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针

特邀主持人／郭艺

指间流溢华彩

在中国农耕社会。男耕女织。的生活状态中 馓女红是

女性的本分之事。“十三能织布．十四学截衣1．在汉乐府Ⅸ孔

雀末南飞》遮甘古老的敦亭诗里女主^岔的勘劳与骨惠通

过描写其女缸的诗旬呈现出来。可以想泉．士红在旧时代士

人的生活中占有多幺重要的地位．耐待心上人的情爱．付诸

儿女的慈爱，以厦融入信物的挚爱．无不体现在女^手中的

一针一线里．墙鳞丝线之问满是缠绵的情意。。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士人通过这样的方武把心愿化解在自己的钟线

活里。待嫁闺阁的女子．做一手巧针线．既能修养性情，又

能得到将来婆京的认可．这悬中国传统女于莸取幸福人生的

拳件。如果说当年女红的精巧手艺能峙改变女人的生活命运．

那幺现代的刺绣专业技能剐提高女人的职业地位。20世纪初，

一位才华横溢的绣女——洗寿．从中国传统女红中发现了自

我价值．提出。以绣自立于世”，。咀绣自强“。由干有中国近

代实业泉张謇的支持．地们在江苏南通创办女红侍习所．旨

在通过女红的传习．使妇女获得一技之长．成为一种职业选择。

当民旧个体的手工制作成为专门的职业．女红的功能也随着

蔷术的不同而发生T变化并促使女红中的刺绣进^艺术创

作的范畴。这样的转变伴随着妇士对事业的诉隶．是顺应时

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西学末渐的年代，沈寿的艺术追求也

黄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其赴El考察回国后发展了内^针、

——中国女红的现代传承

虚宴针辞针法 井融^西洋美术的绘画厚理发明了“仿真

绣”．使之成为手工艺与绘画完美结合的新品种 备受时^推

崇。沈寿的’仿真绣’代采了近代刺绣滇进的一种趋势 它

与中国传统士红刺绣一脉相承．但更加强调刺绣艺术曲纯粹

性，因此也出现了以刺绣为职业的刨作群体现代绣女．速在

江浙一带尤为突出。她们咀自己的手艺剖造了具有当代文化

价值的艺术作品，延续着当年沈寿的艺术理想。如今 刺绣

手法和风格日趋丰富．人们不再拘坭于单一的样式．而咀包

容多样的心态来欣赏刺绣艺术．在刺绣作品里．我们仿佛看

到了中国女性耶一张张充满耀情的脸．其中传递的依然是绣

者不尽的期盼与堪莹。女人自小的女性意识里就有刺绣的情

节．如同母性的特质一般。中国传统女红的传承是潜移酞化的

和人粪的基固一样．它一代心地延续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

在有着千年士红文化传统的国虚里 无论是传统样武的迁是

现代凤椿的刺绣作品，^们在品味其精湛技艺的同时，都会

潦起无艉的感怀。刺绣让女^的性情得到了体现．绣女在创

作之时会有一种心理的满足。也许她们从来理性地追索遥远

神女红意识．但她们的作品却能让^体味到一种情感的圆满。

可能这也就是刺绣依然能移吸引当代人的缘由吧。

丰期我们就中国女缸的传承这一充满了非物质文化色彩

的话艇，通过与几位现代绣女的谈话柬展开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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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地 点

采访者

采访对象

2009年1月19日晚

浙江省杭州市星都宾馆

郭艺

何晓道(45岁．浙扎省牛海十里红妆睥物馆馆长

郭艺I以下简称郭)：据我所如．癌收蕞7大量浙东婚嫁

5吴和七l‘用具．对七虹也有独到见解。您扣何理解传统七主【’

