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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初照，蒋艳玲如往常一样，把绣架

安放在自然光线最好的地方，然后拿起绣

针，双手上下翻飞，绣针在薄如蝉翼的透明

丝绢上轻盈穿梭。绣架上渐渐显现出一幅

一江两岸、千壑万仞、水天一色的山水长

卷，那是仿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整幅刺

绣长8.16米、宽0.43米，采用平针、乱针、滚

针等多种针法，针脚细腻，颜色表达丰富，运

用黑、白、绿灰、水灰等多种色线，每一色线

从浅至深又多达10多个色级，把这幅传世名

画的韵味和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

“仿古画绣不仅要像，更要保持画稿的

神韵，与其说是对古代名人画作的二次创

作，不如说是与古人对话。为了还原画作

的真实意境，手工底稿不光要准确无误地

勾勒出原稿的轮廓，还要标画出丝线的走

向，这是对画工和针法技艺的双重考验。”

蒋艳玲说，这幅获得2020年广西工艺美术

作品“八桂天工奖”金奖的仿古画绣品《富

春山居图》，一天七八个小时，她足足绣了

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一幅绣品的完成少则几个月，长则两

三年，在当今这个追求速度和节奏的社会，

实在是太慢太慢，但对于绣了二十年的蒋

艳玲来说，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像这

只拳头大的小猫，就绣了三个月。”蒋艳玲

拿出一只小猫刺绣摆件，一只毛茸茸的橘

色调皮活泼小猫在丝绢上活灵活现呼之欲

出，而丝绢另一面，橘色小猫呈现出的却是

黑白色。如此奇妙的变化，却根本看不出

针脚在哪里。“这是双面异色绣，一针双线，

要照顾两面色彩互不影响，异色分明，难度

更大些，所以耗时更长。不过，一针一线绣

的过程，绣的既是作品，也是人的心志。”

蒋艳玲是满族人，自小熟悉佩饰刺绣，

她是穿着手工绣花布鞋长大的。

八九岁时她拿起绣花针绣鞋面、鞋

垫，不但针法细腻，而且用色搭配

十分自然，让母亲很是惊奇。因为

对刺绣的喜爱和天赋，她在 2004

年职业转型时，选择了去有“中国

刺绣艺术之乡”美誉的苏州镇湖就

读金吴针技术学校，学习苏绣。只

是她没有想到，自己 2008 年的一

次广西北海之旅，命运居然从此改

变，她留在了远在家乡千里之外的

北海，成为新北海人，后来还成为

北海非遗代表性项目疍家绣第三

代传承人，“当年苏绣班 43人，现

在还干这行的就只有我了。”

说起刺绣，人们首先想到的多

是四大名绣，但其实，还有不少独

具特色的地方绣和民族绣，承载着

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基因。

北海地处北部湾海域，历史上有着

不少“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

海者”的疍家人。千百年来，他们

漂泊海上，以舟为家，或捕鱼、或潜

水捞珠、或以船艇做生意，险恶的

生存环境和独特谋生手段让他们

形成自己独特的疍家文化。疍家

绣便是其中之一，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蒋艳玲在北海一直以刺绣为业，201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疍家绣的第

二代传人王炎英，才真正接触到疍家绣。

蒋艳玲被疍家绣的质朴迷住了，当即拜王

炎英为师，学习疍家绣。其实，相对于苏绣

的 200 多种针法，疍家绣不过 40 多种针

法，要简单得多，对有着扎实苏绣功底的蒋

艳玲来说，问题不在技法，而在对疍家绣色

彩、图案原始质朴风格、文化内涵的理解和

把握。

疍家人常年生活在海上，生活环境比

较单一，但并不影响她们对美的追求，她们

把对生活的热爱、情感及信仰绘入绣品，花

鸟虫鱼，龙凤麒麟，衬以太阳纹、云雷纹、水

波纹等，点缀在笠帽带、头巾、衣领、衣袖、

裤脚中，色彩明艳，对比强烈，每个图案都

有吉祥寓意，大俗大雅，充满强烈的海洋气

息和活力。疍家绣与精致细腻的苏绣完全

是两种不同风格，疍家绣用的是棉线，粗犷

多彩，抢眼有趣；苏绣用的是蚕丝线，内敛

端庄，侧重意境。

蒋艳玲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她在学

习疍家绣的过程中，就在思考当已经上岸

定居的疍家人因时代浪潮影响而逐渐远离

了传统服饰，疍家绣这一体现北海疍民生

活情趣与审美的民俗文化重要载体想要流

传下去，就必须要有新的表现形式。如果

将苏绣融合进去，其表现形式会不会更丰

富？于是她试着绣了一块疍家传统题材梅

花图案的“兜肚”，在保留花卉图案纹样原

有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丝线、用色和针

法，通过线条交错重叠和分层加色的技巧，

打破传统“排比其线，密接其针”的绣制方

式，赋予绣品自然立体效果。她发现，两种

不同风格的融合，竟然碰撞出意想不到的

效果，疍家经典图案在苏绣工艺的加持下，

更加灵动细腻、质感强烈，古朴又不失时尚

气息。王炎英老师看后十分赞叹：“传统要

保留，也要打破。你做得很好！”

