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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史铁生曾在《给盲童
朋友》中写道：“生命就是这样
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超越自
身局限的过程。”对于普通人
而言，生命的每一次进步何尝
不是一次自我超越，而这种超
越，靠的是勤奋，是自律，是驰
而不息。

在手艺人闫玉琪的身上，
记者看到了“天赋”，看到了“热
爱”，更看到了“坚持”。在课业
繁重的高中阶段，他想方设法
挤出时间，坚持走上了“文物复
刻”的道路；在独自打拼的创业
路上，他坚持精益求精，坚信

“精雕细琢方为器”；在订单源
源不断的情况下，他没有止步，
而是不断地研究与精进，做更
好的自己。我们不能说他的每
次“坚持”都是正确的，但人生
只有一次，可贵的是能为自己
的决定放手一搏。

天赋固然很重要，但努力
永远不过时。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天赋再强，人总有极限，要
想突破自己的极限，只有勇于
攀登，不断突破自我！在“文物
复刻”这条路上，闫玉琪并没有
同行者，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只有靠他自己不断摸索。正如
汪国真的这句诗：“我不去想，
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
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用勤
奋与自律一路支撑，走过艰苦
岁月，向着梦想驰而不息。

奔向理想的道路上更多是
崎岖难行。有的人，或因眼前
失败而自怨自艾，或因一时坎
坷而止步不前。但真的勇士，
总能直面人生困境，逆流而
上。因为他们相信，当下走过
的路和吃过的苦都将成为宝贵
的财富，自己走过的路，每一步
都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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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创业的那天
2018年6月9日

高考终于结束了。
我知道我的成绩，也很
清楚我的兴趣。因为制
作衣服的事，爸爸妈妈
已经和我谈了很多次，
我理解他们望子成龙，
却从不认同他们的观
点，他们总希望我能读
完大学，找个稳定的工
作。一年多来，除了上
课学习，我已经接了不
少订单，我想，依靠这门
手艺，我一定能闯出个
名堂来。今天，全家人
又一起商量我的未来，
爸爸妈妈终于不再反
对，他们希望我能读一
个服装类院校，剩下的
路，就靠自己“闯一闯”
了！

最喜悦的一天
2020年8月20日

今天真是畅快的一
天，在首都北京，谈下一
笔十多万的单子。

这位顾客想要定制
机绣的皇帝吉服和皇后
吉服各5套，因为制作
量大，花样繁复，他想要
面谈。见面后，我发现
这位大哥对清制服饰挺
有研究，我俩畅谈言
欢。今天既交了朋友，
又签下一笔订单，真是
收获颇多。

最难忘的一天
2021年2月12日 春
节

临近过年，好多顾
客定制衣服，这段时间
积攒了太多的订单，我
简单算了算时间，发现
只有春节不打烊才能按
时完成。连续赶了半个
多月的工，眼睛有点酸
疼，手机里亲戚朋友的
拜年短信不断，我都没
时间看。长这么大，第
一次没有回家过年，爸
爸妈妈应该很想我吧！

最期待的一天
我最期待的一天就

是梦想成真的那天。
希望那是天气晴朗

的一天，我所期待的小
小博物馆正式开馆，向
世人展示清制服饰的
“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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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上堆满了布料、绣线、竹篾等各色原材料，精巧
的配饰散落一角，静谧的空间中只有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
它以独特的节奏安抚着情绪，带我们走进了慢时光。说慢
也不慢，执针线的那双手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顶清代皇
帝夏吉服冠的雏形展现在记者面前。

竹篾为胎，内外皆整布绷制，再饰上红缨、顶珠……完
成这样的一顶官帽需要花费手艺人闫玉琪一整天的时
间。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拾贝，通过古老的满族袍服制作
工艺，将文物完美复刻，带领我们穿越时光的长廊，回望
经年的风景。

