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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指生花绣丹青
——走进河南开封汴绣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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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王 学 思）9 月 23

日，由文化部非遗司指导，文化部恭

王府管理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系列活动组委会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雅安藏茶传统制作技艺

精品展”开幕式在北京恭王府中华传

统技艺精品馆举行。

南路边茶是四川雅安、天全等地

区 所 产 ，专 销 藏 族 地 区 的 一 种 紧 压

茶，又称藏茶。雅安南路边茶制作历

史悠久，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

从唐宋蒸清饼茶到明代散装茶叶，明

末将散茶筑制成包，成为紧压砖茶，

经过民间艺人、工匠的不断传承和创

造，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制茶技

艺。2008 年，南路边茶制作技艺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展览展出了系统介绍南路边茶

生 产 制 作 流 程 的 珍 贵 照 片 和 实 物 ，

以及近年来创新生产的南路边茶的

相关衍生品，如茶饼装饰挂画、小茶

饼吊饰、茶枕等。

拂去古老城墙上的浮尘，探寻深藏于

岁月的往事，行走在曾经繁华的古老城池，

无数过去的故事在眼前鲜活起来……河

南开封是一座“曾经沧海”的城市，除了满

城的宋朝遗风外，而今的开封，更多的是

一份浓郁的市井味儿。大巴缓慢地穿

行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之中，过了好一阵

才到达了目的地——开封汴绣厂。这

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五层小楼，从外观

看年代有些久远，一至三层分别是精品

展厅、刺绣车间和实习基地，四、五楼是

办公区，面积不大，环境、硬件也略显陈

旧，但走进去会让人觉得别有洞天。

一种有质感的诗意表达

相 比 苏 绣 、湘 绣 、蜀 绣 、粤 绣 等 绣

种，汴绣的知名度稍显逊色。但是，早

在遥远的北宋，汴绣已经作为宫廷绣获

得皇室的专宠。因开封古时称汴梁，所

以就有了汴绣之称。《东京梦华录》中

记载，北宋开封皇宫内设有文绣院，绣

工数百人，专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绣

制服饰，后在民间传播发展起来。汴绣

用色沉稳、古朴典雅、端庄大气，在题

材内容上以绣名古画见长，并成为一个

传统。

汴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程曼萍介

绍，为了继承汴绣这一传统技艺，开封

于 1954年成立了由 7人组成的绣花合作

小组。工人自带工具和原材料，开始制

作简单的儿童服装、儿童帽、枕套等。

随着工人增多，生产规模扩大，1958 年

合作小组转为地方国营的开封汴绣厂，

职工最多时曾有近千人。程曼萍特别

介绍了厂里的一幅汴绣作品《清明上河

图》：“这是汴绣的代表作，长 525 厘米，

高 25.5 厘米，囊括了 800 多个人物，90 多

头牲畜，170 多棵树木，要把这样的画作

绣到布上，难度很大。我们厂的第一幅

《清明上河图》是在 1959 年完成的，当时

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陈列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这也是我们汴绣人的骄傲。”说

到这，程曼萍就像在讲述自己家里的一

段传奇。

漫步在精品展厅，仿佛穿行在丹青

妙笔的长廊，《五牛图》、《簪花仕女图》、

《韩熙载夜宴图》等画作全部由针线挥

就，所呈现的绣品并非简单的模仿，其

中别有一番韵味，这些画作似乎通过汴

绣，找到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汴绣之“不变”

在汴绣车间，看着几十名绣工飞针

走线的场面，既震撼又享受，眼见大幅

的绣布上，针线穿梭其上，让人眼花缭

乱。程曼萍说：“在绣制一幅作品时，首

先要选好画稿进行白描，把原画勾勒下

来作为刺绣的底稿，然后要选线、定针

法，有时一根绣线要劈成 36 根细线，比

头发丝还细。”

在车间里，经常能看到一老一少合

作完成绣品的情形。程曼萍说：“这是

我们的传统，汴绣基本都是师徒传承，

不管多忙，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师父带一

个徒弟的教学方式，手把手地教，这样

师父才能把技法准确地传给徒弟，徒弟

学得也更快。”