何晓道l以下简称何I·过去．女生[与女人一乍结F币

解之缘，是女性，E活的组成部分．她"】在闺房凰做丘红，也

教育自己的女儿做女红．这部属f‘生活的需要。k人来桑，

猝蚕、纺纱，织布等．多是女人的工作，尤其是闺房里姑娘

们的女红活．是影响婚娴的重蛋IjE彳r。以前男女双方从来谍

面．男靠家人来评州女I；}[的聪叫灵巧的重要标准就是女谊撇

的女红。^们往铂!从女核子傲盘红的精巧程度工艺技术、

制线色彩、幽案组合等方面来剀断她的性格和智慧。一个童

子的手工可能会影响她将来的命运．你悦女红是不是很难

耍?凶此，犬户人家会打造小蛆楼．把女谈羌在闺房里做闰

『神女红．由最优秀的师博教授女￡【。

郭：遣样的专业师傅是否托是我们称的。辑娘1’

何：是的。臂蝗是自己家人教．有些是请外米的人教。

耶些爆发户的家庭，由于长辈没有经址良好的闺闻女红的训

练．含I冉奇业的“绣娘1到寡‘n传柽。而}fI来教缸红的。蠕娘’

，琏多是啦落的大一^京的女子。“绣娘”也救一些琴机十、嘶的

悔葬．文化悔养与绣品的品位是密切相关的。不仪夫户人束

眶m女红的培养．小户人家也不会琬忽这矗面的符救．强力

所能盟的条件F，他们含蹬法教会自己的女棱子扪l彳『这方而

的技能。以Ij{『．一股人家把两厢房做闲房，即使是母亲，阿

蚨也在西I|li房做盘红，一逋与女儿做女红是报好的沟通矗武。

郭：有没有这样的说法．相素时镕方寡庭一定要看七齄

的七虹活，

何，f々统婚蚋。，i扎’前先是生Jl迁八字的符合．n：经过

一系列程序2后．双方的联娴没秆大的障埘r，需要考虑一

蝗细节的时候．姚要把绣品给毋冉的父坶看．以丁解女孩的

品性．同时也是留下im据的A武。比如鞋样的人小等等，l蝣

止媒搂夸张的转述。拒古ft．一个女人做得一手好引线．成

为方圆玎毗闻名的盘红巧t． ·定会’上人羧蓐的。

郭：用-o做的七虹都带有情感．兢有内在的感染自。

何：件统的女红是选样的。那时丝线染色川的部是天然

的染料．蛙绳色彩就像瓷器色釉样华胴．刺绣的罔秦如同

瓷器上的珐琅彩．粉彩样华茏。

郭t士虹里的囤坟似乎王女人的，o是富码．表连7她的

所思所想．通过手里的什巍流露女木。

何z所以绣品里掬I倾注了盘人的愿觎。难刖兜等隐秘的

物件I．．女人垒绣l：“夺身如玉’， 。如冰如妪’等车样，

表I纠她们的人啦态鹰，造地外人看小址的．H有展亲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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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看到t譬如香包也是很个人化的物品．与这砦物件相芙

的装饰．都带有某种寓意．成为寄情的信物。

郭：这些都是自￡做的吗'是否也舍有外加工'

何：大多是自己做．大户人京会浒专业的绣娘米绣。

郭：士虹与士人的*木扣北宙切．她们出蟑时是否都要

把甘经用过的七虹工具带走'

何：那是当然的．迷足女孩r做手工的器具，也是和地

f『1生活最密切的用具。对于这些工具．她们会很珍惜。我收

藏丁艇多压绷石．部做得很精黄．就像艺术品一样。盘红的

工具屉她们抖理京人生活必不町少的用品。

韩：民俗与士虹的关最是很宙切的．也影响T不同的风格。

何：各地都不一样．所谓“隔⋯百里．沿海千里。．且¨

蜕明了古代交通的状7兕．也印I正了。}里不同风．百里币同

俗”的区别。叉比如浙东南地区．与福地．广东沿海地区的

民俗丰}I互置三响．所以我”1浙江的盘银彩绣、朱金本雕等与广

东嘲州一带的工艺就比较凳似。这是由干东酆拊海地区的民

fl}空触．所以风格很相近，都偏好金色和红邑来装饰。

郭：因此我们也可“从士皇L中7拜一方的氏风与审羹趣唯。

何t是这样。殳红的手T艺和艺术风格表现了多样的地

域文化。

时 间：2009年¨120日F午

地 点：浙血省杭州陈水掣大师刺绣工作室

采访者：郭艺

采访对象z陈爪琴(65岁．中同工艺美术大师)

枭知音(40岁．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

盘京虹(40岁．浙江省工艺美术太师

郭艺{以下简称郭l：陈老师好l您是在杭州市工艺共

木研究所开始学刺辨的吗’

阵水琴I以下简称陈)z我是在杭州市工艺美术学校开

始学的。

郭t那是什2时候?

