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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焕彩
新时代

走进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
秀镇的“藏羌织绣苑”，只见数十名绣娘正飞针走线；
传习所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细心指导徒弟们
制作《功夫熊猫》《三星堆青铜神树》等刺绣作品。

陈列室里，杨华珍藏羌织绣代表作琳琅满目，编
织腰带、刺绣电脑包、吉祥四宝摆件等文创产品设计
感十足。一幅绣满绚丽花朵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
杨华珍说，这幅作品名叫《十二月花》，设计灵感源自
当地羌寨的民歌。它在今年10月举行的第八届中国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亮相，并被评为“天府
旅游名品”。

藏羌织绣，历史悠久，图案丰富，特色鲜明，
是川西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年逾花甲的杨华珍，
多年来致力于传承发展藏羌织绣技艺，推动民族文
化瑰宝登上国际舞台。

带着藏羌织绣走出大山

杨华珍出生在阿坝州小金县一个藏羌族合居的
小山村，爸爸是羌族人，妈妈是藏族人。妈妈和嫂
子都有祖传的藏羌织绣好手艺。杨华珍 5 岁时就嚷
着要跟她们学刺绣，大人担心绣花针刺破小手指，
可杨华珍不怕，她用稚嫩的小手在围裙、布鞋、荷

包上绣格桑花、羊角花、小树叶。8 岁那年，杨华
珍给自己绣了一个有藏羌文化图案的布娃娃，引得
同学和长辈啧啧夸赞。

课余时光，杨华珍喜欢做女红。牧牛放羊时，
她随身带着针线和布料，坐在草坪或山岗上埋头刺
绣。到了 16 岁，杨华珍已经在村里村外小有名气，
哪家有婚嫁喜事，都请她帮忙绣制服装和饰品。

杨华珍上过大专，开过照相馆，当过报社摄影
记者，几十年间，她对藏羌织绣的热爱从未消减。
她常去藏寨羌乡拜访老艺人，追溯藏羌织绣的历
史，学习传统技艺。经过多年学习和实践，杨华珍
不仅掌握了嘉绒藏族毛、麻、棉编织技艺和挑花刺
绣技艺，还能熟练运用多种羌绣技法。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生产自救成
为灾区人民的自觉行动。杨华珍在当地政府的倡导
下，萌生了带动村民发展藏羌织绣的念头。2009年
初，杨华珍办理了退休手续，用 3 万元积蓄注册了

“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协会”，把汶川及周边地区
10 多名喜爱藏羌织绣的老姐妹们动员起来，带着针
线和布料走出大山，到省城成都寻找机会。

杨华珍选择文化氛围浓郁的成都文殊坊作为工
艺研发、制作和销售点。白天，她带领姐妹们跑市
场；夜里，挑灯制作产品。

“那些日子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压力很大！”杨华
珍感叹，“苦头吃得再多，我们也没有放弃。我坚信，
藏羌织绣一定能走出大山，赢得更多人喜爱。”

杨华珍得到的第一笔大额订单是为湖北一家酒
店制作床上用品和室内装饰品。她以家乡的花鸟草
木等作为纹样，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杨华
珍说：“每一针都不是随性而为，山有山脉，水有水路，
花有瓣，叶有纹，针法和走向都要遵从自然规律。”经
过半年努力，她们完成了上百件织绣品。终于淘到
了第一桶金，大家欣喜若狂。

以非遗传承促产业发展

2010年，随着灾后重建步伐加快，汶川县把抢救
和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摆到重要位置，在映秀镇建立
非遗产业园，邀请杨华珍的团队入驻。杨华珍立即注
册了公司，带领姐妹们来到映秀。当地政府持续给予
政策和资金扶持，令杨华珍更加坚定了创业信心。

在杨华珍看来，藏羌织绣不仅是手艺，更是传
承千百年的文化。她静下心来，对藏羌编织、挑
花、刺绣工艺进行系统梳理。她发现，一些传统针
法现在很少有人使用，濒临失传。“钩绣是一种古老
的刺绣技法，分为单钩、双钩，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
西汉服饰上就有单双钩绣的纹饰。”杨华珍说。她带
着几名徒弟到汶川县、茂县、理县、黑水县的传统
村寨中拜访老艺人，广泛收集资料。回到工坊，杨
华珍对照蓝本，用钩绣针法绣出精美图案。

盘金绣是嘉绒藏族刺绣工艺中极具特色的一种
技法，用这种技法制作的绣品金光熠熠，牢固耐
磨。杨华珍对濒临消失的盘金绣技法进行研究和传
承，制作了数幅盘金绣唐卡。2010 年，她的作品