想要把绣品题材表现得更有美感和灵

动，需要融合多种不同的针法。蒋艳玲在

疍家绣原有的40多种针法的基础上，增加

了更多的苏绣针法。比如疍家绣的鱼儿，

传统平针绣和乱针绣大多是平面效果，光

照在上面时透亮、有光泽，但每一处都这样

呈现，就少了跌宕起伏、明暗对比。而融入

苏绣的滴滴针法，针脚距离缩短，线性针脚

变为点状针脚，之间再采用相隔、相叠、相

接、相交的形式，既避免了长针脚丝线对光

的折射，短针脚自身也呈现出独特的颗粒

感，光影也更丰富立体。除了各种不同技

巧的针法，细节处还增加劈丝，因为线的质

地和粗细在交错承转间能影响到光影进退

的动感。劈丝就是将一根蚕丝线再劈分成

更细的线，一根蚕丝线可以劈分成16份或

32份细丝，比头发丝还细，轻巧到能够飘

浮在空中。这样的丝线处理金鱼尾巴或动

物毛发时，特别有质感。获得2022年北海

“石榴籽杯”工艺美术作品大赛银奖的《鸿

运当头》，蒋艳玲不但加入了滴滴针和劈丝

工艺去表现水中游弋的金鱼，而且还别具

匠心地创新了一项新的针法——五角星

针，让金鱼的头部显得更立体更栩栩如生。

刺绣行业里有“一笔千线”之说，即书

画家信手一笔，刺绣就要千针万线。一幅

刺绣作品，少则数万针，多则数十万针。

相对于绘画刺绣，书法难度更大。蒋艳玲

当初创作获得 2021 广西工艺美术作品

“八桂天工奖”银奖的《毛泽东诗词》绣品

时，为了描底样，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

刺绣前要先在底料上描好要绣的样，行话

叫描花，描花执笔要直，持中锋之势，起笔

落笔无须藏锋，无须抑扬顿挫，而要求始

终线细如丝，为的是刺绣后不露墨迹。刺

绣要用丝线把笔锋的韵味绣出来，如枯

笔、飞白……一笔下去是数不清的针脚，

要有连贯性，又要有枯笔的味道。字迹虽

然是黑色，深浅层次也有体现，越是单一

的颜色，对色彩的控制要求越高。常人眼

中大约十多种颜色的绣线，实际上多达上

百种，如同样是黑线，有偏黑，有偏红，有

偏蓝，多达20多种。

在苏绣的众多精湛技艺中，“双面异色

异样绣”堪称一绝。这种绣法不仅要求隐

藏线结，更需在正反两面展现出截然不同

的图案，且色彩各异。蒋艳玲打算将这一

绝技用于疍家绣的创新。“疍家绣想要更好

的传承，就不能只盯着传统，需要借鉴其他

绣种的针法和题材，创新才有生命力。我

被选为疍家绣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就

有责任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这一传统

技艺。”在她的紫桐绣坊里，时光静默，蒋

艳玲垂首凝神，左手抵住绢纱，右手捻起

针，循着点位向下刺去，然后飞快从绷架

下方拉直丝线，绢上留下一道线痕，再寻

点位，再从下往上刺……她要绣的，一面

是疍家绣的龙图案，另一面是苏绣的凤凰

图案。

面对非遗传承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如

何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生机，延续

永恒的魅力，蒋艳玲坦陈：“刺绣是慢工出

细活，上手慢，成品也慢，现在很多年轻人

没这个耐心，人才培养确实不容易，但再难

也要去做。毕竟，一针一线，连起的不仅是

图案，更是文化的血脉。”蒋艳玲在坚持带

徒传承模式的同时，还入驻合浦海丝非遗

馆，在北海职业技术学院开设刺绣课程，积

极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开展宣传展演

及技艺教学研讨等。

在中国文化传承里，有一种极为可贵

的认知，叫作“为天下留一颗读书的种子”。

而蒋艳玲为疍家绣所做的一切，也正是“为

北海留一颗疍家绣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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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枕水廉州》，就像推开了