陈；60年代。学拉四年学爿．毕业后分配到市工艺美术

研究所从事了两年的刺绣工作．“文革。开始后就停下来了。

郭t那时学校是怎样侍授刺舛挂艺的，

阵：我们的学投开}殳文化课和专业喋．有绘同老师教

授，刺绣是专业老师教的。

郭：老师是专业从事科舛的吗，

阵：就是民间艺人．我们从般基本的针法开始学．学得

很严格．学制四年．第三年迁要到外地去学习．去苏州和温

州。当时会有一个绘画老师跟着．他画稿．糍们绣。

郭：睢老师孛得根奎自．雌2仝窑虹，奢知青你们那时

也是这样学的吗，

案知音I以下简称余)：学校的教学大纲都是一样的．

就是教授的老师不同。

金寒虹I以下筒称金l：我们第四年就到杭州市工艺美术

研究所实习了。9l届是雁后一批丁．以后就没有开I殳刺绣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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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抖实学得般扎实的还是我们第一届。老师Ⅳ】都很

好．他们也住校．独们学习的时间很紧张．老师也很敬业。

郭：过去拥有精湛的七量工植艺或许可以随变七人的一

生．J毛在刺蚺专业也同样搜童七人的一生．如陈老师选样。

陈：如粜拙不学；I刺绣．可能就住家务农。昶们家住拒

杭州火车东站那个地方，那叶都楚农u】．大宗还在种地。币

过我的确报喜欢刺绣。

郭：休们进学校几乎与陈老师相兰50年，学枝还开设刺

踌的专业吗，

盒：拽们耶时进出学的是．殳¨．后来町能需要这方【lIi的

人才吧。

余：杭州需要刺绣拄艺的份雎．那时就选择个别的学生

去学传统刺绣。佩没有收锟多的学生．生源多了卫没冉出路。

郭；陈老师．舟{o音和奁章虹是怎2成为您的徒弗的?

阵：杭州rH I．艺燕术研究所保留r纯欣赏的刺绣工艺品

种，后来分出研究所．专门成立r杭州刺绣研究所。学校

咀挑了三个学生到我这咀学．她们到研究所尖川．后{I∈成为

定向培莽生．毕业就分配到研究所．当Ht研究所是推好的魄

位。在刺绣研究所改制以后．我就带丁她ⅣJ二个徙弟。其中

一个谴翦宗庭遭遇变故．政仟做其他行业丁。她ⅣJ两个址iF

坎．所以一直坚持li米。她们来的时候我40岁，就是现在她

矧：i：：：：麓==：：：薷：：：：：：麓==：嚣”“。

ⅣI这个年龄。改制以后．传统刺绣发鼠比较困难．坚持下来

也不容易．现在环境又好起米了。

郭，我想7异有关洗寿创迪的一些针法．应谊说．从她

开始真正有7^L事村螗工艺的专门职业．从球们身上似乎也

胞看到艳的影子。

睬：沈寿尝试绣了一些绘画性的作品．如人像．绣得很

写实．所以x称。l疗冉绣1。瞌实针也有叫乱针虚实绣．针法

黜结构虚实安排，很自由-有些地方的针法是空白的．如圃

面有留白的．引法也留白不击绣。其实很多针法是一样的．

只是备地叫j击不同。如苏州的。敞套针”，我Ⅳl杭州就叫“互

套针”．针法是差不多的。杭州的刺绣聩乏一定的整理和归纳。

我“前绣描都采用套针．再枉上面绣一砦毛的质感，现在赴

采用套针和乱针绣结合起来．这样乇是零乱的，看起来更真实。

这些是我自己在剌蠕的过程中遥步摸索出来的刺绣手法。

郭：戒仉民间传皖中什2针法t见功力?

