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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壳上绣花，她摘下湖南“最佳创意”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图 / 受访者提供

“螺蛳壳里做道场”，如今只是一个比喻；在
蛋壳上穿针引线来绣花，却是真功夫。在位于湖
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大学里，有一位
名叫关洁的手工老师，她就能够在蛋壳上打孔、
穿针、引线、绣花，并且，在前不久结束的首届
长江流域工艺美术博览会上捧回了银奖，还曾获
得湖南“最佳创意奖”。

11 月 28 日，关洁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
了自己跟蛋壳之间解不开的缘分。

文 / 党璇
120=119+1。120 是医疗

急救，119 是火警。有人说，
急救如救火，120 就是要有
火警的反应速度再加上医护
人员的妙手仁心。

救护车一到，要马上飞
奔过去，第一眼看到的病人
也许血肉模糊，也许周身发
绀，也许满身脏污，也许不
省人事……面对这些危急，
她总是镇定自若，询问病情，
给病人吸氧、测脉搏、量血压，
向医生汇报病情、静脉输液、
辅助呼吸、洗胃、导尿……

她就是湘雅三医院急诊
科护士长肖涛。虽然看起来
单薄瘦弱，但只要穿上粉色
护士服，她那单薄的身子仿
佛就聚集了无穷的能量。

2011 年 4 月 23 日， 长
沙近郊发生 200 多人集体食
物中毒事件，正在家休息的
肖涛接到通知后，5 分钟内
就赶到现场。她迅速调集科
室护理人员，在分诊台紧急
指挥，分流病患。当晚共收
治 139 例病患，因为及时有
效的处理，患者全部转危为
安。急诊科和医院都因此得
到了社会、政府的充分肯定。

同 年 12 月， 医 院 成 立
了灾害与应急护理小组，汇
集急诊、120、骨科、胸外、
传染科等部门的护理精英，
组建一支应急专业护理小组，
由肖涛担任组长。她带领科
室人员不仅对自身队伍进行
急救技能培训，还走进校园
和社区，普及急救知识。

经过学习和历练，她担
任了湖南省紧急救援及灾害
委员会委员，在省急诊年会
和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多次作
主题演讲，先后培训多名急
救护理人员，并到省内外多
家帮扶医院进行指导。

急诊科每天急诊量超过
300 人次，抢救室病人三四
十 人， 留 观 室 超 过 100 人，
经常在没有床位的情况下在
地上抢救病人。担任护士长
6 年来，肖涛所在的急诊科
没一例护理纠纷和重大差错
事故。同时，急诊科也是医
院“青年文明号”、优秀护理
科室、中南大学优秀带教集
体，她本人连续三年被评为
医院优秀护士长、优秀带教
老师。

肖 涛 还 记 得 2008 年 刚
到急诊科时遇上医疗纠纷，
患者家属请了 20 多个盲人坐
在医院门口，召集近百人围
堵医院和科室，烧纸钱放鞭
炮。那一年，她一度失眠半
年之久，甚至会半夜惊醒。
但是，她始终相信，只要真
心对待病人，尽全力为病人
服务，最终会得到病人的体
谅。在她和 ICU、医务部同
事的共同努力下，在 ICU 住
了三年之久的老病人宋爱云
最终在留观室出院，家属对
她说出了“谢谢”。

站在医疗环境最恶劣的
前沿阵地，她如履薄冰，却
依然淡定。

急诊科的
淡定天使肖涛

展览时，有人把蛋绣作品捏碎求真假
“关洁，我看到这里有鹅蛋！”

对于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的手工老师关洁来说，这是她
最近几年最喜欢听到的话之一。

“亲戚朋友和同事们无论是去农贸市场买菜，还是去
乡下玩耍，只要他们发现哪里有鹅蛋，都会告诉我。有时
还会帮我买下来，然后送到我家里。而别人送给他们的鹅
蛋，他们也舍不得吃，都留给我。还有朋友会联络自己做
蛋批发生意的朋友，特意给我留货。”11 月 28 日，关洁在
电话里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我的冰箱里，总是塞满
一抽屉大大的鹅蛋。我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帮忙留意鹅蛋呢？难道是如俗话所
说“吃什么补什么”，吃了鹅蛋，就会有漂亮的鹅蛋脸吗？
答案当然不是，但也与美相关，因为他们都知道关洁要用
蛋壳来绣花，而鹅蛋在当地并不多见。