与其他刺绣类项目不同，汴绣的先

天优势比较明显。有政府的扶持作为

坚强后盾，摆脱了刺绣作坊规模小、生

存能力差的困扰，从而使绣工能够专注

于刺绣技艺的研究和传承。无论遇到

什么事情，汴绣厂从未停产过。程曼萍

给笔者介绍了一位年纪稍长的绣工王

玲，她正在绣布上穿针引线，“王玲是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以她的水平在外面

可以赚到更多钱，但是我们都是从年轻

时就进厂，厂子培养了我们多年，对这

里有了很深的感情，即使到了退休的年

龄，只要工厂挽留就不会走。”汴绣厂汇

聚了 13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20多位高

级绣工，面对外面的物质诱惑，他们选

择了对汴绣厂不变的坚守，恪守团结踏

实的厂风，延续着“视厂如家”的情结，

使得汴绣厂历经时代的洗礼而不断发

展壮大。

汴绣之“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汴绣在继

承传统的基础上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在保留汴绣核心技艺的基础上，从针

法、题材、传承方式等方面加以创新，在

不弱化汴绣风格的情况下，不断自我调

适，既保留了汴绣的原汁原味，又增强

了其生命力。“我们进行过多次的针法

调研，搜集民间刺绣针法，由原来的十

几种，已总结出新老针法共 36 种。”程

曼萍指着一件绣品说，这只小鹿采用的

是‘叠彩绣’，这一绣法特别适合绣制动

物的皮毛，不但形象生动，而且立体感

特别强。在完成写实类作品时，绣线的

颜色可能不够，我们就创新地采用两

种、三种线交叉使用的方式，让绣线实

现颜色的深浅层次，呈现出油画的效

果。除了针法上的变化，近年来，汴绣

在题材上也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将

西洋画搬入绣卷，在精品展厅就可以看

到《蒙娜丽莎》、《向日葵》、《拾穗者》、

《牧羊女》等多幅根据外国名画创作的

作品。

汴 绣 之“ 变 ”还 体 现 在 传 承 方 式

上。面对后继乏人的问题，汴绣厂在

传统的师徒传承基础上，走向社会，与

开封一所职高联合办学，设立刺绣班，

采 用 文 化 课 与 刺 绣 课 并 重 的 教 学 模

式 ，使 学 生 们 既 完 成 了 学 历 教 育 也

完成了技术教育，毕业后可直接到汴

绣厂工作。汴绣厂还与开封大学、郑

州轻工业学院、开封艺术学院等多所

大专院校合作，为其免费提供实习基

地，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汴绣、喜欢汴

绣，引导他们参与到汴绣的传承工作

中来。

傍晚的南京下起阵雨。朝

天宫旁的古建筑里传出圆润的

曲 声 ，在 雨 声 中 依 稀 可 辨 。 这

里 的 兰 苑 剧 场 正 在 上 演 昆 曲

《玉簪记》。

整个剧场座无虚席，门口和

过道也挤满观众，都是年轻的面

孔。台上的那位演员也同样年

轻，面容清秀俊美，唱腔婉转悠

扬，举手投足间飘散出优雅的气

质 ，他 是 29 岁 的 昆 曲 小 生 施 夏

明。这一天是他第 7 次举行个人

专场演出。

“是老师的坚持和父亲的选

择，成就了我现在的幸运”，这个

如今拥有大批粉丝的昆曲新秀，

回想自己 16 年前与昆曲结缘时

如此感叹。1998 年，施夏明在苏

州读小学六年级，他被前来招募

昆 曲 新 人 的“ 星 探 ”一 眼 相 中 。

这位“星探”就是江苏省昆剧院

的老艺术家胡锦芳。后来由于

父亲的阻拦，施夏明放弃了这个

录取机会。第二年，施夏明考入

苏 州 市 一 中 ，胡 锦 芳 又 追 到 这

里，“胡老师拼命做父亲的工作，

一心想把我挖过来，这一次父亲

同意了。”

于是，施夏明成为了江苏省

戏 曲 学 校 昆 曲 科 的 一 位 学 员 。

在 4 年的学习中，从完全不了解

到逐渐爱上昆曲，施夏明发现他

与昆曲不仅有缘，还很有默契，

“这是个慢悠悠的剧种，一唱三

叹，一个字可以拖四拍，我的性

格也是这样慢悠悠，做什么都不

着急。”

