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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笛：把湘绣推向“电脑时代”

“ 非 常 感 谢 你 们 来 报 道 湘
绣！”8 月 22 日，长沙沙坪金球
湘绣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黄笛甫一
见面，就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如是说。

湘绣对于黄笛来说，是骨子
里的爱和坚持，也似乎是一份命
中注定的缘分。

现年 45 岁的黄笛出生在长沙
市开福区捞刀河镇沙坪的一个湘
绣世家。彼时，其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都会在农闲之余，做些湘
绣。“那个时候都是家庭作坊，应
别人结婚、迁居、做寿之需应景
制作湘绣。”黄笛说，从小耳濡目
染家人飞针走线的她，早早就对
湘绣产生了喜爱之情，跟着妈妈
和姐姐一起学湘绣。

1986 年，黄笛的父亲艾玉奇
带头创办了沙坪的第一家民营湘
绣厂。当时年仅 17 岁的黄笛便是
26 位参与者之一。厂房是租的民
房，条件很简陋。但让人没想到
的是，这家湘绣厂会发展成为湖
南著名的湘绣厂之一——长沙沙
坪金球湘绣有限公司。

当 时， 厂 里 的 创 始 人 队 伍

里 还 包 括 了 一 些 从 长 沙 湘 绣 厂
退 休 的 老 艺 人 和 画 家， 其 中 就
有 著 名 画 家 李 振 球。 李 振 球 是
全 国 工 艺 美 术 学 会 会 员， 是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他 从 事 湘 绣
五 十 多 年， 擅 长 花 鸟、 山 水、
人 物、 走 兽， 尤 以 画 狮 子、 老
虎 见 长。 那 时 的 黄 笛 虽 然 还 很
稚 嫩， 但 充 满 着 干 劲 和 激 情，
她 特 别 想 拜 著 名 画 家 李 振 球 为
师。

“李老师那时已经退休，也表
示不收徒弟了，可我想真正学些
东西，便经常跟着李老师学。除
了端茶送水，他在绣的时候，我
就在旁边看，遇到不懂的问题，
我就向他请教。”黄笛说，“应该
是看我确实想学湘绣，李老师破
例同意收我为徒弟。”黄笛立马下
跪磕头行拜师之礼，成为李振球
的关门弟子。

后来，黄笛又在李振球的建
议下，去接受正规的系统学习。

1987 年，黄笛进入湖南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学习，这一学便是
四年。1991 年毕业时，她设计的
作品《湘绣旗袍系列》走出了国

门，成功亮相于第 62 届巴黎国际
女装博览会会场。这于黄笛来说，
不啻为四年艰苦求学历程里一份
最美的回报。她回忆说：“我学的
是服装设计，但是湘绣始终是我
心中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没有
湘绣就没有那幅作品。”

毕业后的黄笛被分配在湖南
羽绒制品厂从事设计工作，后来
又在湖南航天局 7801 研究所上
班，端着让当时很多人都羡慕的
铁饭碗。

“当时毕业后没有第一时间回
到湘绣行业，是因为自己不想放
弃自己学的专业。”黄笛坦诚地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但她心
中也一直对湘绣念念不忘。1995
年，由父亲的沙坪湘绣厂申请，
沙坪乡被授予“中国湘绣之乡”。
湘绣发展呈献出美好的前景，而
且，父亲的湘绣厂规模正日趋壮
大。黄笛在斟酌良久之后，终于
辞去了工作。“你自己有一个工厂，
有一份事业，就是一个永远的铁
饭碗。”黄笛说，“当年就是父亲
这句话，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回归湘绣厂。”

在湘绣中，人物画非常难，
但黄笛却有不错的表现。采用
电脑设计，她先后设计了湘绣
珍品《朱镕基总理》、《李铁映
同志》、《军委主席江泽民》、《百
岁老人雷洁琼》、《超级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等，受到了相
关方面的肯定，作品被相关部
委和个人收藏。

她打破刺绣受时空限制的
技法，在同一质感的物体上采
用多种针法渐变的混合针法，
使背景色彩成功融入人物中。
运用这一新针法的湘绣作品《伟
人毛泽东》由此获得了湖南省
工艺美术精品大赛金奖。

2005 年 10 月， 参 与 设 计
的湘绣珍品《伟人毛泽东》、《福》
等四幅作品于 2005 年 10 月 12
日，搭乘“神舟六号”载人航
天飞 船 遨 游太 空， 使 得 湘 绣
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
就。这让黄笛非常自豪。

