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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仰视的感动

核心
提示

今年67岁的马巨，是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虎头鞋帽传统手工技艺的代表性传承
人。她父母早逝，5岁离乡，中年丧夫、下岗，但

命运的捉弄不改她善良的本心，始终以感恩和爱国爱家的
大义情怀回报社会，温暖他人。她不但把女儿培养成为重
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而且无私地对外传授家族技艺，获
得过“民俗工艺大师”等荣誉，被誉为“大连织女”“针尖上
的舞者”，当选过大连市“文明的感动”年度人物。

在见到马巨之前，采访重点
原本定位在母女如何做刺绣和虎
头鞋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公益传承方面，当面对面倾听完
虎头鞋帽里藏着的故事，记者的
眼圈数次泛红，相比马巨屡遭磨
难依然自强不息和表现出的善
良、感恩、家国情怀，原来确定的
主题偏轻了。

早年父母过世，中年时丈夫撒
手人寰，主动从单位下岗，为减轻
公婆负担一度居住在不足1米宽
的“夹缝”里，命途多舛的马巨，经
历的诸多生活磨难让人唏嘘不已，
她表现出的乐观和坚强让人动容，
更在其身上收获了需仰视的感动。

丈夫出了车祸，马巨没有向
爱人单位哭闹，以争取多一点的
抚恤金，而是对所有人说：“我爱
人的单位真好，常来人帮助我
们，我到现在都要感谢他们。”甚
至在爱人单位搬迁后，她还向熟
悉的人打听搬到了哪里，希望能
向曾经来看过她们的人,再次表
达感谢。

爱 人 去 世 ，娘 俩 住 进“ 夹
缝”。马巨说，一天早上，她在门
口发现了好多报纸包的纸包，打
开纸包一看，原来是周围邻居给
她们娘俩捐的钱，合计有 400 多
元。其中一个装着8元钱的纸包，
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捐的，马巨
知道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马巨记着所有人的好。“别人
给的每一分钱，说的每一句温暖
的话都是恩！”她有一个老旧笔记
本，里面记着所有帮过她的人的
名字。“我的手啊，常年拿针线，字
练得少，写得也不好，不好意思给
你看。”说起自己的笔记本，马巨
有些害羞。记者看到，笔记本上
的字确实歪歪扭扭，但很认真地
记录着一些人和事。一位热心的
邻居，从老家运来100公斤茄子和
西红柿让她卖，并说先不用给钱，
等卖完以后再说。还有帮助她免
费申请注册“马巨”商标、推广传
统手工技艺的好心人等等，密密
麻麻记录了一大本。

宋玲也像妈妈一样心怀感
恩。她特别感谢一个叫巢秀丽的
阿姨，她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巢阿姨
的帮扶。而能与巢秀丽认识，也是
因为马巨的善举结下的善缘。多
年前，马巨和巢秀丽都在疗养院疗
养，马巨的房间离水房近，听到半
夜水房有水声，发现是有人在洗衣
服。原来巢秀丽的一只手受伤了，
只能单手搓衣服，所以选在人少的
时候洗。热心的马巨从此承包了
巢秀丽所有洗衣服的活儿，两个素
不相识的人后来成了一辈子的朋
友，现在马巨依然在照顾这个已经
82岁的老姐姐。

41岁的贾凤善向马巨学刺绣
和布艺有10年时间了。她说马巨
对自己就像妈妈一样，知心又体
贴，不论遇到什么糟心事，永远正
能量，永远用善良回报每一个人。

虽然母女相依为命，但善良
与感恩扩大了马巨娘俩的朋友
圈。马巨说，困难的时候总有人
在帮，她从不觉得自己命不好。
宋玲说她在成长过程中，收获了
太多感动，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一介弱女子，胸中有大
义。国企突围攻坚，她能隐忍负
重；倘若国难当头，她敢请缨领
兵。位卑未敢忘忧国，透过她坚
毅的面庞，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
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顽强品
质。这个普通母亲，拥有需要我
们仰视的高尚情怀。”这是2009
年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精神
文明办等部门主办的第四届“文
明的感动”评选颁奖典礼上，推
选委员会写给马巨的颁奖词。

今年 6 月一个晴朗的上
午，记者在大连市甘井子区椒
金山街道矿北社区小会议室见
到了马巨，因赶上她家里正在

装修，所以采访地点选在了社
区，这里也是她经常上公益课
的地方。

10年过去了，马巨终于有
了自己的房子，女儿也硕士研究
生毕业了，在北京有了一份让人
羡慕的工作。在外人看来，67
岁的马巨算是苦尽甘来，然而
历经生活磨难从未抱怨，屡次
从头再来的她却说自己一直都
是幸福的，特别感恩这个时代，
感恩遇到了太多的好心人。听
马巨讲她的家庭故事，记者在
这位身高不足1.6米的老人身
上，真实感受到了她心地的善
良和骨子里透出的刚强。

