺绣艺术馆名人馆展厅。 高 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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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随 玉 指 添 春 色 ，鸟 逐 金 针 长

羽 毛 。”刺绣，又称针绣，是一种绣针引

线，在织物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纹

样的古老手工艺。

延传至今，中国刺绣已有两三千年

历史。

传承：培养新“绣才”

两指拈起绣针，轻轻地在绣绷上一

挑一捞，彩线如鱼跃蝶舞般起落，针针

细密、线线柔顺。刺绣，一场针与线的

相逢。

在中国，刺绣艺术流派众多、变化

万千。据了解，在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中，与刺绣有关的项目就有 77 项。不

同的针法依题材而变、随物赋形。

“中国的刺绣世界可谓繁花似锦，

苏绣温婉典雅、湘绣生动逼真、蜀绣清

秀细腻、粤绣装饰性强。”中国工艺美术

学会刺绣艺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唐利

群说，“千年刺绣技艺，不仅包含着中华

民族数千年来积累的审美观念、造物智

慧，更蕴藏着浓厚的民族特色与中华民

族文化底蕴。”

近年来，社会凝聚起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广泛共识。随着《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文件陆续

出 台 ，刺 绣 艺 术 得 到 有 力 的 保 护 和

传承。

开设刺绣专业，成立刺绣学院，建

立大师工作室……刺绣手艺人打破过

去以家庭传承、师徒相授为主的方式，

积极探索新型传承模式。湘绣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爱云在湖南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成立工作室，校企共建湘

绣艺术学院，将传统师徒相授与现代学

院教育体系相结合，培养出一大批有文

化、有素养的新“绣才”。

刺绣更以多元的方式走进学校、社

区，播撒文化传承种子。“拉链绣的特点

是什么？”在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麻柳

小学，非遗传承人在讲台上讲授具有川

北文化特质的麻柳刺绣。从开发校本

课程《麻柳刺绣》，到设立刺绣社团，麻

柳小学立足浓郁的地方特色，将非遗带

进课堂，让孩子感受刺绣魅力。

共融：突破旧范式

用绒线、丝线、毛线等替代金线、银

线、真丝线等传统材料；用皮革、纸质、

塑料代替棉麻丝毛做成底布……“绣随

时代”，刺绣技艺的创新，源于材质的更

新迭代，更在刺绣从业者的人文情怀和

文化底蕴。

绵长而深厚的传统文化，为刺绣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敦煌与苏

州，相距 3000 余公里，却因刺绣而紧密

相连。在敦煌精美的壁画与塑像艺术

的影响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突

破了苏绣传统题材，以绵密的针脚，绣

出了《敦煌莫高窟第四十五窟系列》等

苏绣精品，再现了敦煌厚重而沧桑的文

化风韵。国家工艺美术大师杨德全不

但收集大量蜀绣纹样、完整蜀绣谱系、

钻研蜀绣传统精粹，更是将金沙遗址的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融合成都市花芙蓉，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与历史积淀的蜀绣

精品。

“刺绣作品上的图案具有鲜明的时

代性，以前有表达延年益寿的传统松鹤

图案，如今有寓意民族团结的石榴籽纹

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艺术

人类学学会刺绣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李宏复说，“图案的流变，也反映出社会

的变化。”

从 业 者 主 动“破 圈 ”，也 为 刺 绣 融

入时代创造更多机会。为打开苏绣更

广阔的可能性，苏绣名家梁雪芳在 40
岁时进入清华大学求学。知识的积累

与眼界的开阔，不仅让梁雪芳将现代

艺术理念嫁接到传统苏绣之中，而且

更让她从纤维艺术的角度重新认识、

改良苏绣。刺绣不仅要放大传统的艺

术价值，更要与现代生活和合共生，折

射出当代生活之美。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姚惠芬

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跨界合作，将现

代审美融入传统刺绣，探索刺绣写实

又写意的新路径。

跨界：延长产业链

走进苏绣小镇，“家家有绷架，户户

有绣娘”的旧光景，已变为刺绣艺术馆、

绣品街、刺绣文创店等密布的新场景。

江苏苏州镇湖苏绣小镇，已经连续两年

入选中国特色小镇 50 强。在这里，不

仅有刺绣研学课程，还开设了绣庄、刺

绣工作室，探索“刺绣+”的新渠道。一

条涵盖了设计、生产、人才等产业要素

的刺绣产业链在苏州成形。

苏绣小镇的蓬勃生机，是我国刺绣

行业不断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刺绣

已不只是一门古老的手艺，而与百行千

业彼此交融、互相辉映，越来越“年轻”。

古 老 刺 绣 ，可 以 很 时 尚 。 恭 王 府

博 物 馆 多 次 举 办“锦 绣 中 华——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服 饰 秀 ”，将 不 同 地

区、各具特色的传统刺绣艺术融入一

件件霓裳华服，传统优雅与现代时尚

融合。“刺绣不再单纯追求以往写实、

逼真的艺术手法，而趋向于艺术化、时

尚化，更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

李宏复说。

不止于传统的守望者，传统刺绣深

耕品牌化、智能化，积极打造“刺绣+”

的行业新生态。

日月山下，一根根绣花针翻飞出了

一个个文创产品；青海湖畔，30 多万名

绣娘用指尖的跃动绣出了美好生活。

青海省通过成立青绣协会等方式，打造

青海非遗文化的亮丽新名片。高校院

所与刺绣大师，共同研发智能机器臂，

在保证提升绣品美观度的同时，也极大

释放了产能。“‘刺绣+’模式会催生整

个刺绣产业的改变，与其他不同行业领

域碰撞，产生共赢共存。”唐利群说。

如何把握好刺绣的守与变，让传统

技艺与现代生活有机结合？万千绣娘

用一针一线“绣”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也

“绣”出产业发展的美丽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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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上，孕育
了风格迥异的刺绣品
类。苏绣、湘绣、蜀绣
和粤绣“四大名绣”蜚
声海外，北京京绣、温
州瓯绣、河南汴绣等刺
绣 流 派 久 负 盛 名 ，苗
绣、彝绣、羌绣等民族
刺绣瑰丽多姿。刺绣
艺术不仅是中国传统
手工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绚丽多彩的
一部分。

十指春风，一绣千
年。时光流转，古老手
艺如何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中国
刺绣用一针一线“绣”
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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