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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匠心

核心
提示

匠心，不仅能反映一个人的职业品德，也能
传递出一个家庭的底蕴。大连人林涛在外祖母、
父母的匠心精神感染下，成为缝纫机刺绣工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人，获得过辽宁省优秀工艺美术
师、辽宁省工艺美术行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与家
人用坚守与专注，致力于将这项传统的手工技艺在传承中
发扬光大，一家人也在日常的飞针走线中形成了宽容、和
气、相互欣赏的独特家风。

做手艺的人都讲究心
思。心思在哪儿，注意力就
在哪儿，所谓匠心。具体诠
释为坚持、专注、灵巧、谦恭、
自省、敬畏。

林涛和父母的心思全都
专注在缝纫机刺绣上，推出
的绣品越来越精益求精，有
些已具备收藏价值。

林涛说，他“接班”后，一
家人的关系有了有趣的变
化，夫妻、父子、母子变成了
循环师徒关系，三口人互为
师徒。

论刺绣工艺，李伟手法
娴熟、技艺精湛，是工艺之
师。设计方面，林涛是大学
艺术设计专业科班出身，美
术设计功底扎实，又曾在设
计公司工作过9年，是设计之
师。而摆弄缝纫机方面，与
机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林道
渊是绝对的行家里手，是机
械之师。三口人同时做缝纫
机刺绣，取长补短，珠联璧
合，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专注
点。“共同语言多了，幸福感
就更强了。”这是三人公认的
事实。

在家里，李伟一直是被
“众星捧月”的角色。李伟说
她很享受父子俩给她的这个
待遇，她笑着指指身上穿的橙
红色毛衣的正面图案——明
月松鹤图，说：“这就是证明。
这是他们父子俩创意的，非要
体现出月亮，然后儿子设计图
案，我上机刺绣，老伴儿监工，
我们三口人合作完成的。”而
这样的“物证”在林涛家里有
很多，从屏风到手绢，李伟的
一位老朋友评价说：“你们三
口之家的刺绣作品里，注入的
都是满满的爱啊！”

林涛今年40岁，还未结
婚。催婚的事，在他家里没
发生过。“儿子现在专心在
家里研究机绣，社交圈、朋
友圈都太小了，拖到现在不
能怪孩子。”说起这个，李伟
和林道渊虽然心里也着急，
但他们理解孩子。“儿子也
和我们解释过，他并不是拒
绝，的确是没遇到适合的，
他明白我们的心思。”两辈
人都具有的自省，让这个在
很多家庭闹出矛盾的事无
声化解了。

虽然绣品被专家认可，
但目前与市场销售价格之间
还有较大距离。林涛说，他
们现在还是“以绣养绣”阶
段，尤其是一件机绣精品，制
作周期很长，讲究慢工出细
活儿。好在全家人在这方面
的想法比较一致，不急于快
速变成经济收入，尤其是母
亲总提醒他不要着急，心思
放在提高技艺上，沉下心多
研究业务，多出精品，这让他
内心很沉静、很踏实。

对工艺始终怀有的敬
畏心和好人缘、好绣品，让
林涛一家收获不少赞誉。
面对这些，他们的反应是感
恩和及时自省。在缝纫机
刺绣的精进道路上，温柔又
敦厚的匠心家风底子，让林
涛一家用针线绣出的幸福
轨迹绵长又深刻。

“嗒嗒嗒嗒”，循着老式缝纫机发出的声音，记者在大连市甘井子区
辛寨子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楼里找到林涛一家的工作室，12平方
米、3个人、5台缝纫机，操作台上满是各种尺寸不一的绣品。站在林涛
母亲的缝纫机前观看，随着她双脚踩动缝纫机，两手推送圆形的绷架缓
缓移动，细密的针脚在底布上上下翻飞，一片色彩浓淡相宜的密林跃然
眼前，逼真的光影斑驳效果透出油画般的质感……

林涛与父母三人各自都在忙，偶尔一个人抬头，一句：“剪子呢？”两
把剪子齐刷刷递过去，然后三个人相视一笑，继续低头忙碌。这是这个
三口之家日常生活的写照。

室外春暖花开，室内温馨洋溢。虽然没有太多的言语交流，但默契
似乎随处都在。林涛一家三口看似平淡忙碌的日子，在一件件精美的
绣品中流淌出专注与和气。

一针一线绣出幸福之家
本报记者 吕 丽 文并摄

每天早上7点半，林涛就会和父母
到工作室开工。中午用电热杯做点儿
简单的饭菜吃一口，忙碌到下午六七点
钟再回家。林涛从2015年辞职到现
在，4年的时间里，一家三口基本就是
这样度过每一天的，即便不去工作室，
在家里也一样都是围着缝纫机转。

