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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色鲜明
深受人们喜爱

潍坊刺绣是潍坊地区刺绣的统
称，是鲁绣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也是
山东省确立的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2024年11月，潍坊刺绣亮相
“与辉同行”山东专场直播间，李银
凤和董宇辉一起现场展示并体验
潍坊刺绣。直播过程中，李银凤向
大家展示了几件潍坊刺绣的实用
作品，一组早些年女性装饰和保暖
额头用的抹额，用潍坊话来说也叫

“头箍”；还有一组女性服饰上袖口
的刺绣作品。从细节能看出，潍坊刺
绣整体粗中有细，针脚密实精湛，实
用性和艺术性交相呼应。刺绣的针
法和技法是它的语言，而潍坊刺绣
的语言多达二三十种，在李银凤的
作品里，即便是一只小小的翠鸟，都
能在其中看到多种潍坊刺绣的语
言，鸟类的绒毛感与生命力都能通
过针法和技法展现出来。

说起潍坊刺绣与其他刺绣最鲜
明的不同，李银凤表示割绒绣的技
法和针法算是潍坊刺绣的典型特色
之一，在其他绣种里很少能见到。

“比如我们以前看到的鞋垫和鞋
面，割开来两面都是毛茸茸的，给
人一种暖烘烘的感觉。”李银凤笑
着说，潍坊刺绣很符合山东人的个
性，构图粗犷简练，因为以前是日
用品为多，故而以“结实”为美，实
用价值非常高。在配色上，早些年会
以对比鲜明的深色为主，现如今因
为艺术价值升高，出现了装饰、观赏
等作用，故而用色更为丰富多样，整
体呈现出一种中国画的意境。

并且，潍坊刺绣如今的适用范
围也非常广泛，除了最基本的服饰
与装饰，还被广泛应用至胸针、挂饰
等现代化的小物件中，这些作品都
在直播中进行了展示，就连董宇辉
都忍不住说：“这么精致的小风筝
(挂饰)还是双面绣的。”

直播最后，董宇辉团队的工作
人员还现场体验了一把潍坊刺绣，
李银凤将自己给人物开脸用的细线
递到工作人员手中，这根线仅有普
通丝线粗细的1/16，李银凤说这还
不是最细的丝线，如果要绣人物的
眼睛，会用到1/128的线。直播时为
全网观众展示的那幅待完成作品，
正是李银凤的孔子周游列国《圣迹
图》。此次互联网的宣传与推广，让
潍坊刺绣这门传承上千年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再度引起人们的关
注，一针一线间描绘方寸世界，色彩
瑰奇中讲述百态景观。

免费培训多年
受众影响广泛

在潍坊市十笏园文化街区非遗
空间一楼有一间绣艺坊，平日里若是
散步走进这里，就能看到于静坐在自
己的绣架前，一针一线在刺绣，她的
身边总是围着几个热爱刺绣的“学
徒”。这些学徒以女性为主，年龄跨
度很大，上至五六十岁的退休大姐，
下至三四年级的上学孩童，他们唯
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都热爱潍坊刺
绣。“从2018年开始，我几乎每周都
会走进一所学校，给孩子们上刺绣
课。”于静回忆说，她第一次走进的
学校是日向友好小学，那时候面对
一张张稚嫩又充满兴奋的脸庞，她
觉得无比兴奋与愉悦。

“当时因为孩子们年龄都比较
小，我教的是麻布绒绣，它的针比较
钝，格数大，对于小朋友来说安全系
数高，易上手。”于静说，那时候带着
孩子们一起绣校训，她跟恩师丁培玲
一起，一年一年坚持了下来。后来丁
培玲老师年事渐高，进校园宣传潍坊
刺绣的重担就压到了于静身上。在这
个过程中于静遇到过许多有天赋的
孩子，有的小孩是肉眼可见地喜欢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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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刺绣，“我现在有个小学徒，上小学四年
级，特别喜欢刺绣，她的天赋很高，我很希望
她能成为我的传承人。”说到潍坊刺绣的这
些“好苗子”，于静眼睛都亮了起来，但她同
时也表示，不会要求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从事
这个行业，因为她明白，仅有喜欢和天赋还
远远不够，能不能依靠这门手艺产生一定经
济效益并好好生活，才是潍坊刺绣想长久发
展的关键。

