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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更满意作品
永远是下一幅

95后绣娘挑起传承担子——

让锡绣不再那么高不可攀

我叫孙裕玲，出生于1996年，
锡山区港下人。小时候，我上过古
筝、钢琴、书法、绘画等不少兴趣班，
爱好广泛，给我小小的内心埋下了
文艺的种子。

考入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后，学的是航空乘务专业。由于对
中国传统服饰有着浓厚兴趣，我便
和几个兴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创办了
汉服社团。在每周的社团活动中，

大家一起挑选布料、自制汉服，互相
交流学习汉服、茶道等传统文化知
识。一开始制作汉服选用的是素色
布料，随着手艺和审美的提升，我对
布料的要求也渐渐高了，开始尝试
用十字绣的方式给汉服绣些小图
样。

与锡绣结缘是偶然，也是必
然。2014年，我在参加欢乐义工志
愿服务时，认识了锡绣名家鲍文姬
老师，后来参观过鲍老师的工作室
后，我就被她精湛的技艺折服了，美
轮美奂的作品更是让我神往。如果
这么美的刺绣能出现在汉服上，岂
不是美上加美？我便萌生了拜师学
艺的想法。

2015年寒假，我开始跟着鲍老
师学习锡绣。锡绣的针线与十字绣
大不相同，针更细，线也很讲究。一
根丝线根据作品需要劈成几十分之
一，不能太粗也不能过细，要恰到好
处地把合适的线绣到合适的位置，
光劈线我就练了好一阵子，双面绣
最常用的滚针、套针等基本针法更
是练了半年。

简单的针和线居然能绣出这么
精美的艺术作品，每一处细节都纤
毫毕现、栩栩如生，从不同的角度还
会折射出不同的光泽！随着学习的
不断深入，我对锡绣的情感也从懵
懂的喜欢变成了深切的热爱，让我
喜出望外的是，鲍老师愿意收我为
徒，这就更坚定了我要把锡绣当作
职业的信念。没想到的是，家人和
朋友都不赞成。那年暑假，父母已
为我找好机场实习的工作，他们更
希望我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至多
把锡绣当作业余爱好。但在我的坚
持和鲍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
思想工作下，父母终于妥协了。

从2015年夏天到2016年夏天
的那一年，每周五天朝九晚五，我风
雨无阻去学艺。我每天早早起床，
从港下倒两班车去位于市中心的鲍
老师工作室勤学苦练，来回要坐近5
个小时的公交，我丝毫不觉得辛苦，
反而快乐地沉浸在锡绣的世界里。
一年后，工作室搬到了美湖路上，我
就住到了工作室楼上，省下的通勤
时间可是能戳上不少针呢。

口述：孙裕玲 整理：晚报记者 潘凡

微风和煦、阳光
明媚的春日里，我最
喜欢在工作室的门
口支一张绣桌，晒着
暖暖的太阳，让针线
在指尖飞舞，看着雪
白的绣布被一点一
点添上斑斓的色彩，
跃出各种灵动的人
或物，内心无比欢
喜。

不知不觉，这样
的日子已走过了八
个年头，但这样的静
好时光我却觉得怎
样都不会烦腻，反而
沉迷其中、不可自
拔。

2020年6月，我被评为江苏省乡土
人才“三带”新秀，同时身为“无锡精微
绣”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我深知将千年
锡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
传承好的使命已融入我的血脉，这也将
是我一生的至爱和追求。

我认为传统非遗文化不能被束之
高阁，而应与时代同频、不断推陈出新，
只有给锡绣注入灵魂、让其融入现代生
活，才能被更多人喜爱，从而走得更
远。在作品题材、绣法、装裱等方面，我
试着融入一些现代元素，让古老的锡绣
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我尝试
创作了一些偏油画类的锡绣作品，中西
合璧的效果也不错。我还设计了一些
文创类的小物件，如在抱枕、车挂、项
链、福袋、手机袋、玩偶、镜子等生活物
件中融入锡绣元素，让锡绣不再那么高
不可攀、遥不可及，让更多普通人可以
了解、体验锡绣，真正感受到锡绣的魅
力。现在，我拍摄了一些短视频发布到
新媒体平台上，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爱上
锡绣文化。

平时，我们工作室会参与和组织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学校、社区、企
业、乡村等，为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授锡
绣文化，将锡绣之美带给更多的人。目
前，我们已和无锡市汽车工程学院达成
合作，在校内开设锡绣课程，希望今后
能把锡绣推广到更多学校，将非遗文化
的种子播撒到更多的学生心中。我们
还举办了多次锡绣初级短训班，普及锡
绣艺术，传播非遗文化。在传扬锡绣文
化的路上，我很开心也很欣慰认识了不
少热爱这项艺术的朋友，比如短训班上
有个姐姐推了所有事不落一节课，还带
来很多刺绣书籍跟大家分享；在扬州某
个活动上，一个小女孩对锡绣产生了浓
厚兴趣，连续几周周末都由父母陪同专
程来无锡学习；还有个为自闭症儿童服
务的义工，特意找来学习锡绣，想为孩
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大家的热情让我更坚定了在锡绣
的广阔天地里潜心精进、勇毅前行。艺
术之路无止境，更满意的作品永远是下
一幅，我将努力传承好锡绣，绣出更璀
璨的锦绣前程。

每次绣作品之前，我会先把图
案在纸上描一遍当作“预习”，分析
图案的层次、结构、深浅，理解后才
能选用适宜的技法和适合的颜色来
表达，之后才是上绷、配色，着手刺
绣。

我的第一幅作品是漫画风的
《春天里》，前前后后绣了四个多
月。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双面绣，
经常顾及了正面就没法顾及背面，
没法做到正反面完全一样，不好的
地方就要拆了重来，总共拆了十多
次。

绣完第一幅作品后，我最大的
进步就是胆子“肥”了，放得开手脚
了。向师傅请教得多了、练得多了
之后，我慢慢学会用心体悟，找到灵
动的感觉。绣第二幅作品《雄风》时
手法娴熟了不少，别看公鸡尾巴最

长 的 那 根
羽 毛 水 墨
画 只 要 一
笔，我却绣
了几个礼拜，
为了表达黑色
深浅枯白的变化，
用到了十来种颜色。

要绣好精微绣不是件容易的
事，手指被针戳伤早就习以为常，特
别是每次换针后就容易被戳到，要
适应一阵子。为了保持手感，室温
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夏天怕手出
汗影响作品，一天要擦洗十几次手；
冬天怕手僵，要备好取暖设备。因
为经常十几个小时矮坐着刺绣，腰
椎也不太好，实在累了我就躺躺或
者出去走走。

锡绣细腻典雅，不光对技艺的

要求很高，也要求沉得下
心、耐得住寂寞，因为要完
成一幅作品，往往要花上几
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我喜

欢戴上耳机听着音乐，沉浸
在刺绣的世界里，除了吃饭睡

觉，哪怕绣上一整天，都不觉得枯
燥。为了开阔眼界和提升审美，我
经常随师傅一起参加书画展、非遗
展、工艺美术展等各类展览，从中汲
取创作的灵感，积淀艺术文化底
蕴。那种灵光一现的感觉太美妙
了，有时候做梦也会梦到这种感觉。

从荷花、玉兰、山茶、牡丹、锦鸡
等花鸟作品，到江南山水、红色系
列，再到繁复精妙的佛像作品，有幸
于锡绣的艺海中探索沉潜，我乐不
知返，愿用一生攀登一个又一个艺
术高峰。

光劈线就练了好一阵子

手指被戳伤早习以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