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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淘文 □ 孙卫华

以针为笔 巧作“画味绣意”

扬州刺绣源于汉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至今已有两千年的
历史。受扬州历代文化的影响和扬州八怪画派的熏陶，扬州刺绣
追随中国画的文化内涵和笔墨情趣，仿古山水绣和水墨写意绣是
扬州刺绣的两大特色。扬州刺绣的底稿多采用名家字画，工匠通
过一幅幅刺绣作品，传递出中国画的深邃意境、高雅格调与雅逸
传神的艺术风格，从而形成了扬州刺绣的独特风格，展现出扬州
风土的温婉与精致。

“我们的扬州刺绣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讲究’。扬州刺绣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扬
州刺绣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即‘精、雅、和、顺、匀、活、透、
洁’。精，指针法需要精湛缜密；雅，指画稿要清雅的名人名作；
和，指画面的色泽要浓淡和谐统一；顺，指丝路流畅、转折自然；
匀，指疏密得当均匀；活，指针法灵活、活灵活现；透，指作品空灵
透晰；洁，则指绣面光洁、服帖如画。”吴晓平大师接受在记者采
访时介绍，扬州刺绣需要匠人在理解画意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刺
绣针法的美与丝线美的质感与特性，达到“不似绘画，胜似绘画”
的境界。在创作中，讲究针法的运用与国画笔法相结合，以针代
笔，以线代墨，再现原作笔墨神韵，着力表现中国画的笔墨情趣，
用层层晕染的手法，绣出中国画的枯、湿、浓、淡，充分表现中国
画的文化内涵。

吴晓平大师所说的这种晕染的效果，工艺难度非常大，如果匠
人掌握不好这个“度”，便会使作品产生僵气，因此创作之初先要
读懂画稿，领会作品其中的意境至关重要。吴晓平大师在选定作
品题材时，会充分研读该作品的艺术特征，详细分析原作中的每
一个着墨点，并通过了解画家的相关信息与创作历程，从而领会
画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情怀。同时，她在创作时将自己对中国画的
理解和人生感悟融合到艺术创作之中，使创作出的刺绣作品不仅
能够完美还原书画的笔墨艺韵，更凸显出扬州刺绣独有的文化品
位和生活气息。

吴晓平大师对记者说：“中国水墨画有‘五墨六彩’之说，‘五
墨’指焦、浓、重、淡、清，‘六彩’指黑、白、浓、淡、干、湿。刺绣和绘
画一样，即使画面中只有黑白两色，也要通过针法表现出虚实、层
次，这样才能有水墨韵味。要想通过刺绣把画家的画功表现出
来，首先必须要读懂画稿，理解画意，观察笔的力道、色彩的微妙
变化。眼睛读的是画稿，心里浮现的却是用线和针法。如浓墨的
部分要选粗一点的丝线，淡墨的部分要选细一点的丝线，随着画
作中水墨的晕染层次，绣线的粗细也要逐渐增减，才能使绣品中
颜色过渡得自然。一件真正好的扬州刺绣作品，不仅要‘像’，更
要保持画稿的‘原汁原味’。”

正是因为理解了画作的含义，吴晓平大师在创作时，才能够根
据画作的架构和人物的形象，在赋色上增加自己的理解，在技艺
创作上更加贴合原作的精气神。正是由于对作品的深入解读，才
使她创作的作品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能让画意在绣品中得以充分
体现和表达，实现“画味绣意”的完美结合。

缘起热爱 续写“锦绣长歌”

1953 年，吴晓平大师出生于江苏扬州，钟灵毓秀的人文环境
与耳濡目染的家庭熏陶，赋予了她在扬州刺绣上的独特领悟力。
从艺五十余年，她已成为扬州刺绣界公认的“大工匠”。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外婆绣花，那些精美的刺绣图案
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也让我对这门艺术有了最初的认识
和热爱。1971 年，我刚刚 18 岁就选择了以刺绣作为自己的职
业。非常幸运的是，刚刚入门的我就被扬州著名刺绣艺术家陈
淑仪收为徒弟。陈淑仪大师作为早期扬州绣品厂的技艺骨干，
与陆树娴等老一辈著名绣师经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在上世纪五
十年代后期首创了具有诗情画意之称的仿古绣与具有气韵生动
之称的写意绣，并以此开创了扬州刺绣的新特色。老一辈艺人
的勤奋与努力以及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吴晓
平大师说道。