黄笛回忆，2003 年 10 月
16 日， 当中国 太 空 首位 宇 航
员杨利伟顺利返回地面，父亲
艾 玉奇 看 到 他手中拿 着一面
国旗，就动了念头：要是湘绣
能上飞船就好了。2005 年春，
机会来了！中国将在当年 10 月
发射“神六”飞船。艾玉奇终
于向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梦
想。

“毛泽东主席曾有‘可上九
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
凯歌还’的诗句，加上毛主席
又是我们湖南人，当我们说出
这句诗时，基本上就敲定了。”

黄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中国航天员中心选定了《伟

人毛泽东》、《中国第二次载人
航天飞行标志》、《中国航天员
中心标志》3 幅湘绣。然而，3
幅作品回到地球后，将被中国
航天博物馆永久收藏。能否再
绣一幅作品搭乘“神六”，让金
球湘绣公司保留呢？于是，一
件由黄笛设计，大红的底绣上
金黄色的 “福”字，镂空绣着
鱼、船、仙鹤、和平鸽、如意
等中国民间吉祥物的湘绣《福》
飞上了天。

“因为飞 船空间有限，当
时提出来，湘绣《福》不能超
过 100 克重。我们当初试着绣
了好几幅作品，从最开始超重
20 克，到最后完稿只有 98 克。”
黄笛说。时任金球湘绣公司首
席设计师的她负责整个图案的
设计。

“《福》原件上面有航天英
雄聂海胜、费俊龙的亲笔签名。”
黄笛说，这幅承载着湘绣荣耀
的《福》载誉归来后，成为“金
球”的一道风景，其复制品上
也绣上了两位航天英雄的名字，
其销量非常可观，“它有一个很
好的寓意‘福从天降’”。

 2011 年 3 月， 湖 南 省 人
民政府授予黄笛“湖南省工艺
美 术 大 师 ” 称 号。2012 年 8
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授予其

“中国青年刺绣艺术家”称号。
2013 年 1 月，湖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聘其为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专家。

03‖作品随着神舟 6号上天

01‖出身湘绣世家

湘绣名声在外，黄笛却有
意识地在弘扬民族手工艺时，
保护湘绣品牌。2003 年，负责
申报的湘绣（金球牌）通过国
家质检总局“原产地”标记注册，
使得湘绣（金球牌）成为四大
名绣及刺绣行业中首个符合《原
产地标记管理规定》，通过国
家质检总局认定而受保护的品
牌。“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不少
假冒伪劣的湘绣产品，为了保
护湘绣，我们便去做了。这也
是湖南省的第一个原产地标识
保护。省里也非常支持。我当
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去搜集资
料，理清历史渊源，产品市场
影响力，总结发展规律等等，
还去找老艺人录其口述。最后
形成申报材料。” 黄笛说。 

2004 年，黄笛在前人的基
础上负责起草了企业标准，获
长沙市质监局备案通过。现如
今，黄笛又成为湖南省湘绣行
业标准制定的小组成员之一。

2005 年，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在全
国展开，因为种种原因，相关
部门找到黄笛，希望她来准备
材料，而时间不过半个月。黄
笛只好连夜开始把自己以前搜
集、查阅、整理的相关资 料，
根据申请的要求重新整理和补
充。 “入选名单公布的那天，
大家都很吃惊，一项已有千多
年历史、声名远播国内外的民
间工艺居然会落选，这让我们

很失落。而当时的其它三大名
绣都入选了。”黄笛说，没有申
请成功的原因就是，作为申报
主体的捞刀河镇政府行政级别
过低。

就在大家叹息之余，申遗
工作峰回路转。“虽然我们当时
申报级别不够，但还是报上名
了。”黄笛说，随后，在省政府
有关部门的指示下，长沙湘绣
业界积极行动起来，终于赶在
公示前重新补充、完善了大量
珍贵资料，又以长沙市政府作
为申报主体，成功使湘绣跨进
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
门。

黄 笛 在 感 慨 之 余 满 是 感
激 ：“成功申遗使湘绣迈上了一
个崭新的台阶，从此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了湘绣，知道沙坪是
湘绣的发源地。我们的企业也
因此获得了政府越来越多的重
视和扶持。湘绣能有今天的发
展，和政府的重视密不可分。”