戏校毕业后，施夏明进入江

苏省昆剧院，成为剧院的第 4 代

演员。入行不久后的一个机会

让他迅速脱颖而出。2006 年，江

苏省昆剧院重排大戏《1699·桃花

扇》，由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执

导，施夏明被选拔出演主角侯方

域。“没有青春版《桃花扇》，就没

有现在的我。”新版《桃花扇》大

胆使用了青春靓丽的年轻一代

演员，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相对低

迷的昆曲市场，“如今，观众的年

龄越来越年轻化，二十几岁的最

多，最小的‘昆虫’（指昆曲戏迷）

只有四五岁。”

随后，施夏明又多次在江苏

省及全国戏曲大赛中获奖。2013

年，他凭借北方昆曲剧院的新编

大戏《红楼梦》，获得第 23 届上海

白 玉 兰 戏 剧 表 演 艺 术 奖 主 角

奖。“阅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对

同样的角色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每一次演出都能感觉到自己在

进步。”施夏明的步伐开始变得

更加自信、稳健。

虽然已经成为江苏省昆剧

院的主力演员，但施夏明每月的

基本工资还不到 2000 元。再加

上每场演出补贴 200 元，他一个

月 拿 到 手 的 钱 不 过 3000 元 出

头。“现在压力还是挺大的，多亏

父母资助我买了房子，否则真不

好过。”施夏明的夫人也是一名

昆剧院演员，如今施夏明已是两

个男孩儿的爸爸。“无论戏曲演

员多清苦，我都会坚守下去，因

为于我而言这已不仅是一个谋

生的职业，我的身上更承担着传

承的责任。”

大幕落下，捧着鲜花走下舞

台的施夏明已是满头大汗、戏服

湿透，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让他精

疲力尽。卸下戏装，换上白色 T

恤和深蓝色牛仔裤，施夏明骑上

他的两轮电动车，渐渐隐没在南

京湿润清净的夜幕中。

决赛第一场 10月9日 19∶3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决赛第二场 10月10日 19∶30
序号

1
2
3
4
5

地区
山西
黑龙江
江苏
湖北
加拿大
云南
浙江
天津
广东
陕西
河南
安徽
辽宁

地区
泰国
海南
湖南
北京
河北

姓名
王 梅
李广阔
戴美华
易春梅
张少欣
任秀萍
哈川英
付晶晶
李立涛
王立建
郑丽君
李 群
吴东琪

姓名
杨如意
张红艺
钟桂芝
孟继友
董文俊

性别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性别
男
男
女
男
女

年龄
33
54
62
53
51
57
57
24
40
25
55
68
59

年龄
32
53
46
59
50

剧目
女起解
罗成叫关
钓金龟
海 港
凤还巢
太真外传
女起解
清官册
哭灵牌
双阳公主
楚宫恨
盗御马
白蛇传

剧目
望江亭
卧龙吊孝
八珍汤
哭 灵
六月雪

角色
苏 三
罗 成
康 氏
方海珍
程雪娥
杨玉环
苏 三
寇 准
刘 备
双阳公主
马昭仪
窦尔敦
白素贞

角色
谭记儿
诸葛亮
孙淑琳
康 氏
窦 娥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决赛第三场 10月11日 19∶3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江苏
广东
天津
浙江
青海
云南
台湾
重庆
山东

地区
解放军
宁夏
吉林
台湾
北京
甘肃
陕西
贵州
湖南

黑龙江
加拿大

陈久珑
单凤雨
王文贵
黄晓晓
李 军
周春明
袁慧铭
刘光荣
柏丽君

姓名
李伟伟
李凤娥
柳亚丽
陈康良
金 阳
常 静
郭金华
谢健东
杨昌俊
刘淑萍
李巧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性别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35
53
58
57
50
50
65
73
62

年龄
29
55
56
66
32
29
65
63
90
63
55

太真外传
祭 塔
将相和
龙江颂
小 宴
探皇陵
梅 妃
青霜剑
穆桂英挂帅

剧目
凤还巢
桑园会
白蛇传
小 宴
玉门关
探阴山
逍遥津
龙凤呈祥
钓金龟
巡 营
天女散花

杨玉环
白素贞
蔺相如
江水英
吕 布
徐延昭
梅 妃
申雪贞
穆桂英

角色
程雪娥
罗敷女
白素贞
吕 布
班 超
包 拯
汉献帝
孙尚香
康 氏
佘太君
天 女

12
13
14

决赛第四场 10月12日 19∶3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决赛第五场 10月13日 19∶30
序号

