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旭日东升，勤快的绣娘们就早早来到绣坊，等着师傅桑菊分配绣活儿。

桑菊并不轻易出手。她像往常一样挨个对绣娘们的手艺进行指点，然后来到门口的长桌前，开始了一天最繁重的工

作——画样稿。画样稿这项活计可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如何设计、构图、配色、刺绣，每一步都在桑菊的脑海中精准预

演。要想达到桑菊的水准，需要不为人知的汗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

“靠满绣赚钱吃饭，以前想都不敢想。”回到2018年，新宾满族自治县启动满绣扶贫项目，这个担子落在了县政府工作

人员池源和非遗传承人桑菊的肩上……

透过一针一线感受满绣的精美。

把非遗传承和创业致富绣在一起
本报记者 张晓丽

绣品也触目可及。传统与创新在这间大约50
平方米的房间里和谐融洽，绣品不论素还是
雅华丽，既有岁月情怀，又兼具锐意创新。

“桑老师已经成为时尚圈里的红人了！”
池源打趣地说，令她感动的是年近五旬的桑
菊为了走进年轻人的世界付出的巨大努力。
这几年，桑菊积极参加在北京、上海举办的相
关展览，带着精美的作品展露风采，收获了无
数的掌声。有人与桑菊、娃衣合影，有人当场
购买，还有人专门订制。渐渐地，兴京满绣坊
形成了特定的客户群，定期在群里发布作品，
接收订单。

这些订单工艺复杂、图案精美、耗时费
力，却能给绣娘们带来可观的收益。一件图
案简单的三分“娃衣”起价就要 1800 元，图案
复杂的六分“娃衣”价格更是在万元左右。如
今，制作“娃衣”已成为绣坊的主要收入来源
之一。

以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撑起
一片天

绣坊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连带着村庄
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每天旭日东升，勤快
的绣娘们就早早来到绣坊，等着师傅桑菊分
配绣活儿。桑菊是个利落人，不一会儿工夫，
交单的、接单的绣娘们各自领了活计，开启了
充实的一天。

桑菊并不轻易出手。她像往常一样挨个
对绣娘们的手艺进行指点，然后来到门口的长
桌前，开始了一天最繁重的工作——画样稿。

画样稿这项活计可不是人人都能胜任

的。如何设计、构图、配色、刺绣，每一步都在
桑菊的脑海中精准预演，透过样稿，她能“看”
到成品，她画的样稿总能抓住客户的心。要
想达到桑菊的水准，需要不为人知的汗水，也
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

“靠满绣赚钱吃饭，以前想都不敢想。”这
个话头一起，让桑菊和池源共同回到了四年
多以前最初创业的时候。2018年是脱贫攻坚
三年行动的开局之年，新宾县政府启动了满
绣扶贫项目，而这个担子最终落到了池源和
非遗传承人桑菊的肩上。

初见池源，瞧见她深藏在眼底的那股不
服输的韧劲儿，桑菊就知道，她们一定会成功
的。而刚接到任务的池源却深感前路迷茫：

“非遗扶贫，这事不算新鲜，南方有不少成功
案例，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各地硬件
软件都不相同，想要照搬别人的成功经验何
其艰难！”好在“打退堂鼓”不是池源的性格，
一向迎难而上的她立志要找出一条适合满绣
扶贫的新路来。

闭门造车不如出门问道。刺绣最兴盛的
江南水乡、非遗扶贫最成功的乡村、刺绣商业
化最成功的都市……池源和桑菊到处取经，一
路走、一路看、一路学，见识了各地深厚的刺绣
文化，尤其让她们眼前一亮的是一种叫作“手
推绣”的刺绣技法。

所谓手推绣就是用缝纫机刺绣，人工与机
械竟可以做到如此完美配合，如果能学会这样
的刺绣技法，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就会更适应市场的要求。

两人逐渐摸清门道，摆在她们前面的是这
样一条发展之路：以满绣为魂，把更为方便快
捷的手推绣作为突破口。

桑菊马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手推绣培训班，
别人学半年才能出徒，桑菊仅学了一个月就熟
练掌握。她只有一个信念：早一天学会，乡亲
们就能早一天挣到钱。

2019 年，利用县里拨给的 30 万元扶贫启
动资金，池源和桑菊召回了300多名外出务工

的绣娘，培训手推绣技艺，成立了传统服饰制
作工坊，利用满绣技艺创新古风衣服，一年就
带来了120万元的盈利。

这之后，就是桑菊和池源勇闯时尚圈的
故事了。娃衣市场的不断开拓，让它成为县
里满绣产业的半壁江山。

以一根绣花针穿起幸福
千条线

最动人的，莫过于绣娘们那一张张喜气
洋洋的脸，而这间小小的绣坊就是她们创造
幸福生活的重要章节。

绣房里，伴随着缝纫机的哒哒声，十余名
手推绣绣娘聚精会神地加工着手中的绣
品。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绣娘大多三四十岁
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正是人生最吃劲的
时候，以往像候鸟一样外出打工的她们，为
何能留下？