虎头鞋帽里藏着“虎头奶奶”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吕 丽

马 巨 ，1952 年 出 生 ，祖 籍 河
南。因父母去世早，她 5 岁时随当
兵的姑父和姑姑来到大连营城子生
活。马巨说，她奶奶的母亲曾做过
清朝宫廷里的绣女，因此家族中对
刺绣、虎头鞋帽等传统手工技艺都
有传承，她的手艺是奶奶传授的。

打开一个年代感很强的布包，
马巨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
装着她奶奶留下的一些刺绣物品和
一些手绘的版样。虽然时间久远，
但从绣品上依然可见针法细腻、图
案精致。马巨说，奶奶是满族人，她
四五岁时就开始跟奶奶学做活。除
了绣品，奶奶做虎头鞋、虎头帽也非
常独到，不但带有宫廷的样式，还有
很多独门技艺，讲究也多。马家虎
头鞋帽的虎脸尤其独特，是祖辈传
下来的脸样。作为心灵手巧的马家
后人，马巨早已将它们熟背于心，信
手剪来就是一个生动的造型，经过
多年的摸索和积累，更形成了独特
的技法和表现力，在艺术、民俗、文
化价值等方面都有传承和发展。

采访当天，马巨带来很多她的
作品，其中有的虎头鞋帽和一些手
工制作的棉布小褂，她女儿小时都
穿戴过。

“虎头鞋帽看似简单，其实做工
非常复杂，想做得生动漂亮，得下细
功夫。”不善言辞的马巨，拿起一只
虎头鞋话才多了起来。她说，把虎

头鞋做得完整，至少需要经过打袼
褙、剪样、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
上鞋帮等22道工序；虎头帽的工艺
更加讲究，要经过剪、贴、插、刺、缝等
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马巨除了擅
长做虎头鞋帽，刺绣、织布、缝纫，甚
至养蚕、抽丝和染色也样样在行，被
大连艺术学院授予“非遗专家”的称
号，获得过“民俗工艺大师”“甘井子
区学习之星”等诸多荣誉，被誉为“大
连织女”“针尖上的舞者”。

穿针走线一个甲子，马巨现在
的手指头上都是裂口，甚至开始对
针线过敏，但她从未放下。“奶奶经
常说艺不压身，德行天下。”马巨把
装有手绘刺绣版样的盒子翻过来，
盒底上有一个手写的大大的“德”
字，她说，“德”也是家训。

一名社区干部告诉记者，在做人
做事方面，马巨体现出对“德”字家训
的遵循。下岗后，她一边辛苦谋生供
养女儿读书，一边用4年时间手绣出
长20米、宽0.7米的奥运长卷——万
里长城图，于2008年无偿捐献给奥
林匹克博物馆；在生活稍有好转时，
她主动退掉低保待遇，积极投身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将家族手艺
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人；每逢国家有
大事发生，她都尽己所能积极参与，
一幅幅饱含爱国爱家情怀的绣品和
倾囊相助的捐款捐物行为，让周围
的人感动，也深受教育。

“艺不压身，德行天下”

1985年，马巨和大连炼铁厂的货
车司机宋承林结婚。在马巨的口中，
爱人个子高，很帅气，对她特别疼爱，
两人感情非常好，从未吵过架。

1986年，马巨发现单位卫生间的
门没有门帘，大家如厕时很不方便，
就想绣个门帘挂上。结果她去商店
买布时，把钱包丢了，里面装着的几
十块钱，是她和爱人刚发的工资。

“我那个上火呀，回家时都快哭
了，想着上哪儿能挣钱回来当生活
费。结果爱人一句埋怨的话都没
有，还安慰我说丢就丢了。”马巨说，
从那以后的一个月里，爱人带的饭
盒里天天是白菜粉条再加点儿酱
油，两毛钱一包的烟也戒了。

天有不测风云。1988年9月，宋
承林出车祸，头部、颈椎等多处受
伤，失去工作能力。那时他们结婚
刚好3周年，女儿宋玲刚满周岁。

马巨没有说太多丈夫受伤后自
己独自养家的艰辛，却记得所有对自
家有过帮助的人。事实上，为了贴补
家用，马巨那时白天在单位忙完工
作，晚间用布挡着台灯以免影响父女
俩休息，争分夺秒赶制一些加工活

