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版 编辑：任维佳 实习编辑：吴燕村

2019年7月4日文化·生活

如东文蛤
曹乾石

前不久，邬学强刚收下了第

五个徒弟。在邬学强心里，传承

好、发展好蜀绣是他们这一代人

的责任。

“零基础学习蜀绣，往往坚

持一年才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作

品。”邬学强说，蜀绣的针法运

用、配色方法等技艺不能一蹴而

就，漫长的学习时间让很多人心

生退意。为了将绣技传承下去，

邬学强尽己所能给年轻人提供

相对稳定的学艺条件。除了提供

食宿外，邬学强还每个月提供

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补贴。

除了蜀绣技艺的传授，从市

场调查到营销，邬学强都会督促

徒弟们认真学习，“保守只会让蜀

绣技艺缺失，让蜀绣的路越走越

窄。”邬学强说，“我希望年轻人越

全面越好，所以我不能有所保留，

就像我师傅当初教我那样。”

今年4月，徒弟张云交上一

幅作品《韦陀》，这幅耗费一年

多时间的作品将泥塑作品用蜀

绣的方式进行了呈现。为了让作

品更完美，邬学强用了一个多月

的时间对作品进行调整。

在蜀绣之路上行进了 40

年，对于邬学强来说，蜀绣于他

而言是“美的享受”。今年3月下

旬，在重庆举行的第 54 届全国

工艺品交易会上，邬学强花了5

年时间完成的绣品《唐卡——文

殊菩萨》受到观众热捧，但邬学

强并没有满足，闲暇时还常常从

中找不足，不断寻求进步空间。

“等把年轻人培养起来了，我就

静下心来绣一些作品，工作室放

一些，捐一些给博物馆，算是不

辜负师傅的培养，也是对国家大

力扶持蜀绣产业的回馈。”

【第208期】

一针一线静心而行
——走近国家级技能大师邬学强的40年绣途
李尚维 罗园

蜀绣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这门古老的技艺在蜀地的

沃土上传承更新，至今已有上百种精巧的绣技。在四川省现有的 31 名国家技能大师

工作室领办人中，邬学强是唯一的一名蜀绣技能大师。

早在 1992 年，邬学强就被授予了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2009 年，邬学

强又被命名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蜀绣的代表性传承人。2015 年，邬学强（蜀

绣）技能大师工作室被认定为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

1979 年，16

岁 的 邬 学 强 接

替 母 亲 进 入 成

都蜀绣厂，拿起

针线，开始了学

徒生涯。在邬学

强的记忆里，从

叛 逆 逃 学 到 技

艺娴熟，得益于

师傅彭永兴“教

得好、盯得紧”。

刚开始学习

那几年，邬学强

心不在焉，常常

与 师 傅 彭 永 兴

“躲猫猫”。心态的转变来自于一

幅破损的双面绣。“那是我第一次

独立绣一幅双面绣，所以十分不

舍。师傅想了各种办法，花了很多

时间将面料修复得整齐漂亮。师

傅的认真和执着让我深受触动。”

邬学强说，从那时起，他开始专注

于手中的针线。1981年，邬学强跟

随师傅彭永兴参与绣制的巨幅双

面绣《芙蓉鲤鱼》，现在还保存在

人民大会堂四川厅。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蜀绣市场遭遇低谷，迫于生计，邬

学强只能另谋生路。说起那段经

历，邬学强很感慨：“开出租车时，

和南来北往的乘客交流，让我接

触到了各种理念，在印刷厂跑销

售接订单让我学到了营销技能，

这段时光对我来说很宝贵，是我

再学习的过程，也是开阔眼界的

过程。”