在蛋壳这弹丸之地来绣花？是真的吗？
2012 年，关洁带上自己的蛋绣作品在长沙工艺美术博

览会上参展，展台前围得水泄不通，观众们纷纷表示惊叹，
并表示怀疑。其中一个女子先是认真地看关洁的作品，又
不怎么相信是蛋壳，竟冒冒失失地用手去捏。就听“咔嚓”
一声，蛋绣作品粉碎了。这个女子顿时惊呆了，在场的人
也都大吃一惊。该女子当时惊叹一声 ：“天啊！真是蛋壳！”
当然，她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买下了这个已经被捏烂的
作品。 

因为意外爱上蛋绣
今年 40 多岁的关洁出生在湘西凤凰县的腊尔山镇。

那是一个苗族聚居地。苗家女子都擅长纺织和刺绣，她
们身上的衣服通常都是自己绣的。“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
受着本地民俗的熏陶，看到人家绣花，我也就拿起了针线，
学着绣花。手被扎了一次又一次，但就是不想放弃。当
我绣出第一朵花儿的时候，那上面还有我手指的血。爸
爸说我绣的好，妈妈把我搂在怀里，还哭了。”关洁告诉
记者，她也喜欢画画，而喜欢画画的最初原因是因为父亲。
她父亲是满族人，学化工的，当年从辽宁沈阳南下来到
湘西支援当地建设。“父亲虽然没有学过画画，但他平常
喜欢画，我经常在家里看，也就喜欢上了。”

或许是太喜欢绣花和画画，关洁当年上初中时严重
偏科。“当时觉得数学、物理等课目太枯燥乏味，我就喜
欢画画、手工。”而且，她上课时，也喜欢在书本上随手
画画。当时，老师发现后，还让她把父母叫来学校。“在
上世纪 80 年代，读书才是大家认可最有用的。”关洁说，
她很感谢父母，因为父母从未因为她偏爱画画和手工而
责备她，而是给了她充分的自由。

或许是太喜欢绣花和画画，关洁自称是“宅女”，初
中时曾有过一个月不下楼的经历。“当时对刺绣到了可以
废寝忘食的地步。别的小伙伴都出去玩，只有我一个人
在家里绣花。一位老师还叫我‘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
才知道，那说的是著名诗人和学者闻一多。”

或许正是这种执著的喜欢，才能让关洁以后在求学
和蛋绣上有着出色的成绩。“当年初中毕业报考幼师专业
的时候，由于不善歌舞，就给校长交去了一大叠自己的
时装画。后来被学校破格录取了。”关洁回忆。

1991 年，关洁考进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2012 年，
进入吉首大学教书。

为什么要在蛋上绣花？关洁说：“开始的时候，我也
是在棉布上刺绣，并从事葫芦雕刻工艺，还弄了一个葫
芦种植基地。2007 年底，我在上网找灵感的时候，无意
中看到了蛋雕，于是我就想，如果在蛋壳上刺绣，是不
是会更有一番新意呢？于是我就用彩色线在蛋壳上绣出蝴
蝶、大雁、花草等图案，然后再配上绣带花边。没想到，
竟然美得让人爱不释手。”

创意不断
“弹丸之地，可以放牧原野。”这是

关洁做蛋绣时的想法。
随着关洁在洁白的蛋壳上绣花技艺

的熟练，从最初的一枝花、几片叶、一川
河流到后来的京剧脸谱、四季风景、吉祥
文字，从最初的缎带绣、十字绣到后来的
彩线绣、珠绣、缕空绣，蛋绣的工序从简
单发展到复杂，蛋绣的花样从单一发展到
各式各样。而且，关洁还借鉴具有民族
特色的苗绣、织锦等工艺进行创作，中国
传统文化的代表书法也在蛋绣上展现。 

今年 8 月，关洁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黄长龙、青年作
家黄摩崖合作，第一次用鸵鸟蛋打造了一
件内容为“头颅中国”的书法蛋绣作品。

现在关洁又在蛋上绣梵高的油画作品
了。关洁把一个蛋绣拿在手里说 ：“要绣
油画得在蛋上打两千多个眼呢！”而在蛋
壳上打眼，要求所有的眼都是整齐平行的，
因此需要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三四十分钟，