《四臂观音盘金绣》荣获四川省第六届少数民族艺术
节文化博览会金奖。

传统盘金绣只用金色丝线，杨华珍将其与彩色丝
线结合，创作出《盘金绣·四羊护宝》。羊是羌族崇拜
的神兽，是吉祥与幸福的守护神。羊角花是爱情、姻
缘的象征。整幅作品由羊角、花、蝶等元素构成，组合
精巧，层次丰富，表达了羌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2011年，杨华珍被评为“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
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她在映秀成立“杨华珍大师
工作室”，以非遗传承促进产业发展，同时加强非遗
人才培养。

为进一步壮大非遗产业、带动群众致富，汶川县
开展“万名妇女致富工程”，2018 年建起规模上千人
的来料加工致富作坊。作坊的负责人杨梅，就是杨
华珍精心培育的人才。

杨梅1972年出生在汶川县绵虒镇大禹村一个羌
族家庭。1993年，酷爱羌绣的父亲翻山越岭把她送
到杨华珍家拜师学艺。“3 年时间里，恩师对我手把
手教、心贴心传，把藏羌编织、挑花、刺绣技艺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我。”2012年，杨梅辞去待遇优渥的
工作，加入杨华珍的藏羌织绣文化公司。2020 年，
她被认定为阿坝州“藏羌编织、挑花、刺绣工艺”非遗
传承人。

汪斯芳来自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该村被誉为
“羌绣第一村”，羌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汪国珍就是
羌锋村人。汪斯芳曾跟随汪国珍学习羌绣，2011
年，她又师从杨华珍。2014年，汪斯芳被评为四川
省羌绣非遗传承人。2020年，杨华珍建立“汶川巧
娘羌绣专业合作社”，让汪斯芳主管技艺传承和产品
研发，对当地妇女进行技能培训，至今已培训4000
多人次。

杨华珍的儿子冯旸，受母亲熏陶，从小就对藏
羌织绣很感兴趣。大学寒暑假期间，冯旸把藏羌织
绣苑当作研学基地，跟着母亲学习各种针法，还广
泛收集织绣纹样、整理资料、建立数据库。他发表
了多篇学术论文，还和导师一起出版了研究藏羌织
绣的书籍。他绣的熊猫、牦牛、金丝猴、尔玛姑娘
被称为“羌绣四宝”，多次参加非遗大展。2022 年北
京冬奥会期间，冯旸在“四川主题日”活动现场展
示羌绣技艺，带着媒体记者共绣成都大运会会徽，
让大家亲身体验非遗魅力。2023年，冯旸被评为成
都市羌族刺绣非遗传承人。

杨华珍还从残疾人妇女中招收徒弟，让她们掌
握一技之长，能够自力更生。52岁的唐素华身有残
疾，在藏羌织绣苑学习工作 5 年后，到成都华珍藏
羌文化博物馆担任副馆长。至今，杨华珍已帮助
200多名残疾人居家就业。2022年 10月，她被评为
全国10个助残先进人物之一。

民族之花绽放世界舞台

杨华珍说：“创新是非遗传承的必经之路，传承人
要紧跟时代需求，用创新的方式让传统工艺走进现代
生活。”她把创新的支点立于市场，瞅准省外援建的
机会，带着徒弟奔赴浙江义乌对接小商品市场，还
去广州、香港等沿海城市获取市场信息。在成都进
行产品设计，再到汶川加工生产，以具有藏羌文化
特色和现代设计巧思的产品打开国内外市场。

2014 年 5 月，一家国际知名化妆品公司请杨华
珍为两款卸妆油新品设计瓶身图案。这两款产品主
要成分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一款取自绿茶，另一
款含有 8 种植物成分。杨华珍将绿叶、花萼、花托
巧妙组合，创作出《绿茶花》和《金刚杵》两幅图案。
绿茶花象征生生不息，金刚杵代表坚固、永恒，都
体现了蓬勃的生命力。该公司很欣赏杨华珍的作
品，决定高价购买版权。自此，杨华珍开启了非遗
版权授权的跨界合作之路。

2022年6月，美国环球影业请杨华珍设计《侏罗
纪世界》标识图案。她将侏罗纪系列电影中的恐龙化
石头像与羌族特色碉楼、蝴蝶、牡丹等元素融合，
运用扎绣、齐针绣、打籽绣、纽绣、参针绣等多种
技法绣制出图案，赢得环球影业的赞赏。“今年我们
继续与环球影业合作，为‘功夫熊猫’等动画形象设计
10多款织绣造型。”杨华珍说。

说话间，杨华珍抬起手腕让笔者看她戴的手
表。表盘上绣着羊角花等精美图案，令人眼前一
亮。杨华珍介绍，这是今年为香港赛马会开发的“马
场有礼”文创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近年来，杨华珍已与 10 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开
展版权授权合作，让藏羌织绣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
异彩。她在成都、九寨沟、邛崃等地及多所高校设立
了工作室，集合多方力量推动非遗传承发展。她的作
品多次在国家级、省级大赛中获奖，她还获得了“中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全国农村科技致富
女能手”“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等荣誉称号。