“每个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还不用抛
家舍业、外出务工，多好啊！”34 岁的刘丹刚
刚绣完一件披肩，起身去取新的绣品材料，
她乐呵呵地说：“这活儿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好得很。”

刘丹是满绣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此后
一直在绣坊工作，经历三年的不断琢磨，她已
经成为绣房里的手推绣技艺第一人，就连师
父桑菊都自叹弗如。

樊秀霞刚出徒几个月，手上的活计还不
是很熟练。“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一直
想在家门口找份工作。”以前樊秀霞两口子在
外面打工，家里家外都靠老人照料。“如今老

青山隐隐，苏子河悠悠。从新宾满族自
治县永陵镇出来，记者沿着沈通线向东，十分
钟的车程就到了赫图阿拉村。雨后初晴的山
村色彩斑斓：明媚耀眼的黄、层层叠叠的绿、
炙热奔放的红、些许润湿的褐……那色彩欢
脱跃入眼帘，是熙熙攘攘的雀跃，仿佛谱写在
宁静山村中的活泼音符。这鲜活一路相随，
伴着记者的脚步来到村里最热闹的兴京满绣
坊内，深深浅浅地着色于件件绣品上，令人欣
喜，又引人遐思：是怎样的一双巧手将美好捕
捉，又将生活织成了最美的样子？

初晴的阳光倾泻而下，洋洋洒洒地照进
绣坊。绣娘们端坐在绣架前，双手上下翻飞，
一会儿工夫就能完成一块小巧的绣品，绣品
之精美刷新了人们对满绣的认知。

这些绣品是绣给谁的呢？你肯定不会想
到：它们的主人是一些富有时尚气息的娃娃。

以一个意外的订单开启
致富路

一项古老的满绣技艺，一个悠然自得的
村庄，如何与最新潮的玩具产生关联？这都
要从一个特别的订单说起。

兴京满绣坊的“掌门人”是 49 岁的满绣
非遗传承人桑菊。2019 年的一天，一位来自
河北保定的网友张先生在淘宝店铺里看到
了兴京满绣坊的刺绣服装，惊叹于她们精湛
的绣工，突发奇想，想请桑菊给一个 20 厘米
的工艺娃娃制作一套正宗的满族传统礼服。

对于浸淫满绣技艺多年的桑菊来说，制
作一套满族传统礼服是她的“拿手戏”，但
要将正常尺寸成人衣服上的图案，整整缩小
到 1/6 大小，这让桑菊犯了难：“这么小的图
案，绣娘要怎么绣？各种针法、颜色的搭配，
在那么小的图案上如何体现出来？”

桑菊凭着经验，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而她的搭档——时任新宾满族自
治县满族文化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室主任的池
源却有不同的看法：“试一试，也许能找到一
条新路子。”

80 后的池源对市场十分敏锐。面对这
个特别的订单，她进行了深入了解，发现张
先生的需求也是很多喜爱这类工艺品的年
轻人的需求，很有市场。最后她得出结论，
这是一种“高单价、低产量”的盈利模式，如
同为满绣量身定制一样，唯一的阻碍就是

“如何将绣品的图案缩小绣制”。
求新求变才能谋发展。为了挤进这个巨

大的新市场，桑菊昂扬斗志，决心通过创新满
绣技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然而，创新的路总是走得艰难。张先生
要求衣服上绣制“蝶恋花”图案，要有十二朵
牡丹花。囿于绣法，在第一版的图样上，桑菊
将牡丹花的数量减少到六朵。但张先生看了
设计图后却并不满意，“没达到预想的效果，
不够精美。”桑菊不断想办法改进图样，还将
绣线由八丝改成四丝，即便她们作废了四五
件衣服后，仍然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深夜里，桑菊反复修改一幅“蝶恋牡丹”
的图样，又一次次皱着眉将图样揉成团。看
着满桌子的纸团和眉头紧锁的桑菊，池源觉
得一直耗着不是办法，她让桑菊早点回去休
息，明天去找其他满绣传承人探讨探讨。

束手无策的桑菊第一时间想到了她的满
绣师傅——大姑桑静波，希望能从她那里获
得灵感。第二天一大早，她和池源来到桑静
波的住处，桑静波建议桑菊把“蝶恋牡丹”改
为“蝶恋梅花”，图样简化既可以让缩小后的

“蝶恋花”意象保持完整美感，还可以让绣法
降低难度。

新的图样得到了张先生的认可。就这样
“折腾”了一个多月后，一件高度还原、绣工精
良的成品诞生了，顺利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以一颗勇敢的心闯进
时尚圈