陈：传统的民间艺人绣“木梳套1的技法很有功力．细

腻规整。另外．分线也是要有技艺的．最细的线分到六十l咽

丝．像我们绣盘鱼的水泡．就用这样的细丝。一般和I绣两到

i避就可以了，分丝和刺绣是要化精力和时间的。

郭，女代刺蚌与侍统的刺辑在观念上是存在羔异的。

陈：传统的刺绣It复一日地绣一种阿素和针法，就金膨

||⋯；鼍穿” !j葡黪l

j戮慧Ojj鬻引
?‘露、，一。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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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L怨的经历来记．怠对刺蚌有怎样的卷受1毕竟这个职业

度变T您的人生。

阵：址啊．我学刺绣也世鹏然的．这是北^士中的转折。进T

工艺黄术学校．旃二年开始选择志鼯．驻毓志啦就是刺绣，翦．

忠愿肚石雕．这ur能和小的II·r髌看母泉做针线有薨．还硅存景；呐

的。拽的刺绣’h旺中最大的转折足在＆*开放以后．彻底政变r牡

的状况．有扎会做n己的作-协丁。

郭：^L_盹代人的角度朱感受刺埒．也鲁有不同的体验吧。

余：段觉，肆如果烦躁的时l杰，刺绣就-口以排遗自己的心情．自

己的怍·铺完成r就更有成就感。

金t刺绣可以北^舴下米．狂证≈^这也足一种很好的牛活矗式。

郭：从事刺蟑剖作可能札是生活的一部分。

阵：自己不愉快的时候．刺绣是最好的排解。化生晒币断的时

1咦．刺绣桁我度过r·些艰难的叶光。

余：即使是生埔的不肺，血会促使人去创作型多的作品。

金：只有下I：的针是自己町以把摊的。

郭：刺舛冲于你们来说既是札事的职业．也能在其中体会一种

生活的态座。

亲：牡觉辨k人受学点刺绣，町以培荐文雅，耐心的性格。女

人从事刺绣还冉性情的一厅面，I时”人从市刺绣，口能自H粹就肚t怍r。

陈：古人彳I一句话：。舛做戈红．肫做越穷。”

郭：你们认为士虹在女令还舍有一定的意z吗?

彖：女红文化任现代也组亟婴，比女n现代的女人钉一颢相子If|j

讯田堆．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障：以IIif很多男人夸自己的誊嫱嗣l有这样一句话：。币要问我

家中毒，H要看我豺I：衣。”

郭：在诛仉的经历中．人们对于鲁州琦的士人是否有一种朴刺

的毒觉’

金z我的老公就会干『。他垃轫封我的印象魁艰有女人味．认为

含刺绣的女人比较f犍E贤惠。耳巴n：迁柑堑梭子柬学刺绣，聪小的时

嫉眦会扯自己的B乜I：绣小抱。

郭：可能艰；七牡干甘经都合想着蚌花．是内一。潜意识的一种

梦吧。休们把这样的梦童为T理安。我托理杆寡虹说的圳蚌也是

生活的一种方式。

阵：仅阻把刺绣作为个职业．1；定能投入。牡看到好的绘

阃旗子就很激动．就想‘{J．做出柬．面长叶蚓不傲手就痒。一嗵{殳

八进击．其实也址很棼福的。在创作的叶皖．会把自己的情鳢}和体

会融八进去．柬币断党蒋和达判心-}】的PU总。

盒t所以自己的盘『作品就禽小褂樊掉。

郭：今天与你们在一起．我的感触也谁洋。非常感谢你们l口

(文稿内窑已经有关人i．审阅。甩片除已署名膻附有提供者名称外均

为韩艺概影)

霹芭浙江省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罱；嚣：：：：：慧．：。器+。嚣。：：：：：i”“
{T1 I^●_A JLm■t●⋯■}1啪■十■★日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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