“手既要用劲，又不能太用劲，得保持一
个合适的度。”往往打完一个蛋壳，手臂
酸疼，而且，她的颈椎、腰椎等也受到了
影响。

除了打眼，如何穿针引线是另一个难
题。关洁曾经想用针灸用的银针，特意让
人制作加长版，但试了很多次，却因为针
头无法做到足够小而放弃。她还听老人说，
野猪的鬃毛做针又硬又轻，也曾让人制作，
结果因为硬度不够而弃用。现在用的针也
是经过多次测试后专门定制的。而因为
经常用手，也让关洁觉得自己的手太不漂
亮了，不敢轻易示人。

但正是这双手，带给了人们许多美的
产品。2010 年 10 月，在湖南省第二届工
艺美术精品展上，她的蛋绣作品《雒面具
系列》荣获“最佳创意奖”。2011 年 6 月，
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专家委员会第 26 届
年会上，她的蛋绣作品《湘西元素》荣获
银奖。2012 年 9 月，在第四届湖南工艺
美术精品博览会暨第五届湖南工艺美术
精品大赛中，蛋绣作品《和谐》荣获创意
奖。在今年 11 月举行的首届长江流域工
艺美术博览会上，从长江源头的西藏，到
国际大都市上海，沿江 12 个省（市、自
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推荐的上千
件各具特色的展品集体亮相，关洁的作品

《蛋绣·三生若花》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获得银奖。

而在蛋绣成功之余，关洁并没有耽搁
自己的教学工作。她带领学生多次参加全
国、省、州、市的绘画、手工比赛，均取
得很好的名次。此外，2012 年，在湖南
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职学前教育‘十
二五’规划教材”，她担任《手工》教材副
主编。目前，她正在对湖南省“十二五教
育科学”课题《将湘西民间工艺美术引入
学前教育课堂的研究》进行调研。

因为是利用空闲时间来创作，关洁的
蛋绣作品产量并不高。对于是否产业化，
她还在斟酌之中，不过对于蛋绣艺术上的
尝试和创新，却是永在追求中。

家里到处都是蛋腥味
“蛋绣”即在蛋壳上绣花，大致要

经过清洗蛋、把蛋液倒出来、清洗蛋
壳内部、消毒、图案设计、打眼、穿
针引线绣图、装饰、加座子或罩子等
流程，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成品。

众 所周知，家禽蛋壳 轻薄 易碎，
因此，蛋绣程序中，在蛋壳上打眼成
为最困难的一项。关洁最开始的尝试，
也是经常在打眼时失败。

关洁首先从常见的鸡蛋开始尝试。
把蛋切开一个小口，让蛋黄和蛋清流
出来，然后注入水，摇动，清洗残留
的蛋黄和蛋清，再用注射器把里面的
残液吸出来。蛋壳晾干后，开始在蛋
壳上作画，然后用微型电钻打眼。“但
每一次都是在关键的时候完蛋！家里
人会经常听到我失败时的惨叫。”关
洁笑着说，她不服输，便又接着洗蛋，
每天都要用上七八个，有时一天要用上
十个。“当时，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蛋壳，一切全靠摸索，因此家里到处
都是蛋腥味。而蛋就要去分给朋友和
邻居吃了，不然自己家哪能全吃下？”

发现鸡蛋太容易破碎后，关洁又
换用鸭蛋做试验。这一次，经过一个
多月的尝试后，她终于成功了。“其实，
这个蛋壳当时也是烂了半边，但我没
有放弃，利用剩下的半边做成了一个
画着玫瑰花的挂饰。”关洁说，她非常
开心，并且立马把作品发在自己的新浪
博客上，引来朋友的一片赞声，这让
她充满了信心。

而一 个 偶然的机会，让 她知道，
蛋壳放上一段时间后，再打眼就不会
容易脆了。“有一次，我出差约一个星
期回来后，拿此前处理过的蛋壳来打
眼，突然发现，打眼的成功率暴增。”
关洁说，因此，她开始改用批量加工
的办法来制作蛋绣，先清洗一批，处
理一批，等晾晒一段时间后，再来打眼，
如此循环往复。

后来，她又尝试用鹅蛋、驼鸟蛋
等来创作，当时用来练习的鹅蛋至少
用了一脸盆。“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鹅蛋
壳 了。 因
为 鹅 蛋 壳
的 硬 性 和
韧 性 最 合
适， 打 眼
的 成 功 率
很 高。” 因
此， 她 在
外面店子吃
饭时，又开
始点鹅蛋吃
了。

关洁参加首届长江流域 工艺美术博览会。

关洁获奖作品《三生若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