林涛 1979 年出生在大连。外祖
母马玉莲是大连市第一代机绣工人，
母亲李伟是原大连工艺绣品厂的技
术骨干。林涛说，在他童年的记忆
里，外祖母和母亲似乎总是在缝纫机
前忙碌，在她们手里，硬邦邦、冷冰冰
的机器仿佛有了灵气，几个晚上就能
绣出门帘上活泼跃动的喜鹊、床罩上
栩栩如生的游水鸳鸯……

虽然天天生活在外祖母和母
亲的身边，耳濡目染缝纫机刺绣，
小时候还经常帮助外祖母和母亲
找个线轴、剪个线儿啥的，但林涛
说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长大后也
会干上这一行，而且是辞掉了已经
工作多年、发展前景不错的平面设
计师的工作。还有他的父亲林道
渊 ，从 大 连 乳 胶 厂 机 修 岗 位 退 休
后，也坐到了缝纫机前。

“我们家三个人现在都在做缝纫
机刺绣，其中两个是大男人！哈哈，
男人绣花，你们是不是觉得有意思或
好笑？但我们真的乐在其中！在真
心喜爱的手艺面前，性别不是障碍。”
林涛说。缝纫机刺绣，对缝纫机的掌
握和操作有很高要求，所谓“人机合
一”，而男人对机械操作似乎天生有
优势，因此，他和父亲在这方面并不
觉得挑战有多大。对他们最大的考
验其实是能不能耐得住寂寞，尤其是
有匠心精神的手艺人的那种寂寞。

“自从辞职做缝纫机刺绣，我的
工作和生活就没有明确界限了，社交

范围也缩小了很多。”林涛说。很多
人都不理解他的选择，尤其是知道现
在做缝纫机刺绣的“钱途”不是很好，
就更不理解了。但这确实是他发自
内心的选择，父母从没勉强他“接
班”。“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一种决定
吧！”林涛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原
因，归根结底还是父母专注如一的匠
心精神打动了他。

“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妈绣出的东
西特别好看，我看过同学、朋友家有
刺绣图案的门帘啊、电视机罩什么
的，和我妈的手艺比差太多了。”林涛
说，长大了他才知道，母亲是厂里技
术科的骨干，她绣出的产品常常是要
拿到全国的订货会上做样品的。几
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的母亲，每天唯
一的乐趣就是在缝纫机上刺绣，研究
各种配色和针法。即便后来电脑刺
绣兴起，传统缝纫机刺绣日渐式微甚
至被遗忘，母亲也从没扔下这门手
艺。包括父亲退休后的加入，也让他
很受触动，“虽然个体力量微弱，但他
们始终在坚守缝纫机刺绣这项传统
的手工艺，这份执着令我深受感动。”

李伟告诉记者，缝纫机刺绣这门
手艺她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生活
困难时期，她们用这门手艺做加工活
贴补家用，渡过难关；衣食无忧时，用
这门手艺给家里绣个屏风、装饰画，
让生活“锦上添花”。李伟说林涛决
定“接班”时，她很激动，“我知道现
在有更高科技的东西，可能更有效
率，但人在机绣中的作用很关键，绣
品中会有绣者的精气神儿，真舍不得
让这门手艺撂荒了。”

李伟说让她没想到的是，事实
上，林涛回归后不仅有传承，更给这
门老手艺带来了新生机，让全家人都
专注的这件事变得特别有希望。

一家人专注一件事

“我多数时候从工作室走得早一
些，回去给他们娘俩儿做饭，所以刺
绣水平还停留在徒弟阶段，他们俩才
是主力。”今年 69 岁的林道渊健谈、
幽默，他说老伴儿和儿子在他眼里都
是大师级人物，得照顾好。

林涛说，一家人都喜欢做一件
事，幸福中也有苦恼，因为总得有一个
人要倾向于做家务。在这方面，父亲
主动选择了承担家务，他小时候的记
忆就是这样。那时候母亲钻研刺绣，
爷爷和父亲承担了所有家务。爷爷去
世后，所有家务都由父亲做。不仅如
此，年轻时脾气急躁的父亲，为了让母
亲能静心刺绣，硬是把自己磨砺出“一
团和气”，因为刺绣时讲究心有静气，
有“火气”是绣不出精品的。

林道渊现在能绣些黑白明暗的
素描、连环画、书法等作品。他说“家
和万事兴，和气解万事”，自己做缝纫
机刺绣，陪伴老伴儿是一方面，喜欢
这门手艺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想
给自己的暴脾气“降降温”。他认为
虽然儿子入行晚，但和老伴儿都是在

这方面有灵气的人。为了让他们能
更专注于刺绣，自己就把心思多用到
后勤保障方面了，“他们是刺绣方面
的大工匠，我就做给他们服务的‘打
工匠’吧。”

李伟说，一家人在日常的飞针走
线中形成了宽容、和气、相互欣赏的
独特家风。婚后，她和老伴儿都在厂
子里忙，有时下班回家还要赶活儿，公
公承担了很多家务，包括帮他们带孩
子。那时虽然收入不多，但都交给公
公，一家人尊老爱幼，和和气气。林涛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因此有个很好
的性格，这为他沉心静气创作、刺绣打
下一个非常好的底子，虽入行晚，但进
步快，还成为缝纫机刺绣工艺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人。