如今，吴晓平大师虽已年逾古稀，却依然坚持“人不离绣坊，
手不离针线”，她每天刺绣 8个小时。当她被记者问及这样会不会
觉得很累时，吴晓平大师说：“刺绣要全神贯注，因此时间就过得
很快，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现在年纪大了，一般
一天最多也就绣 8个小时，但我年轻时一天绣 12个小时以上是常
有的事。那时候，我经常早上 6点起来就开始刺绣，一直绣到晚上
12点才休息，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刺绣，正是因为这份
热爱，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在继承和灵活运用传统刺绣技法的基础上，吴晓平大师坚持
进行不断的创新，让传统扬州刺绣的艺术语言更加丰富。她在针
法上不断追求创新，打破单调使用传统针法的模式，采用多种彩
色细密的丝线，虚虚实实进行绣制。吴晓平大师在主体稿面绣制
时，多采用 2丝线，用旋针、套针、散针加接针的方法，通过不同的
丝路走向营造出不同的光感效果。在刺绣中山石、树木的处理
上，她采用“半留皴法”，即排针时将皴的部位，用传统的虚针隐约
留出皴的用笔，保持虚实关系，再灵活运用不同线色和不同排针，
时疏时密，以混针和镶嵌的方法将中国画皴法的用笔与线色相搭
配、相交融，勾勒出山石和树木，使作品线条流畅、抑扬顿挫、粗细
有致，这种创作方法在扬州现代刺绣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
运用。

吴晓平大师介绍，“我在创作中不断借鉴其他传统工艺美术
的表现手法，丰富扬州刺绣的艺术语言。如绣制双面绣《海峤春
华》《云舒浪卷》等作品时，我就借鉴了漆器工艺中圆地屏的款式，
在对原作的画面进行了取舍的基础上，整个绣面采用圆形，结合
雕刻精美的红木边框，让作品呈现出与传统刺绣不一样的艺术效
果。而在创作《雪景寒林》作品时，则和扬州雕漆工艺结合，首创
性地将扬州雕漆工艺作为刺绣的装饰边框，烘托出画面的古朴氛
围，这种创新形式也获得了专家的认可。在作品题材选择中，我
在坚持传统写意绣的基础上，还创作了多件现代形式的作品。如

《四时花卉》《鱼鹰》《扬州种》《九宫图》《蓬莱仙境》《栈道图》等作
品，都属于传统的写意绣和仿古绣题材，而《套马图》《国色天香》

《鸡履图》等作品则为
现代题材，表现形式不
一。”

创作一件高端的精
品刺绣作品通常需要
两年以上甚至更长的
时间，但吴晓平大师始
终能够坚守初心，不受
外在因素的影响，一心
一意在创作的道路上
默默前行。为了促进
扬州刺绣的技艺传承，
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
作品的创作上。为了
扩大扬州刺绣的艺术
影响力，吴晓平大师在
坚持保留传统题材特
色的基础上，也在作品
的规格、表现内容等方
面不断创新，创作了一
大批“叫好又叫座”的
刺绣精品，为古老的扬
州刺绣技艺续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锦绣长歌”。

头雁引领 培育“古树新花”

多年来，吴晓平大师在持续传承刺绣工艺事业的同时，也培养
出一大批扬绣“新星”。其中，艺徒王萍现已经成为江苏省工艺美
术名人，吴晓明、谈启明、唐学珍等已成为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这
些传承人所绣制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为扬州刺绣的继承与
发展作出了贡献。吴晓平刺绣工作室也获得了江苏省乡土人才名
师工作室、扬州市名师工作室等荣誉称号。

“我算是幸运的，一辈子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过，刺绣
是慢工出细活，上手慢，绣成一件作品也慢，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
这个耐心，愿意学习扬州刺绣的人太少。每当看到我的几个徒弟也
成了‘老徒弟’，心中就充满了焦虑，扬州刺绣后继乏人、青黄不接，
是我最大的担忧。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加入到传承扬州刺绣的队伍中，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生
机，延续永恒的魅力。”吴晓平大师如是说道。

