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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离不开艺术，艺术也离不开生活。手工刺绣的一种存在形式是艺术

品，另一种存在形式是日用品，必须“两条腿走路”。

8月2日，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70
名蒙古族绣娘和苏绣、川绣以及维吾尔
族、土家族、苗族等 10 多位手工刺绣传
承人一起，为长达 70 米蒙绣长卷收篇，
为祖国70华诞献礼。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包括蒙绣在内的各种绣艺已达 30 多
项。蒙古族绣娘与各族工艺大师合作手
工刺绣作品，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喜人的
变化：非遗，正在回归我们的生活。

生活中的艺术

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起源于宫廷，
传播至王府，发展到民间，历经千年风雨
沧桑。蒙绣，成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艺
术表达。

“在毡子上绣祥云、绣牡丹、绣骏马，
不管你绣得多么好，也不能增加毡子的
结实和御寒性能。”蒙古族毡绣传承人达
来其其格说：“但普通牧民照样喜欢毡
绣，因为他们的生活里不能没有艺术。”
如今，科右中旗蒙绣的传承创新热情一
浪高过一浪，已有3000多人到达来其其
格门下学艺。

作为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推

进组组长，白晶莹为牧民生活中的艺
术追求深深感动。早期的蒙古族服装
服饰，面料就是皮子和毡子，连颜色都
没有，但是有图案，那就是他们生活中
的艺术。几年前下乡时，白晶莹淘到
一件宝贝：绣着四季图案的蒙古袍。
据说是一位 85 岁的蒙古老奶奶留下
的“绝版”。袖子前后有限的地方用简
洁的构图、特殊的针法勾勒出岁月流
转。白晶莹一咬牙，用不菲价格买了
回来。她舍不得一人珍藏，索性捐赠
给了非遗研究所。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已经不
能停留在简单保护、简单复制的层面。
刚刚被聘为蒙古族刺绣传承创新协会名
誉理事长的工艺美术大师姚建萍认为，
生活离不开艺术，艺术也离不开生活。
手工刺绣的一种存在形式是艺术品，另
一种存在形式是日用品，必须“两条腿走
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艺术
人类学学会刺绣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宏复
对此深有同感。她认为，如果简单复制，
传统刺绣多少道工序在一件旅游挎包上
也有多少道工序，成本肯定增加。一件
旅游商品的价格只要超过 100 元，就乏
人问津。刺绣向日用品的延伸，无论是
挎包、靠垫、皮夹，只要产品变不成商品，

传承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手工刺绣传承创新大会在内蒙

古兴安盟召开，也为蒙古族绣娘搭建了
博采众长的平台。土族盘绣传承人李发
秀的绝活是别人一针一线，她能“一针两
线”。“绣法虽然复杂一些，但是作品的立
体感更强。”水族马尾绣传承人韦桃花用
马尾入绣，使作品产生了浮雕般的质
感。苗绣传承人石维仙走高端路线，一
件苗绣披肩可卖到4万元。苏绣传承人
姚慧芬表示，传承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
不开跨界。蒙绣奔放热烈，苏绣淡雅精
致，值得尝试南北融合。

事实上，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大胆借鉴苏绣、湘绣等
高端刺绣技巧，打破蒙绣粗放质朴的传
统风格，用“柔中带刚、粗中有细”的表
现形式，与湖南骄阳湘绣厂、深圳非遗
生活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展览馆
及内蒙古传统工艺工作站开展合作，全
面提升了蒙古族刺绣的品牌形象。科
右中旗先后被授予“中国蒙古族刺绣之
乡”“中国蒙古族刺绣文化传承保护基
地”称号。去年9月，科右中旗蒙古族刺
绣产品亮相巴黎服装服饰采购展及意
大利米兰时装周，蒙古族刺绣正逐步走
向国际舞台。

指间技艺与指间经济

白晶莹至今记得，姥姥活到97岁，一
辈子做刺绣。母亲今年81岁，还在做刺
绣。自己从8岁开始也跟着大人学。刺
绣，一直影响着她的生活和工作。2015
年前后，一些贫困牧民找上家门，白晶莹
就画图与大家一起刺绣。旗委书记发现
她有这技术，建议她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
传授技艺。就这样，在两年多时间里，白
晶莹亲自办了50多个培训班，听过课的
牧区妇女达到8000多人。渐渐地，蒙古
族刺绣成了家庭妇女的新营生。

科右中旗以“蒙古族刺绣——‘绣’出
农牧民新生活”为主题的大众创业行动，
与脱贫攻坚相结合、与农牧民素质提升相
结合、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迅速成为内蒙
古脱贫攻坚战场上一道风景。2016年以
来，科右中旗在全旗173个嘎查集中举办
刺绣培训班100期，共培训绣娘1万多人
次。通过绣娘的“传帮带”，培养出可承接
国际订单的一级绣娘1300余名，承接国
内订单的二级绣娘5000余名、三级绣娘
8000余名。

科右中旗通过“企业+协会+基地+农
牧户”的模式，先后扶持成立了沃尔墩刺
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图什业图民族手工
艺协会、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
逐步完善了蒙绣产业的组织架构。其中，
沃尔墩公司没有走整体工厂化的发展路
线，而是采用“车间+合作社+农牧户”的
生产模式，在各苏木镇设立51个生产车
间和刺绣培训基地，采用订单模式，由协
会发展客户、建立销售渠道，企业与客户
签订合同，企业根据订单需求回收刺绣作
品，销售给客户。企业与绣娘的合作以统
一培训管理、统一材料发放、统一成品回
收、统一收入结算的方式进行。大学生创
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主要负责全旗12个
苏木镇对接服务工作，开展线上线下销
售，参加各地展销会进行产品推介。

