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视觉广角视觉广角 责编：康 朴 邮箱：kabuldi@yeah.net

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新疆哈密，
流传着古老的维吾尔族刺绣工艺。擅长
刺绣的维吾尔族妇女，用银针和彩线把
自然界中的花卉草木、流水山峦绣制成
一幅幅艳丽华美的图案，并巧妙地把它
们装点在花帽、衣领、袖口周边，或是
枕头、被褥的醒目处，以展示她们穿花
纳锦的心灵手巧和丰富的艺术想象。

今年 50 岁的哈密市陶家宫镇乔麦庄
孜村村民卡德尔·热合曼，就在有这样传
统的家庭长大。从小受到母亲和姐姐的熏
陶，卡德尔展现出了非凡的刺绣才华。第
一次由他独立剪纸、设计的图案被母亲绣
制成绣品被人买走，那年他才6岁。

在当地传统观念里，刺绣都是女人干
的活儿。作为村里唯一的“绣郎”，整天拿
着绣花针的卡德尔没少遭到乡邻们的非
议和嘲笑。然而对刺绣的热爱让他从未后
悔，卡德尔常常关起家门自己偷偷绣。

2008年，由哈密地区申报的维吾尔族
刺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给了卡德尔极大的鼓
舞。第二年，在哈密市文化馆举办的一次
民间艺术展上，卡德尔展出的10幅刺绣作
品赢得了当地专家的肯定。当专家得知这
是一位“绣郎”的作品时，感到十分惊讶。

“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了，村民
们也逐渐接受了我。”渐渐的，找卡德尔设
计图案、买绣品的人也越来越多。

国家高度重视新疆各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挖掘、传承与保护。2015 年，原
文化部、教育部组织开展“中国非遗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并在哈密设
立全国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作为受益
者，卡德尔是广州大学第一期新疆哈密
刺绣培训学员之一。“我的眼前仿佛打开
了一扇门，中国四大名绣精美绝伦的技
法，令我深感震撼，也给我带来了无穷
的灵感。”回到家乡后，卡德尔将学到的
技艺与家乡的传统刺绣相结合，设计出

更多新颖的刺绣作品。
如今的“绣郎”卡德尔，不仅大大

方方拿起绣花针，还在哈密传统工艺工
作站的支持下，开办了刺绣、剪纸培训
班，为哈密城乡培训绣娘 3000 多人。他
带领 30 多位技艺熟练的绣娘组成专业团
队，每年能完成订单千余件，帮助绣娘
脱贫致富。从田间地头的农民到刺绣传
承人，卡德尔用灵巧的双手，为自己创
造了美好生活，也带领身边的村民一起
过上了好日子。

一梗多花是维吾尔族刺绣中的一种
标志性图案——在同一根花梗上，可以同
时开出牡丹花、佛手花、荷花、梅花等各种
各样的花。“只要坚持努力，没有永远不开
的花。”在卡德尔看来，无论是非遗传承人
还是普通的刺绣人，都是哈密维吾尔族刺
绣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人的力量
是微弱的，只有通过每一位绣娘的努力，
才能让维吾尔族刺绣发扬光大。”

指着那幅刺绣作品，卡德尔笑着告诉
记者：“现在，我和绣娘的花都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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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刺绣花帽的大致过程

▲卡德尔 （中） 与绣娘交流刺绣技艺。 普拉提摄

▲卡德尔设计和制作的部分刺绣文创产品。
▶卡德尔 （中） 与绣娘交流刺绣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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