于静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刺绣，那时她
的大伯母会在家给孩子们的帽子、鞋垫等
服饰上绣花样。这让于静很感兴趣，也曾试
着拿起针绣上几下。这份热爱一直持续到
成年，参加工作后，于静一直对小时候看到
过的潍坊刺绣念念不忘，她那时就下定决
心，一定要学好这门手艺。2022年，于静正
式成为潍坊刺绣非遗传承人。近二十年的
学习与深造，让于静也成为潍坊刺绣传承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日积月累的穿针
引线中，于静由一个“传承人”变为“播种
人”，带着潍坊刺绣的希望与未来，走上一
条不一样的道路。

2024年夏天，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打
造潍坊市民艺术夜校，首期夜校开设了包
括刺绣在内的10门课程，聘请于静为课程
教师，同时在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
服务中心官方网站“云学艺”线上课堂开设
潍坊刺绣课程。“作为文旅局主办的潍坊市
民艺术夜校，希望能通过这次机会把潍坊
的优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出去，让潍坊
的非遗能有不同渠道来进行传承。”潍坊市
新时代文旅发展中心负责人李萌萌说，手
工类的非遗项目在潍坊非常受市民欢迎，
这也充分展现了潍坊市民对于潍坊刺绣的
一种特殊感情。

促进灵活就业
带来经济收益

经年累月的教学经历，于静发现了许
许多多拥有刺绣天赋的年轻人，无论男女
老少，都有人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爱上潍
坊刺绣，他们会围着于静一块学习，大家共
同研究传统针法，这样的过程令于静感到
欣喜。

2020年，潍坊市文旅局与潍坊市妇联
联合在潍坊巾帼家政广场打造潍坊非遗扶
贫就业培训基地，开设刺绣产业培训班，帮
助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创业。2023年，潍坊市

文旅局开展“非遗刺绣”在社区活动，在奎
文区陈家、大虞、新华路、工福街等社区启
动刺绣微创业项目，通过开展潍坊刺绣公
益培训，推动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绣制一幅作品所用时长不同，因为
绣品的尺寸、题材、针法等不尽相同，一
般画作要用时1个月以上，大幅的作品
用时半年以上。刺绣的价格在3000元到
5 0 0 0 0 元之间，定制的作品价格会略
高。”于静说，她现阶段主要的顾客来
源，一部分是单位作为礼品赠送使用，
特别是赠送国外的客户，题材以中国山
水画和花鸟画为主；另一部分是家庭作
为新居装饰使用，以吉祥如意题材的作
品为主。李银凤也表示，她的一幅《榴枝
黄鸟图》，花了将近两个月，用到的针法
技法颇多，售价在两万多元。绣品中鸟
的羽毛根根再现，鸟喙坚挺，叼着的毛
毛虫也有一层毛绒之感。如果是学徒的
作品，同样的图案同尺寸大小，大约在
2000元至4000元，实际价格会因为作品
的质量而有所波动。

通过文化带动经济，通过传承扩大
影响。正是有了一代代潍坊绣娘们无私
倾囊相授的互帮互助，潍坊刺绣得以在
新时代脱胎换骨，他们手中的针线可以
是画笔，将万千景色展现在在方方寸寸之之间间，，也也
可可以以是是脉脉络络，，将将万万千千手手艺艺人人串串联联在在一一起起。

文化赋能创造
“情绪价值”

“潍坊刺绣有一种雄浑、拙朴、温厚的
特点，它受潍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影
响很深。配色古朴典雅，鲜明中不会给人张
扬的感觉，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李
银凤说，在潍坊刺绣中可以看到潍坊人乃
至山东人的性格特点，作为中国八大绣种
之一鲁绣中的典型代表，潍坊刺绣具有有简简
练练、、牢牢固固的的基基本本特特点点，，实实用用性性是是潍潍坊坊刺刺绣绣的的
基基本本属属性性。。