现在天天与父母“宅”在一起的
林涛，又是怎么做到“和气”地对待父
母的唠叨与“监视”的呢？林涛说，他
特别感谢和气的家庭氛围，让一家人
学会了互相欣赏。40岁的人了，天天
在父母身边确实会有些不自在，但工
作起来，全家人都特别专注，在工艺

和设计方面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交
流很平等。即便生活细节上难免有一
些分歧，但有和气的基因在，也会克制
和化解。“要是看情形不对，我或者我
爸就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出去转一圈
儿，回来就没事了。”林涛说完这句话，
全家人都笑了。

李伟和林道渊说，他们从心里
理解儿子，也心疼儿子。缝纫机刺
绣是硬功夫，一件考究的绣品，从设
计、配色等等环节到实际上机操作，
基本都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完成。“天
天坐在缝纫机前，孩子不容易啊。”
夫妻俩对儿子的钻研和精益求精的
精神大加赞赏。

和气带来的相互欣赏，在林涛一
家人身上都有体现，不管是林道渊说
起李伟、林涛，还是林涛说起父亲母
亲，总是能在琐琐碎碎的事例中找到
闪光点。林涛告诉记者，和气也是孝
顺，有一点他觉得或许是自己比别人
更幸福的，就是可以天天陪伴父母。
在陪伴中，既可以精进技艺，又能尽
孝心，他特别珍惜现在的日子。

和气解万事

在工作室和家里的墙上，挂着不少
李伟和林涛母子俩的绣品，千针万线绣
出的飞禽走兽、园林景观都栩栩如生。

绣品《斑马饮水》呈现的是非洲
大草原的边缘地区，仿佛一场大雨结
束了漫长的旱季，枯黄的草地开始泛
绿，几匹斑马迫不及待地来到湖边饮
水。母子俩用两种不同的针法塑造出
斑马，每棵青草都通过配线认真刻画
着，效果如同一幅清晰度极高的摄影
作品。这幅绣品获得了“中艺杯”金
奖。绣品《幽谷之王——雄鹿》，林涛
用圆针和云针等手法绣出的雄鹿眼睛
炯炯有神，毛色丰厚饱满，形象逼真。
绣品《荒漠中的大象》，似乎连大象脚
下扬起的细沙都清晰可见。而山水画
中的湖面碧波荡漾、小溪汩汩流淌，针
法与丝线的结合，让作品呈现出多方
位、多层次的视觉效果……

在林涛与李伟的绣品里，既有水
墨画的酣畅淋漓，也有油画的逼真写
实，传统缝纫机刺绣艺术达到了一种

新的艺术高度。
在缝纫机前做了50多年刺绣的

李伟说，传统缝纫机刺绣比手绣效
率高，比电脑刺绣更具灵动性。要
想绣出好作品，需要“人机合一”的
默契，件件都得花心思，眼睛、双手、
双脚、内心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林
涛努力发掘缝纫机刺绣的潜力，将
现代艺术元素注入其中，使传统缝
纫机刺绣在艺术形式及艺术价值上
有了新突破。

“我16岁跟着母亲学刺绣，那时
哪怕有一个地方绣得有问题，我母亲
都要我必须拆了重绣，交工在即却要
返工，真没少掉眼泪，但也培养了我精
益求精的韧劲儿。”李伟说。母亲告诉
她，绣品上虽然不能绣上绣者的名字，
但绣者的精气神儿都在里面，要对得起
自己的心，对得起手里的活儿。

林涛从踩踏板、上绣绷、缠线轴、
推直线等最基础的地方学起，同时学
习拆卸组装调节缝纫机部件，加深对

机器的理解，对细节的把握，并且在针
法控制和画面效果、意境营造上比传
统绣法有了很大提高。他还改良了传
统机绣中直针、圆针、云针、走针等自
有针法，使针法更加细腻，应用题材更
加广泛，作品更具审美价值。在油画、
国画、水彩、唐卡、书法、装饰画等多种
题材上都做了尝试，加之刺绣丝线本
身的光泽质感，使其绣出的图案更加
饱满，更有质感。娘俩儿共同研发的
机绣作品一面世，就得到了专家的认
可，林涛因此获得过辽宁省优秀工艺
美术师、辽宁省工艺美术行业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

“我今年69岁了，几乎干了一辈子
机绣，在工厂期间就带出300多名徒
弟。我们一家不保守也不保留，特别欢
迎有心的年轻人来学习。”李伟说，她现
在和儿子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或讲
座，一家人一条心，努力把机绣做一辈
子，也希望能把这个工艺更大范围地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用心传承推广机绣工艺

林涛和父母每天早上7点半到工作室开工，即便不去工作室，在家里也一样都是围着缝纫机转。

林涛和妈妈共同完成的缝纫机刺绣作品《斑马饮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