为此，吴晓平大师在坚持传统的师带徒传承模式的同时，也积极
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助力扬州刺绣技艺传承面不断扩大。多年
来，她积极投身“大师进校园”“非遗进校园”“文化进社区”等工作
的开展，一方面与江南大学、苏州工艺美术学校等高等院校举办技
艺培训班，将自己的全部经验传授给学员们，不断提升工艺美术学
科学生的技艺水平；另一方面，她多次走进中小学培养孩子们的学
习兴趣，走进社区挖掘培养社区赋闲人员，鼓励引导他们学习刺绣
工艺，掌握一技之长，促进致富增收。2016年，吴晓平大师又远赴
新疆，为当地的妇女传授刺绣技艺，她用一根根五彩的丝线为少数
民族地区绣出了致富之路，为推动民族团结、助力乡村脱贫致富，
贡献出当代“扬州工”的力量。

为了推动扬州刺绣的宣传推广与行业交流，吴晓平大师连续多
年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江苏省工
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等专业性展会以及行业交流性展会，吸取姊妹绣
种与兄弟艺术之所长，赋予扬州刺绣更多时代表达方式，促进传统技
艺多元化创新发展，使扬州刺绣这张充满文化意蕴的“金名片”被更
多业内专家、大师与观众所认可。如今，在吴晓平大师不断的宣传推
广中，扬州刺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她创作的作品多次参加
各类展览与文化交流展演，她的事迹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
台，她参与拍摄了《匠人匠心》《扬州刺绣就是讲究》等专题片，让扬州
刺绣被更多的人了解、欣赏、认可与热爱。

择一事，爱一事，终一生。在50余年的刺绣创作实践中，吴晓平
大师始终为扬州刺绣的传承与发扬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采访
中，吴晓平大师对记者说：“现在，我特别愿意跟年轻学员和小朋友在
一起，每当我走进校园向小朋友展示扬州刺绣艺术技艺，我就仿佛回
到了小时候，从同学们渴望学习的眼神中，我看到了那个年幼的我在
外婆的身边全神贯注地学习刺绣。人生是一场旅行，虽然踏遍了万
水千山、赢得了鲜花与掌声，但总归还要回到最初的起点。扬州刺绣
是我一辈子放不下的事业，我愿意为这门古老而优美的艺术做一名

‘守艺人’，永葆初心，坚守匠心，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在扬州刺绣的
发展道路上，与更多年轻传承人携手共进，以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无限热爱之情，绣出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锦绣华章。”

妙手绣出水墨艺韵 匠心谱写锦绣华章
——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绣（扬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晓平

大师简介

吴晓平，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绣

（扬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乡村振兴技艺师

（正高级），获评“2014 年度中国工艺美术行业

典型人物”荣誉称号，担任中国刺绣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江苏省刺绣专业委员会委员、扬州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吴晓平大师熟练掌握扬州刺绣核心技艺，长

期致力于扬州仿古山水绣和水墨写意绣的传承

与创新工作，并积极授徒传艺，培育了大量的年

轻传承人，为传统扬州刺绣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其创作的《海峤春华》《鱼鹰》《国色天

香》《九知图》《扬州种》《荷塘远眺》《谷口人家》

《麻姑进酒》等作品，在“百花杯”“金凤凰”“中艺

杯”“神工杯”“飞花奖”，以及杭州工艺美术精品

博览会等评选中屡获金奖，多件作品被中国工

艺美术馆、世界技能博物馆、江苏省美术精品

馆、扬州市经济贸易促进会、扬州市工艺美术联

社、扬州市档案馆、扬州市慈善总会、哈尔滨三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苏州中国丝绸档案

馆等单位和机构永久收藏。

图为吴晓平大师走进校园展示扬州刺绣技艺图为吴晓平大师走进校园展示扬州刺绣技艺。。

《《九成宫九成宫》》《《扬州四景扬州四景》》

《《云舒浪卷云舒浪卷》》

《《太白醉酒太白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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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种扬州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