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开出

租车还是在印刷厂跑销售，邬学

强都没有放弃蜀绣技艺，闲暇时

拿起绣花针成了他独特的消遣

方式。

2004 年，邬学强敏锐地察觉

到蜀绣市场有了回暖的迹象，于

是，他辞去印刷厂的工作，带上自

己绣的一些小饰品去公园、庙会

摆摊。“摆摊的经历让我对蜀绣的

市场需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

接触了许多对蜀绣感兴趣的女

性，她们也是我后来开店的基础，

通过对她们的培训，产品供应就

有了初步保障。”邬学强说。

2005 年，成都蜀绣厂正式倒

闭 ，其 后 ，从 与 人 合 伙 开 店 到

2008 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执着

的邬学强坚持着自己对蜀绣的理

解，也坚持着自己的经营理念。

2015 年，邬学强（蜀绣）技能大师

工作室入选国家技能大师工作

室，邬学强也成为四川省现有的

31名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中唯一一名蜀绣技能大师。

工作室一楼的大厅里，各式绣

品让人眼花缭乱，在薄如蝉翼的透

明丝绢上，栩栩如生的锦鲤戏于莲

叶之间；墙上的猛虎在咆哮；多彩

的孔雀正与花争妍……

除了传统花鸟虫鱼题材的绣

品，一幅写意之作更是让人眼前一

亮，以水墨画为主体，丝线寥寥几

缕加以勾勒，爬树熊猫的形象便跃

然绣布之上。

邬学强说，写意系列是工作室

的创新绣品，绣画结合的创新除了

让作品在意境上比传统绣品更胜一

筹，缩短绣期降低成本从而让售价

更接地气也是这些绣品广受欢迎的

原因，极具设计感的装裱也为绣品

增色不少。

当然，这些创新不是邬学强一

个人的功劳。“我有经验和技艺，设

计和创意是我的弱项，但这些年轻

人有。”秉承着这样的认知，邬学强

提供优厚的条件，寻求有创意会设

计的年轻人，一起走上创新之路。

于是，服装、手包、领带、书签等

创意实用品不断丰富着工作室的文

创产品种类。“传统绣品极具收藏

价值，但是价格贵、耗时长，几十万

上百万元的价格和动辄几个月乃至

几年的绣期限制了蜀绣的发展，要

迎合市场，就要打破传统，让创意

走在市场前面。”邬学强说，“古老

技艺与新思维之间、老一代人的经

验与年轻人的理念之间产生碰撞与

融合，让蜀绣在产品形式、刺绣方

法乃至售价上都有了突破，让蜀绣

的发展道路更加宽广。”

除了以绣画结合等创新方

式丰富蜀绣内涵，邬学强还十分

注重蜀绣的普及和推广，拓展蜀

绣的繁殖土壤。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

为了帮助绵竹灾后重建，邬学强

开始义务为绵竹绣娘培训蜀绣

技艺。“帮助灾后重建，只是出

资不够，要出一份力帮助灾区群

众自力更生。”邬学强说。从最

开始一个星期培训两次到一个

星期培训一次再到几个月培训

一次，四年的奔波让绵竹成为了

工作室最大的基地，目前仍有

20多位绣娘稳定为工作室提供

绣品。

除了绵竹市，简阳市老农

乡、甘孜州道孚县都有邬学强的

身影。目前，居家灵活就业的生

产方式占到了工作室绣品来源

的三分之一。

此外，工作室还与成都市天

回小学校、成都市锦北小学校等

学校合作，开设蜀绣兴趣班。对

孩子的培养，邬学强有着自己的

想法：“开设兴趣班是着重让孩

子们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和古老

技艺的博大精深，同时还能增加

他们的动手能力，不至于孩子们

独立生活时连纽扣都不会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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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创新带来突破B

拓展蜀绣的繁殖土壤C

将技艺传承下去D

6 月的安靖蜀绣公园绿树成

荫，阳光洒在府河上波光粼粼。6

月 28日，笔者一行来到邬学强技

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室里，邬学

强正在指导徒弟绣制锦文针样

品。这是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委托给邬学强的课题，

由于锦文针在平时绣制作品时

很少使用，整理留存已经迫在眉

睫。目前，整理工作已经进行了

近三个月。

清华获捐吴冠中
66件绘画艺术作品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孙
琪 樊攀）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清华大

学7月1日获捐吴冠中绘画作品66件，

这些作品将珍藏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吴冠中艺术研究基金”同时设立。

《春雪》《直节如竹》《岁月风

华》……吴冠中先生的长子吴可雨

说，将作品捐赠给清华大学是吴冠中

先生的生前遗愿。据介绍，这66件作

品中，有 65 件为《吴冠中全集》收录

作品，1 件为其素描本，饱含了他对

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谊。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决定在学校