闫玉琪天生一双拿针线的
巧手。

1998年，闫玉琪出生于桓
仁满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
满族服饰的制作是他成长经历
中难以磨灭的重要印记：姥姥
是第四代县级满族服饰非遗传
承人，她那双常年务农的双手
总能变着花样为全家制作出合
身的满族传统服饰。闫玉琪虽
是个男孩儿，却对“针线活”情

有独钟，小时候，他常常依偎在
姥姥身旁，渐渐学会了穿针、引
线、缝制、剪裁……

走上“复刻文物”这条路，仿
佛是命运的安排。时光荏苒，高
二的闫玉琪筹备着一件“大
事”。原来，学校要举办文体演
出，闫玉琪所在的班级决定排练
一个历史题材的话剧。大家分
工协作，闫玉琪负责为一个“明
代皇帝”的角色制作戏服。

也许是家学渊源，也许是
单纯热爱，闫玉琪暗下决心：

“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那
时人们对古代服饰的兴趣远不
及现在，网络上关于明代服饰
的文章少之又少。几经搜索，
闫玉琪终于在一篇论文中找到
了关于明定陵出土的皇帝服饰
的描写，这是一件“黄缂丝十二
章福寿如意纹衮服”，配一顶

“乌纱翼善冠”，是皇帝在重大
庆典活动时穿用的服冠。闫玉
琪决定，就以这套礼服为蓝本
制作戏服。他对着论文和照片
仔细研究，在有限的条件下尽
全力“复刻”，几天后，一件复制
品在闫玉琪的手上诞生了。

“这是我制作的第一件古
代服饰，除了样式正确，真是槽
点满满。”如今回想起那套衣
服，闫玉琪笑着盘点它的种种
不足，衣料的质地、花纹完全不
对，龙纹也是从网上买来的补
子直接粘贴而成的……尽管如
此，这套服饰一经亮相，就惊艳
了老师和同学。

话剧落幕，闫玉琪看着这
件处女作，萌生了一个想法，他
穿着这套衣服拍了张照片，把
它放在了“闲鱼”平台上，希望
能物尽其用。很快就有人打听
价格，衣服以2000元的价格售
出，闫玉琪赚到了人生中第一
桶金。

第一件作品邂逅“复刻”

一个小小的网帖，竟成为
闫玉琪梦想的开端。

“闲鱼”上，网友们纷纷留
言，有人咨询，有人鼓励，更有
人看中了闫玉琪的手艺，想要
定制服饰。“刚开始的皇帝暖
帽，我做了三四天才做出来。”
这是闫玉琪接到的第一个订
单，他由此获得800元的收益。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
三。闫玉琪在闲鱼、百度贴吧、
微博、淘宝乃至抖音这些信息
传播最快的平台上发帖，将自
己的作品发布于“云端”，吸引

了来自天南地北的顾客。
为了完成订单，高中生闫玉

琪只能不断压缩休息时间进行
赶工。高中毕业后，他下定决心
要走“复刻文物”这条路。在意
大利留学一年后，闫玉琪回到了
家乡，真正开始了他的征途。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
的。为了吸引更多的志同道合
者，闫玉琪在县里的文化馆开
办了满族服饰非遗培训班，许
多人由此获得一技之长，帮助
闫玉琪消化纷至沓来的订单。
2021年，闫玉琪在闲鱼上搜索

同城，发现新宾有一家满绣工
坊精品频出，他联系上了满绣
工坊负责人池源，两人越聊越
投机。在池源的建议下，闫玉
琪在新宾的赫图阿拉新村开设
工作室，同时也将工作的重心
移到了新宾。

“这里的满族文化氛围更
浓。”闫玉琪说，他的加入原本
抱着抱团取暖的心态，近几年
受疫情影响，曾经游客不断的
赫图阿拉新村冷清了不少，但
这里的非遗产业却乘着“高端
定制”的东风异军突起，成为新

村里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来
到新宾的这一年间，大家理念
相合、互帮互助，如今已形成共
同成长的格局。