一晃三年过去了，兴京满绣坊在圈里已
经闯出了名头，精美的满绣服装深受用户的
欢迎，绣制技法也日益成熟。

打开玻璃橱窗，池源小心翼翼地拿出精
心打扮过的娃娃，有的身穿宫廷服饰，有的身
着满族传统服饰，个个都配有精致的妆容、发
饰，要么坐得端庄大方，要么站得摇曳生姿。
只有近距离打量，才知道制作的精致。每一
片花叶都层次分明，每一个针脚都排列有序，
小小的布料上满是手工制作的温度，一针一
线皆匠心。

环顾整个绣坊，不仅可以一睹娃衣的风
采，富有民族特色的满绣成衣、披肩、荷包等

人岁数大了，离不开人。”她说着这话，旁边几
位绣娘纷纷附和：“现在挣钱、顾家两不误！”

19 岁的小叶（化名）是绣坊里最年轻的
绣娘。腼腆的女孩子坐在窗前的绣架前，
绣着简单图案，得到了师父桑菊的格外照
顾和指导。桑菊悄悄告诉记者，小叶自小
患有认知功能障碍，家里人把她托付给绣
坊，希望她能在这里学得一技之长，将来好
有个立身之本。

一切变化都是悄然发生的。因为做工时
间灵活，收入十分可观，如今十里八村越来越
多的妇女开始主动学习满绣；路子越走越宽，
名气越打越响，满绣的订单源源不断。漫长
山路、偏远农家，一幅“春风起，万物生”的田
野画卷正在绘就。

以一根绣花针穿起幸福“千条线”。有了
绣坊的成功经验，池源拓宽思路，吸引了满袍
非遗传承人于威、满族服饰非遗传承人闫玉
琪等多名志同道合的伙伴来村里发展，建立
工作室，成立新宾满族自治县兴京旗袍文化
有限公司，形成了一个满族传统文化发展“集
合体”，同枝并蒂、共享资源、同担风雨。

去年，池源因工作调动成为新宾满族自
治县清永陵文物管理所所长，闲暇时，她常常
到村里看望老朋友。

桑菊仍然忙碌着，新宾满绣的名气已经
打出，她以精益求精的态度赢得了许多合作
的机会，脚下的路越走越宽广。而她作为满
绣非遗传承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看到
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找到了满绣传
承发展的B面，正努力让这门“老手艺”焕发出

“新生机”。
这是一个描摹生活的故事，岁月流动，故

事里的人们用智慧、拼搏、汗水努力攀爬，闯
出一片“新天地”。这也是一个追寻美好的故
事，万物生长，延续故事的人们仍然在奋力拼
写着新章节的每个字符、每个标点，不断书写

“新篇章”。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杨靖岫摄

创新，是成功的源头活水。
对此，记者在采访中收获良多：满

绣非遗传承人桑菊没有固步自封，而是
钻研改良满绣技艺，带着满绣融入了年
轻人的生活，更引领新潮流；乡村振兴
干部池源敢闯敢干，带着“道虽迩，不行
不至”的心气，带领着新宾的妇女们在
绿水青山间绣出了一条繁花似锦的致
富路；从满绣产业“一枝独秀”到满族传
统文化产业“春色满园”，那些藏于深
山、隐在乡野的非遗文化被生活唤醒，
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文化与市
场的对接中，再度点亮生活，照亮未来。

更可喜的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求新求变是桑菊、池源等人留给我

的集体印象。在过去很长时间，非遗文
化处在“冷圈”，乡村则代表着“乡愁”，众
多年轻人向往的是大城市，期待的是更
为时尚的生活。但是，在桑菊、池源们的
努力破圈中，非遗不再是“活在博物馆里
的古董”，而是变成一种被重新发现的时
尚和流行，非遗文化的传承也被赋予了
新的内容，成为乡村振兴的一股充满活
力的推动力量。而乡村也不再是“回不
去的故乡”，众多年轻人开始重新打量家
乡，带着希望与梦想回归。

因为精气神的转变，每个参与者都
充满干劲儿，未来可期。

在创新中传承
张晓丽

记者手记 SHOUJI

满族刺绣分为宫廷刺绣
和民间刺绣，绣风大气粗犷，
柔中带刚，粗中有细。新宾满
族刺绣最初主要流行于新宾
满族自治县的广大农村，以
红、黄、蓝、白为主调的各种彩
色丝线，织绣出各种纹样，涉
及题材广泛，寓意深刻。2019
年，新宾满族刺绣被列入辽宁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桑菊
为第四代满绣传承人。在新
宾满绣扶贫项目的有力推动
下，新宾满绣工艺的创造潜能
被积极挖掘、创新活力被大力
激发，产业逐步壮大升级，焕
发出蓬勃生机与独特魅力，逐
步走进生活、走进大众、走进
广阔的新时代发展空间里。

新宾满绣

TU
SHUO

绣娘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完成手里的绣品。

桑菊（左）正在指导徒弟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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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 SHENG HUO
在 这 里 感 受 民 生 幸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