2021 年 3 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发
文点赞杨华珍：“杨华珍致力于传承羌绣并发扬光大，
还得到了很多大牌的青睐，让这朵民族艺术之花绽放
在世界舞台。”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吸收
营养，把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技艺像珍珠一样串联起
来。”杨华珍说。

目前，汶川县与四川师范大学、阿坝师范学院合
作开展“汶川非遗共富计划”，培育、提升非遗产业品
牌，壮大非遗保护与传承群体。杨华珍相信，藏羌绣
娘们一定能用手中的针线，绣出繁花似锦的未来。

一位卷发飘逸的年轻女子，侧首垂目，神态柔婉，脸上带着
一抹似有若无的微笑，显得优雅而又神秘。这是达·芬奇笔下最具
东方美学神韵的一幅女子肖像，用赭石颜料勾勒出轮廓，再用铅
白颜料层层渲染，表现出绝妙的光影对照。

与之相呼应的是明代画家唐寅的《秋风纨扇图》。竹石掩映的
庭院中，一位面容清秀的仕女手执纨扇沉思，秋风吹动裙摆飘扬。

近日亮相上海博物馆的“对话达·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
学艺术特展”，让15世纪两位艺坛名家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作为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三个大展，此次展览由上
海博物馆和意大利特雷卡尼百科全书研究院联合主办，并得到意
大利驻华大使馆、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及其文化处的大力支持，
展示了米兰盎博罗削图书馆和美术馆、帕尔马国家美术馆、佛罗
伦萨博那罗蒂之家收藏的18件文艺复兴艺术珍品和上海博物馆馆
藏的18件中国古代绘画名作。这是上海博物馆首次举办的东西方
绘画艺术对比展，也是中国迄今最强阵容的达·芬奇作品真迹展。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也是一
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发明家，留下了不少与科学发明有关的手
稿。然而，达·芬奇存世的绘画真迹屈指可数，且绝大多数作品为不
可移动或禁止出境，在国内难得一见。此次展览呈现了达·芬奇的
油画真迹《头发飘逸的女子》、首次来华的《大西洋古抄本》11幅珍贵
手稿，还有同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的2幅珍贵素描
以及达·芬奇弟子波塔费奥、梅尔齐、卢伊尼的肖像画作品。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介绍，上博拿出了从五代
时期到明代 500余年间的 18幅绘画珍品参与对话，包括鲜少露面
的五代《闸口盘车图》、南宋梁楷《白描道君像图》、“明四家”之一唐
寅代表作《秋风纨扇图》等。展品选择主要从两个维度考量：一个
是时间相近，选择和达·芬奇处于同一时代的艺术家，呈现15世纪
东西方两大艺术重镇吴门地区（今江苏苏州一带）与佛罗伦萨地区
的文化差异与共性；另一个是绘画题材相似，通过对照反映东西
方画家的表现手法与风格有何异同。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日前，“恭王府·安善堂”传统生活美学馆试
运营开放。该馆以“四季万福”为主题，巧妙融合春、夏、秋、冬四季
与二十四节气生活场景，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古今文人雅士的精雅生活。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是中国古代文人十分喜爱的一种植
物，被赋予了高洁的品性，恭王府内种植着很多竹子。“秋”景中还原了
雅士在竹林里抚琴、赏月等场景，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韵。

精美的首饰、独具匠心的工艺品、带有恭王府博物馆特色文化元
素的充电宝……观众不仅可以在馆中欣赏美、感受美，还能购买喜爱
的文创产品，把美带回家。

据悉，传统生活美学馆开放是恭王府博物馆创建40周年系列活动
的一部分。恭王府博物馆近期还推出了“胸罗锦绣——恭王府旧藏丝绣
珍品研究展”“恭王府博物馆创建40周年主题展”“海畔老友——恭王府
与什刹海的共同记忆展”，并联合博物馆研究领域、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
专业人士举办“博物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角色与使命”与“创意赋能
文旅融合”主题研讨会。

杨华珍（左二）在汶川县羌锋村与学徒们讨论羌绣技法。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杨华珍为香港赛马会开发的“马场有礼”手表。

杨华珍羌绣作品《绿茶花》。

在上博，对话达·芬奇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在上博，对话达·芬奇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恭王府传统生活美学馆开放

“恭王府·安善堂”传统生活美学馆内景。 恭王府博物馆供图“恭王府·安善堂”传统生活美学馆内景。 恭王府博物馆供图

达·芬奇作品《头发飘逸的女子》。 动脉影摄

参观者拍摄五代《闸口盘车图》。 王 初摄（人民图片）参观者拍摄五代《闸口盘车图》。 王 初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