虽然新宾、桓仁、沈阳三地
跑是闫玉琪在线下的工作状态，
但不论身处何地，“云端”才是他
的主战场。他的订单来自网络，
原材料也来自网络，他通过网络
寻找合适的机绣厂家，也通过网
络定制精致的金属配件。在订
单不充足的时候，他还会为古装
爱好者进行摄影，同样离不开来
自“云端”的约定。

年轻的非遗梦飞入“云端”

只有打开手机，置身于“云
端”，才能真正融入闫玉琪的世
界，读懂他的热爱。

作为网络原住民，闫玉琪
的作息时间日夜颠倒，午夜时
分是他每天的社交高峰时段。
在网络上寻找闫玉琪工作的蛛
丝马迹，我们看到了好评如潮：

“清代服饰的天花板”“遵循制
式，做工精良”“搜遍全网，终于
买到故宫同款”……买家总是
第一时间发表留言，而闫玉琪
尤其看重“是否精准复刻”之类
的评价。

一针一线，毫厘之间见匠
心。闫玉琪不同于其他传统服
饰制作人，他不追求潮流与创
新，却更像一个历史的研究者，
他一头扎进对中国传统服饰的
研究当中，不断汲取养分。他忠
于文物，力求1∶1的复刻，不论
是样式还是工艺，他都追求至臻
之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工作台上，闫玉琪随手
拿起一个满族荷包，记者被精
良的绣工所吸引，闫玉琪却将

话头转向了不起眼的绦子。“这
个绦子不同于机器制作出来的
那种产品，是手工编织而成
的。”在一次展览上，闫玉琪发
现文物荷包上的织带与众不
同，而制作织带的手艺早已失
传。为了复原这门手艺，闫玉
琪遍访国内编织手艺人，阅读
大量资料，终于在西欧卡织的
工艺中找到了与清代织带相似
的工艺，经过仔细的研究、改
进，闫玉琪终于掌握了这一技
艺，再现经典。

努力总能收获回报。2020
年，一个特殊的订单找上门来，
顾客要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定制一
件清代四品武官行服，声称“找
了好久，才找到一家服饰符合
规制的工作室”，闫玉琪欣然接
单。2021年2月，“中国古代服
饰文化展”开展，闫玉琪的这件
作品正式亮相，好评不断。他
深受鼓舞，信心大增，也更加坚
定了要在“复刻文物”这条路上
继续走下去。

闫玉琪的梦想很宏大，也很
具体——他要将清制服饰研究
透彻，制作出一整套清制服饰，
包括在朝会、祭祀、筵席等不同
场合各类群体穿着的服饰，他要
区分季节、品阶等方方面面的制
式，争取还原历史。而这个宏大
梦想的终点是建立一个清制服
饰博物馆，将清制服饰、满族服
饰陈列其中，引来更多人对满族
文化进行欣赏和品鉴。

梦想虽炽热，却也遥远。
它不仅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
要文化支撑。谈及目前最满意
的一件作品，闫玉琪摇摇头：

“目前的作品多数接受定制，常
常受顾客想法的影响，并不能
达到理想的状态。”如何在庸常
的生活中修炼自己、提升自我，
用一颗抱朴守拙之心，坚守脚
踏实地的步伐，最终实现远大
的梦想，闫玉琪还有很远的路
要走。作为“Z 世代”（指 1995
年 至 2009 年 间 出 生 的 一 代
人），闫玉琪在文物复刻的道路
上已然走过了5个年头。虽然

订单常常要排到一年之后，但
他时刻不忘充实自己，他深知
学无止境，因为理想没有尽头。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
通往梦想的路上，闫玉琪弦歌
不辍，他用一千次的振翅，用力
飞越从热爱到梦想的距离。

每个细节都写满“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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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一线，毫厘之间见匠心。

闫玉琪（左）带着自己的梦
想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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