服装服饰是潍坊刺绣应用最多的领
域，虽然艺术价值很高，但潍坊刺绣并不
是一件“易碎”的艺术品，结实、耐用、融入
生活是它最早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你仔
细看老潍坊的绣花样子就能发现，过去的
潍绣针脚很齐，观感上就让人觉得平整，厚
重之外带着一种立体感。”李银凤笑着说，
这一点其实就很“山东”。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潍坊刺绣的艺术性逐渐增强，与书画、
油画、摄影等作品进行了充分融合，使得它
在展现形式上变得更多样，同时也更加注
重欣赏性。

在李银凤所处的工作坊里，能看到许
许多多潍坊刺绣的“衍生产品”，从“最原
始”的服饰、手包，到创新而来的发簪、耳
饰，再到现代气息浓厚的冰箱贴、车挂，潍
坊刺绣的应用范围变得越来越广。“艺术是
需要往前看的。”李银凤说，工作坊里经常
会有喜欢刺绣的人来跟着自己学习，她就
会教他们把潍坊刺绣运用到这些实用的小
物件上，来往十笏园博物馆的游客来到工
作坊，看到之后就会购买这些带有潍坊刺
绣元素的小物件，车挂、冰箱贴、围巾都非
常受欢迎，买的人多了，潍坊刺绣的影响力
和推广力也就越来越大。

李银凤认为，创新是潍坊刺绣现阶段
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让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充分结合，不断挖掘潍坊刺绣文化价
值背后的实际意义，在给予消费者更多选
择的同时赋予“情绪价值”，让潍坊刺绣走
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只有市场变大了，才能吸引更多人“进
来”。潍坊刺绣在经年累月的发展中逐渐领
悟了这个道理，从最初的实用型到之后的
艺术型，再到现如今的“情绪价值”型，潍
坊刺绣这一路走得崎岖又独特，但终归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回到这一文化脉络
最初的“起点”，在日常里绽放艺术的光
彩，在细微处跳动文化的脉搏。

这一路，本就是不可复制的。
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从来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完成的，这期间汇聚的人文情怀与
历史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以
针为笔，描绘出的潍坊文化脉络，终将伴随
齐鲁大地的精神一起，养育、引领无数的热
爱与追求，这不仅仅是文化赋予经济社会
的“情绪价值”，更是文化给予人民的“情绪
价值”，是一方水土的牵引羁绊，亦是梦想
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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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刺绣，简称“潍绣”。《史记·货殖列
传》中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
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潍坊刺绣可以说是
我国历史记载中最早的绣种之一，可追溯至
西周时期。”李银凤说，这里的“文彩”可以理
解为“色彩绚丽的刺绣”，汉代王充《论衡·程
材篇》(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本)中记载：

“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大体意思是说
齐国的平民妇女基本世世代代都会刺绣。由
此可见，潍坊作为齐文化的腹地，在当时应
该就有刺绣技艺在传承了。

根据李银凤查询的相关史料以及在外
听儒学课堂了解到，在历史漫长发展中，潍
坊刺绣有过鼎盛，也遭受过巨大的冲击，受

“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等战争因素的影响，
曾有大批北方手艺人南迁，这对于潍坊刺绣
甚至鲁绣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直
到明清时期，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潍坊刺绣
得以“趁势而起”。

1875年至1937年，是潍坊刺绣的兴盛时

期，在潍县城里经营绣货的作坊、店铺达30
余家，先后经营绣货的有同祥、金祥、天庆
赓、同盛福、协同义、泰丰祥等知名商号。当
时潍县曾有“九千绣花女”的民谚，单“描花
匠”(类似现在的图案设计师)就有数十人之
多。由此可见，潍坊刺绣在当时社会具有非
常特殊的意义。

《潍县志稿》记有：“凡围屏、喜帐、戏
衣等皆能绣制，其优美或过于南绣。”绣制
品由简单的门帘、桌围，发展到华丽的裙
衣、礼服、霞帔、戏衣、轿衣等。传统的潍
绣，绣工精细，色彩鲜明，图案古朴，尤以
实用品和“盘金绣”戏装更为出色。

在李银凤的记忆里，老一辈的潍坊女
性基本都会绣几下，她小时候就跟自己的
姥姥和母亲学习刺绣。“那时候姥姥教村
里的姑娘们刺绣，大家经常围在一起讨论
针法技巧，我便跟着绣上几下。”李银凤回
忆，自己那时候亲手完成的第一件绣品，
是给姐姐的一双鞋垫。