通过独特的产业模式，农牧民绣娘在
家中就可以接收订单。她们大多村连村、
户挨户，经常聚在一起学习刺绣技艺、交
流刺绣经验，潜移默化地扩大了“朋友
圈”。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当地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扩大产业基地，打造研
发团队，加强传统手艺与现代审美的结
合，开展富有民族特色的精品样图创作，
提高蒙绣产品的经济价值。目前，刺绣产
业基地配有缝纫车间、刺绣实训车间、成
品室、研发室、展览室，能同时容纳1000
人工作，现已入驻660人，其中40%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全国共设有50处销售
合作点，能够制作包括棉麻、真丝、皮革等
材料制成的服装、装饰画、生活家居用品、
办公用品等1072种刺绣产品。

2018年，科右中旗2895名贫困妇女
依靠蒙古族刺绣产业实现人均年增收近
2000元。目前，全旗从事蒙古族刺绣的
农牧民达 2.1 万人，实现销售收入 18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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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工刺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绚丽瑰宝，与
中华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延绵不断。苏绣、蜀绣、粤绣、湘
绣“四大名绣”名扬天下，京绣、鲁绣、汴绣、杭绣等地方名
绣群芳争艳，维吾尔、彝、傣、布依、哈萨克、瑶、苗等民族
刺绣展现出浓郁风情。中国手工刺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民族团结的生动展现，是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丰富
表达，也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独特纽带。绵延千年
的古丝绸之路上，展现的不仅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还有
一件件、一幅幅绚烂多彩的中国手工刺绣，讲述着文明互
鉴的故事。

内蒙古手工刺绣历史悠久。古代北方各少数民族游
牧于蒙古高原，结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并且不断
向中原地区学习，逐步形成富有特色的手工刺绣，特别是
在辽、元、明、清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特色鲜明地展示了
草原、马背、游牧交相辉映的风格，表达了草原人民勤劳
质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境界，广泛应用于服装、
服饰、生活用品和礼仪饰品当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认真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实施非遗活化工程，大力推进
非遗扶贫工程和助力乡村振兴工程，手工刺绣业得到迅
速发展，刺绣技艺在传承中得到极大提升，传承队伍越来
越壮大。目前，全区从事手工刺绣人员有5万多人，仅科
右中旗就达2.1万人。

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一举多得。手工刺绣助力
了脱贫攻坚，稳定的收入支撑了乡村振兴，系列培训提升
了妇女素质。在科右中旗，通过建立刺绣基地，带动
2895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每人每年增收近2000元。此
外，绣娘们聚在一起交流刺绣心得，家庭更加温暖，邻里
更加和睦，乡风更加文明。分散各地的草原绣娘走到一
起，守望相助，重拾技艺，因“绣”得业，以“绣”兴业，个个
成为守护者，人人堪当传承人。在发展刺绣产业的同时，
围绕风景名胜、历史传说、人物故事等题材研发刺绣产
品，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描绘马镇风情、讲述兴安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成为游客喜爱的文化旅游纪念品，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看得见、带得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总结手工刺绣产业积
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一些急需破解的瓶颈问题：
一是整体上还尚未形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和市
场观念，二是严重缺乏立足市场需求、引领市场需求的创意
设计，三是生活化、时尚化、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路
遥任重，四是开放合作的格局没有形成，五是专业化培训需
要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科右中旗手工刺绣发展遇到的
问题，也是全区刺绣发展遇到的问题，可能也是全国特别是
边疆地区、民族地区遇到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
到有效解决，中国手工刺绣创新之路就走不远，中国手工刺
绣就不可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走向世界。

使中华手工刺绣得到更好传承和弘扬，让人民群众
在手工刺绣中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以
人民为中心、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的具体体现，
是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
是以更高质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具体体现。在实践
中，我们逐渐明晰了传承与创新的具体路径：首先，基于
中国手工刺绣更多集中于妇女、更多集中于农村牧区特
别是边远地区妇女的实际，有必要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手
工刺绣传承创新联盟，每年召开年会，制定工作计划，整
合各地各类资源，共同创造美好未来。其次，基于中国手
工刺绣的独特性，在今后各方面的推进或合作中，必须始
终坚持刺绣“中华文化”这一核心特质，始终坚持刺绣“手
工”这一技艺特质，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一家亲”这一根本
特质。此外，从自治区层面组建专项推进小组指导，落实
区属国有文化企业市场化运作，成立自治区手工刺绣协
会开展帮扶指导，设立手工刺绣传承创新基金予以扶
持。内蒙古自治区将竭诚提供场地、资金、产业工人、配
套政策等各方面的服务和保障，共同致力于把以科右中
旗为代表的有关地区建设成为中国手工刺绣传承创新创
意设计基地、生产加工基地、产品展示基地和培训推广
基地。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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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蒙绣时装秀。 陈 力摄

下图 70名蒙古族绣娘和其他少数民族绣娘合作70米

长的彩蝶长卷，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陈 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