1

江西
重庆
湖北

地区
台湾
台湾
河南
江西
河北
上海
江苏
四川
山西
山东
北京
天津
广东
湖北

地区
湖北

李国芳
张卫华
王世宁

姓名
王秋娟
许立坤
张向东
李剑玲
侯艳军
高阿军
徐奥博
张俊清
乐双兰
江玉珍
鲁 威
周嗣恒
曹远三
黄 熳

姓名
王振华

女
女
男

性别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性别
男

56
62
67

年龄
51
56
65
55
45
59
31
69
58
53
23
41
29
43

年龄
20

太真外传
洪羊洞
沙家浜

剧目
借 扇
借 扇
野猪林
红灯记
探阴山
八珍汤
梅 妃
廉锦枫
贺后骂殿
搜孤救孤
春闺梦
西 施
六月雪
艳阳楼

剧目
牡丹亭

杨玉环
杨延昭
郭建光

角色
铁扇公主
孙悟空
林 冲
李铁梅
包 拯
孙淑琳
梅 妃
廉锦枫
贺 后
程 婴
张 氏
西 施
窦 娥
高 登

角色
杜丽娘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0月14日 19∶30 天津中国大戏院
第十二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颁奖晚会

第二届“中国京剧票友社会活动家”名单

内蒙古
山东
新疆
上海
北京
河北
黑龙江
美国
广东
天津
安徽
海南
香港

地区
湖 北
河 南
山 西
天 津
江 西

郑子刚
赵 娴
姚 辉
张顺娣
李建华
王 坤
荣 光
孙杰尼
赵立琴
王晓明
祝泽和
胡 路
冉淑云

姓名
吴大棠
李天成
徐震岭
孙元木
徐秀玲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67
52
67
65
55
71
65
76
54
63
59
52
61

搜孤救孤
望儿楼
凤还巢
金玉奴
春闺梦
卧龙吊孝
将相和
白蛇传
西 施
穆桂英挂帅
罗成托兆
红色娘子军
文姬归汉

地区
山 东
陕 西
上 海
广 东
内蒙古

程 婴
窦太真
程雪娥
金玉奴
张 氏
诸葛亮
廉 颇
白素贞
西 施
穆桂英
罗 成
吴青华
蔡文姬

姓名
初晓红
胡子宜
陈小燕
路大芳
王素坤

十二届和平杯万人共铸 廿三载邀请赛四海齐襄
第十二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决赛

（10月 9日至 10月 14日 中国·天津）

热烈欢迎海内外优秀京剧爱好者莅临天津！ 热烈祝贺第十二届京剧票友盛会圆满成功！

闲暇时，施夏明（右）还喜欢摄影，别人评价他拍出来的照片有浓

厚的“昆曲风”。

本报讯 （记者张妮）9 月 20 日、21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和江

苏省曲艺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扬

州曲艺进京学术观摩展演”及“扬州评

话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近百位来自全国曲艺界和学术界的专

家、学者以及演职人员与会。

在观摩展演及在北京大学举行的

“传统艺术北大行——扬州曲艺专场展

演”中，扬州评话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杨

明坤、姜庆玲、马伟等表演的《皮五辣

子·假扮夫妻》、《三国·蒋干讨差》等传

统经典和新编优秀节目，包伟、刘芓君

等带来的扬州弹词《啼笑因缘·误入师

长府》、扬州清曲《扬州小巷》等节目，全

面 展 示 了 清 新 秀 雅 的 扬 州 曲 艺 的 魅

力。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和艺术家

对演员的表演进行了中肯的点评，充分

肯定了扬州市近年来在扬州评话的创

作表演、传承保护，尤其是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持续努力与优异成绩，同时也指

出了其存在的相关问题，如表演时的戏

剧化倾向等，并就这些问题及扬州评话

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扬州曲艺进京展演
北京恭王府展雅安藏茶

各 地

汴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程曼萍在指导学生刺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