教育基金会设立“吴冠中艺术研究基

金”，专门用于支持吴冠中艺术与思

想研究。

文蛤常常与江苏如东连在一

起，文蛤是如东特产。打开中国地

图，长江口北，可见一特宽沙岸地

带，即如东。大自然凭借东海的伟

力，在这里塑成一片海积平原，如

同一张无边的温床，文蛤便是它的

婴儿。在这块盐度较低的沙滩上，

文蛤以相当惊人的速度繁衍后代。

每至六七月，文蛤卵子即在海水中

受精孵化。幼蛤在潮间带滩地活

动，长大后渐向潮下带迁移。

到如东而不食文蛤，可算未到

如东。如东人酷爱文蛤，吃法甚多，

有生炝、爆炒、汤煮、夹烧……无论

何种烹法，都令人咂舌称赞，回味不

绝。熙熙攘攘的菜场是文蛤的世界：

路人手拎的、车上挂的，莫不是文

蛤。饭前家家院门坐着的人，也大都

是劈文蛤的。一条街上，人们像排演

过一般，排成一线，那手里一劈、一

刮，观者还未看清，蛤肉已落入碗

中，满街满巷都飘着文蛤的鲜香味

儿。人们把文蛤劈完了，壳子堆着，

有人就地取材、废物利用，把文蛤壳

铺在乡间路上，也就有了横七竖八

的蛤壳小路，方便了行路人。

随着旅游热的升温，如东人把

文蛤也引入了观光项目，踩文蛤就

是其中一趣。潮落之时，踩猎人进

入大滩，烟波之中，四散寻找那文

蛤寄身的沙滩。小的文蛤多在近

滩，大的则要远一些。踩猎时，看准

有文蛤的沙地，赤脚于其左右慢慢

踏步，待泥沙中有文蛤显出，再用

扒钩轻轻一钩，如此反复，便有不

错的收获；碰到运气好，会发现大

堆文蛤，不需踩猎，只用弯身捡拾，

即可装满袋篓。踩猎力疲之时，若

口渴难支，便可取出两枚文蛤，互

相对碰击破，吮其鲜液，顿觉清凉

透心。还有嗜酒者，踩着踩着，就从

衣袋里抓出一小瓶白酒，砸一枚文

蛤就一口老烧，别有一番滋味……

本报讯（袁矛）为

记录和展示新中国70

年来的光辉历程。由

四川博物馆、成都博

物馆与建川博物馆联

合举办的“一条大河

波浪宽——新中国 70

年民间记忆展”于6月

30日在建川博物馆举

行了开展仪式。

“展览从一个普通

老百姓的角度，以小见

大，以窄见宽，以轻见

重、以点见面，依序回

顾和展示这七十年走

过的峥嵘岁月。”建川

博物馆馆主樊建川表

示，之所以用“一条大

河波浪宽”作为主题，

正是应对着新中国成

立70年所经历的巨大

变革，就像一条历史长

河，滚滚而来。此次“一

条大河波浪宽——新

中国 70 年民间记忆

展”以新中国发展历程

为线索，划分为七个展

区，从 1949 年至 2019

年，一年作为一个展览

单元，一年提炼一个年

度主题，从民间记忆的

角度介绍了新中国成

立70年的伟大成就与

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

本次展览展出了

近3000幅历史图片与2200件珍贵文

物，其中包括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

级解放勋章、任乃强手绘巴塘至拉萨

路线图、解放西藏纪念章模具、“建设

国防”瓦当等 15 件国家一级文物，

“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印章等 2

件国家二级文物，以及 10 件国家三

级文物。展厅嵌入了多处多媒体设

计，收录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

第一》等大型纪录片。

讲好中国文物故事 传承文物保护理念

四川博物院
开展全民有奖征文活动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李林晅）7月 1日下午，由四川省博物

馆学会、四川博物院等联合主办的“我

心中的博物馆——‘庆祝建党98周年

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民有奖征

文”活动启动仪式在四川博物院举行。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以博物馆为

主题的征文，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四川省博物馆行业的光辉历程

和辉煌成就，展现四川省博物馆行业

新发展、新动态、新技术，着眼于增强

公众与博物馆的联系，鼓励更多机构

和个人了解并参与到博物馆各项工

作中，促进公众树立主人翁意识、汇

集群众智慧，让博物馆事业得到全社

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同时，激发文

博工作者强化岗位意识、推动信息获

取和学习的“互联网+”思维，助力博

物馆提升社会服务水平，为文博事业

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

据介绍，本次征文活动时间为 7

月 1 日至 11 月。主办方将于 11 月发

布征文大赛评选结果，届时还将举办

颁奖仪式等。

江西省赣剧院新院
建设正式启动

近日，江西省赣剧院新院建设开

工仪式在江西南昌举行。

赣剧艺术是江西的文化瑰宝和

赣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剧弋阳

腔至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并于

2012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江西省赣剧院自 1953 年成

立以来，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

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赣

剧院在省内外各种艺术活动中获奖

百余项，并代表江西先后赴新加坡、

意大利、英国等国演出。

据悉，江西省赣剧院新院将打造

戏剧演出剧场、排练厅、非遗展示

厅、艺术创作室等硬件设施。新院的

建设发展对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 （据《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