据“非遗潍坊·经典工美”官网介绍，潍
坊刺绣曾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当
代潍坊刺绣的著名艺人是郝桂君和田翔千
夫妇。老潍县解放后，郝桂君同爱人共同经
营“翔千精细戏装店”。他们设计制作戏装
时，特别注意绣线配色和针法运用，既要考
虑到舞台灯光和剧情的需要，还要考虑剧种
流派、演员身材以及剧中人的性格。由田翔
千设计，郝桂君亲手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缝制的戏装，舞台
效果极佳，深得梨园界好评。

虽然潍坊一直流传着“九千绣花女”的
说法，但据李银凤考证，在潍坊刺绣鼎盛的
时期，绣娘可能达上万人。勤劳古朴的潍县
女性将自己的智慧与耐心凝聚在了一针一
线里，她们以针为笔，在各种各样的服饰物
品上“画出”奇妙瑰丽的图案，她们的绣品曾
出口至世界各地，她们以双手撑起家庭的
责任，更以口口相传的热爱与赤诚将这门
手艺代代流传。 吴昊 潍坊报道

“九千绣花女”记录齐鲁女性力量

漫步潍坊十笏园
博物馆，沿主干道一
路向东，潍坊刺绣省
级非遗传承人李银凤
所在的潍坊刺绣十笏
园工作坊便映入眼
帘。一位来自南非的
小伙子跟着自己的潍
坊朋友来到这里参
观，彼时李银凤正在
创作一幅孔子周游列
国《圣迹图》，鲜活生
动的人物正随着李银
凤手中的针线一步步
跃然而出，精湛绝伦
的技艺让这位南非游
客赞不绝口。

与此同时，潍坊
刺绣市级非遗传承人
于静正在山东工业技
师学院的课堂上教授
学生们潍坊刺绣的针
法与诀窍。自2018年
开始，于静几乎每周
都会前往学校教授孩
子们潍坊刺绣的相关
知识。最开始她是跟
自己的恩师潍坊刺绣
省级非遗传承人丁培
玲一起，现如今她已
然追寻着老师的步
伐，成为更多年轻人
的老师。

绣韵传承中的坚守与希望
在于静查询的历史资料里，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老潍县地区手工艺发达，大街
小巷布满撒花铺子，当时的潍坊刺绣厂里
手艺人众多，绣坊、纺织厂生意也非常繁
荣。之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变化，潍坊刺
绣经历了时代的磨难与摧残，改革开放之
后，这一行业逐渐没落，以至于1997年在
于静求学拜师的道路上，出现了几乎找不
到专业师傅的窘境。当年自己到处打听，

寻找的过程非常吃力，找了很多老潍坊刺
绣厂的师傅，但他们说大家基本换成机绣
了，手绣艺人非常少。

如何让潍坊刺绣恢复“昔日荣光”，重
新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中来，是潍坊刺绣人
想要突破创新的“瓶颈”。

跟于静一样，李银凤最想带着潍坊刺
绣走进的地方也是校园，让更多孩子认识、
了解潍坊刺绣。兴趣爱好是推广的基础，传

承保护是不变的使命。“如果年轻人看不到
实际收益，那是没有未来的。”一份精致的潍
绣作品，由于耗时巨大，针法复杂，且需要绣
娘具备一定的绘画功底与精湛的刺绣手
艺，故而在成品价格上属于偏高端的消费
品。能否让潍坊刺绣产生与之付出的时间、
精力相匹配的经济效益，从而吸引更多年
轻人投身于此，成为现阶段潍坊刺绣能否
长远发展的关键。 吴昊 潍坊报道

葛延伸阅读

李李银银凤凤正正在在创创作作孔孔子子周周游游列列国国《《圣圣迹迹图图》》。。

于于静静创创作作的的潍潍坊坊刺刺绣绣作作品品《《吉吉祥祥太太平平》》。。

于于静静带带着着潍潍坊坊刺刺绣绣走走进进校校园园。。

于于静静正正在在工工作作室室里里刺刺绣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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