 针对 湘绣行业普 遍存在
的人才匮乏问题，公司成立了
湖南省当代湘绣艺术研究院，
黄笛任院长。“我们这个研究
院面向全社会招收有兴趣的学
员，免费教学。目前已经培训
了三四十个人。大部分是女性。
但 是 还 远 远 不够。” 黄 笛说，
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湘
绣，共同把这个祖宗留给我们
的产业发扬光大，让它永远焕
发青春。

04‖湘绣申遗背后的故事

重回湘绣厂后，黄笛很快发
现湘绣遇到了瓶颈。“湘绣产品设
计以山水花鸟等传统题材为主，
空间架构模式较单一，立体感和
层次感不够鲜明，尤其是前期手
工画稿和上缎描图费时费工，不
利于湘绣又好又快发展。”黄笛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那时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很快，黄笛从飞速发展的喷
绘技术中发现了思路。2003 年，由
她主持的《电脑设计与喷绘技术在
湘绣领域中的应用》这一科研项目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仅创造性地
将电脑技术与湘绣融为一体，打破
了传统湘绣的设计理念，而且改变
了千百年来单纯依靠手工绘稿的局
面。也就是这一年，黄笛父亲的湘
绣厂更名为金球湘绣。

“传统的湘绣前期工艺包括
制稿、临稿，然后配色，最后才
是工人去绣。前面的几道工序非
常费时，而电脑设计可以大大缩
短前期制稿时间，电脑喷绘也比
手工描图更细腻、更具层次感，
一旦发现原稿有瑕疵，借助电脑
只需半小时就能调整好，为刺绣
节约了大量时间。另外，手工描

图有时需要 10 － 20 人一起来做，
采用电脑也可以节省人力。”黄笛
说，“有人认为电脑的运用使湘绣
摒弃了传统工艺，但其实湘绣的
精髓是绣，人工绘画只是湘绣的
一道工序。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
的结合，不仅是湘绣也是其他艺
术门类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湘绣的内容上，黄笛也突
破传统的题材，设计出了一批新
的湘绣作品，其中，《母爱》、《觅》
以其温馨、自然、和谐的风格闻
名业界，先后荣获第 44 届和 46
届全国工艺品、旅游产品交易会

“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
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
的，称得上是全国工艺美术界的

“奥斯卡奖”。
为了更好地提升湘绣品质，

黄笛还和厂家合作，经过一年多
的反复实验，研制出一种便于刺
绣和喷绘的白画布，有效地解决
了缎面染晕效果较差、容易泛黄
的不足，现在这种画布已经成为
了湘绣的主要材料。

去年，黄笛在中国四大名绣
（湘绣、蜀绣、粤绣、苏绣）中率

先使用了锦纶蚕丝来做主要材料。

它很薄，像蚕丝一样，很洋气。
但对针法要求也很高。

“如何把针法和材料相互适
应，我进行了反复测试。有时，
一个花瓣都要拆了五六次重新画，
而因为材料很薄，绣两次后就要
重新换材料。估算一下，总共应
该绣了十多万针吧。”黄笛说，经
过三个月的制作，她终于绣出了

《香远溢清》。今年 3 月，《香远溢
清》获得第 49 届“金凤凰”创新
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

黄笛的作品屡屡获得金奖也
引起了很多人的喜欢。

2013 年 6 月 20 日， 其 湘 绣
作品《荷塘月色》、《百合小鸟》
等 3 幅作品，在由湖南省委宣传
部携手保利香港拍卖公司举办的
以“绣连世界，釉映天下”为主
题的百件湘瓷湘绣艺术精品拍卖
会上全部拍出。

湖南本土的著名主持人仇晓
曾经与人“争抢”《母爱》，最后
许诺请对方吃饭才得以购到。“湘
绣不是机器生产，无法量产，必
须手工制作，我通常要两三个月，
才能出一幅作品。”黄笛说。

02‖把电脑喷绘技术引入湘绣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进入 2014 年，长沙妹子黄笛

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
3 月，她的湘绣作品《香远溢清》

获第 49 届“金凤凰”创新产品设
计大奖赛金奖，这是她第三次获此
荣誉；

5 月，她的湘绣作品《如日中
天》、《竹林小鸟》分获“中国工艺
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银奖；

8 月，在第十一届湖南省技术
能手表彰大会上，她荣获“湖南省
技术能手”称号，成为此次表彰大
会湘绣界获评的唯一“能手”。

8 月 22 日，湖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黄笛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的采访，讲述了自己这些年追逐
湘绣梦的故事。

▲黄笛

曾三次获得“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