一扇尘封已久的通往老廉州的时

光之门。

这本书是合浦县作协副主席

刘忠焕的新著，他以细腻的笔触和

真挚情感，将廉州的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缓缓道来。全书分为“海角

春风”“阜市人烟”“风雅廉阳”“文

物之光”四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现

了廉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深厚的

历史底蕴，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跨

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在“海角春风”部分，作者用生

动的文字描绘了廉州的自然风光

与地理风貌，让我真切感受到了这

片土地的钟灵毓秀。海角亭，这座

承载着无数历史记忆的建筑，在作

者的笔下仿佛有了生命，“海角风

光，千秋依旧”，站在海角亭上，海

风拂面，那是岁月的温柔抚摸，也

是对历史的深情凝视。作者对廉

州山水的描写，不只是简单的景色

呈现，更融入了对家乡深深的眷

恋。那些关于山海相依、港湾交错

的描述，让我仿佛置身其中，看到

了湛蓝的海水、金色的沙滩，还有

郁郁葱葱的山峦。廉州的自然风光不仅是大自然的

馈赠，更是孕育当地文化的摇篮，它赋予了廉州人豁

达、包容的性格特质。

“阜市人烟”将镜头对准了廉州的市井生活和商

业文化。古街的石板路、林立的商铺、熙熙攘攘的人

群，构成了一幅充满烟火气的画卷。从古老的贸易

码头到繁华的街市，廉州的商业历史源远流长。书中

描写的传统手工艺品店、热闹的集市，让人感受到了

廉州经济发展的脉搏。在这里，我看到了廉州人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始

终保持着那份对商业的敏锐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使

得廉州的商业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风雅廉阳”则展现了廉州丰富的文化艺术和人

文风情。当地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刃，描绘着廉州的

山水风光、处处流淌着千年风雅。这里，是苏东坡曾

涉足之地，他留下的足迹与诗篇，为廉阳添了一抹深

厚的人文底色。漫步其间，仿若能听见东坡先生的

琅琅诵读。除此之外，永安的悠悠古韵也值得探寻，

古老的“四排楼”、斑驳的墙壁，无一不在诉说着往昔

的故事，让人在触摸历史纹理时，沉醉于廉阳独特的

魅力之中。沉醉书间，我深刻体会到廉州文化的多

元性和丰富性，这是廉州人民精神世界的生动体现。

“文物之光”聚焦于廉州的历史文物和古迹，让

那些沉默的文物开口诉说过去的故事。合浦汉墓群

出土的文物，见证了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

点的辉煌历史。精美的陶器、华丽的青铜器、璀璨的

珠宝，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信息，它们是

廉州历史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

宝。作者对文物的细致描写，让我仿佛穿越时空，看

到了古代廉州的繁荣昌盛，感受到了不同文化在这里

交流碰撞产生的火花。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记忆，

更是激励后人不断探索、传承和创新的精神源泉。

读完《枕水廉州》，我心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敬

畏和向往。它让我明白，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

文化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自然风光和历史文

物上，更体现在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文

化传承中。希望更多的人能翻开这本书，走进廉州，

去感受那枕水而居的独特韵味，同时去领略地域文

化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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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园”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所建

园林的名字，也是李渔所开书铺的名字，它还是李渔

倡编的一套画谱的名字。1679年成书的《芥子园画

传》，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绘画技法图谱”。

清朝康熙元年（1662年），52岁的李渔告别了风

景如画的西子湖，举家来到人文荟萃、虎踞龙盘的六

朝古都南京，1668年前后建成“芥子园”，取“芥子虽

小，能纳须弥”之意。

早年，年少气盛的李渔虽然才高八斗，但所学所

识并不能让他在科举考场上占优势，连连失利，让他

彻底扼杀了从政之心，走上了归隐伊园作诗吟曲的生

活。对此李渔曾感叹道：“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

旧时豪。”还有一件令他烦心的事，就是五十岁之前还

未育有子嗣，只好招沈心友为长女李淑昭的入赘夫

婿。沈心友也就是后来的“芥子园甥馆主人”。

沈心友入赘李家之后，便成为李渔的得力助手，

尽心尽力地管理书铺、编辑书籍、评点作品、诗词唱

和、伴随出游。李渔也尽可能的鼓励和帮助沈心友，

不惜以麈尾策其后。李渔曾作诗赞沈心友：“自汝入

甥馆，予即东西驰。家政谁代庖，恃尔双雄雌。”

《芥子园画传》即是翁婿二人合力的杰作。该画

谱由李渔倡编并亲自作序，女婿沈心友将家中原存

的明代画家李流芳的课徒山水画稿四十幅，交由山

水画家王概整理和增补，经三载增至百三十页，并由

王概编成《青在堂画学浅说》，康熙十八年（1679年）

在李渔的资助下套版精刻的《芥子园画传》初集《山

水卷》出版，这便是《芥子园画传》的发端。

《芥子园画传》将树木山石、梅兰竹菊、草虫花

卉，中国画中的各种符号一一分解整理形成图谱，为

中国艺术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见证了芥子

园里一段被后世传颂的“足称快婿惭翁老，肯觅封侯

奈妇何”的翁婿情。

““芥子园芥子园””里的翁婿情里的翁婿情
◎王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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