儿，常常要忙活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
钟。女儿宋玲回忆说：“虽然生活贫
苦，但父母特别恩爱。父亲的大度、
母亲的疼爱，让我觉得自己的童年和
少年生活与其他孩子一样幸福。”

2003 年，宋承林离世。虽然人
前忍住悲伤不掉眼泪，但马巨觉得
家一下子空了，无数个夜晚里偷偷
哭湿了枕头。正准备中考的女儿心
疼妈妈，想减轻家里负担，一度打算
辍学养家。

“我女儿学习好，又特别懂事，她
喜欢上学。我告诉她，不要说没钱，
也不要说丧气话。无论啥情况，咱都
要活出个人样来！”马巨说，特别感谢
孩子学校的校长，他劝宋玲说，想要
帮助妈妈，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学
习，用知识改变家庭状况。宋玲后来
果然不负众望，考上了重点高中。

丈夫去世后，为了不拖累年事
已高的公婆，马巨带着女儿主动搬
离了共同生活多年的房子。在街道
的帮助下，她在两栋房子中间的过
道里，建了一个 0.9 米宽、10 米长的

“简易房”作为她和女儿的暂时住
所，一住就是多年。

然而，生活对马巨的考验并未就
此结束。2004年国企转型改革到了
最艰难的时候，为了给企业减轻负
担，马巨主动选择了下岗，“我有刺绣
和布艺手艺，能养活家。厂子遇到困
难，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个了。”

打零工、卖菜、开食杂店……多
少次从头再来，都没让马巨母女失去
信心和感恩之心，她们努力要“活出
个人样”。2006年，宋玲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北京大学，马巨更是集中精
力，积极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国家、社
会和周围热心人对母女俩的关爱和
帮助。2009年，在大连市第四届“文
明的感动”人物评选中，马巨当选为
年度人物，被赞誉为“自强不息的铁
娘子”。颁奖晚会上，身材娇小的马
巨走上红毯，成为市民心中的明星。

在大连的博物馆里，有很多马
巨捐献的苏绣作品，如《天安门》《人
民英雄纪念碑》等，她还为大连市刘
长春小学绣了《奥运地图》。今年，
马巨的虎头鞋帽入选夏季达沃斯论
坛非遗展示项目，她精心准备了100
多个各式的虎头鞋帽，充分展示了
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

“无论啥情况，都要活出个人样来”

宋玲高挑漂亮，研究生毕业后
留在北京工作。

“我妈妈虽然身材矮小，但蕴含
着巨大的能量，她是我心目中的巨
人。”宋玲说，不寻常的家庭经历让
她深刻体会到母爱的伟大。母亲的
影响，造就了她不向困难低头的坚
韧性格。

“年幼时，妈妈用爱支撑起支离
破碎的家，苦自己也不曾苦我分毫，
以至于我回想起童年，都是阳光灿
烂的景象。妈妈一直笑对生活，即
便再苦再难，也听不到她一句抱怨
的话。”宋玲说，她记得很多妈妈鼓
励她的话，比如“人穷不能志短，再
苦也要自己咽下去。”“那个笑着的
人，背后藏着怎样的经历，你哪里知

道？”“孩子，做就行了，不要去想结
果，老祖宗都有数呢！”

“那时候，我觉得妈妈说的那些
话有些傻气，但现在想来，那些话
语言朴素，却道理至真。如今，每
当我遇到难事愁事，就会想起妈妈
说过的那些话，我就坚持再坚持，
然后事情真的就好了，哈哈！”笑中
带泪，宋玲的脸上有着同龄人不多
见的坚毅和成熟。

谈到妈妈的手艺，宋玲特别骄
傲和自豪，“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
跟母亲学习手艺了，就觉得五彩的
绣线和布料组合到一起，做出的东
西怎么会那么美丽独特？其实为了
引导我走上这条路，妈妈不知费了
多少心思。”

“我妈妈总重复她奶奶说过的
话，老祖宗的手艺不能弄丢了，不
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把这个
手艺传下去。看到年轻人连针线
都不会拿，她特别着急。所以，当
她说要把家族传承的手艺无偿向
外传授时，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宋玲说，到目前为止，跟她妈妈学
过刺绣和布艺的人已经超过 2000
人，一些青少年尊称马巨为“虎头
奶奶”。

看着妈妈一天天变老，宋玲准
备不久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回大连，
陪 伴 在 妈 妈 身 边 。 传 授 家 族 技
艺，是马巨回报社会的方式，宋玲
说她会全力支持，并愿意和妈妈
一道努力。

“母亲是我心中的巨人”

马巨母女致力非遗项目的传承。（采访对象提供）

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虎头鞋帽传统手工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马巨。 本报记者 吕 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