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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湘女

永兴女子拼废布料 五年拼成艺术大师

24 年来，她从不带丈夫
出小区门，搬到长沙后，更
是从不出家门，因为怕吓着
别 人； 虽 然 丈 夫 双 目 失 明，
口不能闭，但让记者惊奇的
是，夫妻俩从不抱怨，成天
笑呵呵的。在这对夫妻身上，
人们感受不到因为残疾和灾
难带来的颓废，反而屡屡被
他们的从容和笑容所感动。

帅哥丈夫双目失明，
嘴巴合不拢

现年 70 岁的徐波平，头上

有了白发。但脚步稳健，更难

得的是脸上热情的笑容。也许

一般人是做不到她这一点的。

 1991 年， 当时在怀 化 火

车南站建设工地检查施工情

况的黎炬浩和 5 名同事，被卸

掉的火车头还有惯性的几节火

车厢猛然撞翻，黎炬浩整个面

部的皮肤被掀翻，两个眼球掉

了出来，颚骨、鼻梁骨被折断，

左手也被碾压成泥。

徐波平在丈夫昏迷的二十

多天里，一刻不离病床，替他

翻身，不停呼唤着他。“当时

我也没什么想法，就是把他救

好，能保住他就好了，这个家

就还完整。不管他是残疾残废

还是什么模样，活下来就好，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苏 醒 后的 黎 炬 浩 令人 意

外，他平静接受了双目失明、

左手残疾、鼻腔口腔无法分开、

嘴巴无法闭合的现实，不闹不

怨，只痛声说 ：“我还有半只

眼睛都好啊，这样我还能回去

工作。”

记者翻看老照片时发现，

受伤前的黎炬浩非常帅气。

夫妻笑弹《牵手》

因为口腔和鼻子共用一个

“大通道”，黎炬浩不能像常人

一样进食，住院时黎炬浩有两

个月胃里都插着胃管，徐波平

只能将家里带来的鸡汤和鱼汤

用注射器打进去。

出院之后，黎炬浩平日里

只能吃一些流质食品，例如稀

饭和牛奶，徐波平每天便一口

一口耐心地喂，为了避免烫呛

到鼻腔里，每次喂之前还要亲

口尝过，同时，要把汤匙小心

地伸进口腔。偶尔呛到时，徐

波平就用棉签一点一点把食物

从鼻腔里弄出来。黎炬浩不想

就这样变成废人，开始慢慢练

习吃饭，等到 2002 年搬来长

沙后，他已经能自己用茶壶喝

水、用手卷点面包吃了。只是，

每次吃饭他都得躺下，一个面

包，要吃上一小时。

而且，黎炬浩还自创一套

保健运动，每天坚持做两三次。

正因为如此，自出院以来，他

身体一直健朗，从未进过医院。

为了让黎炬浩的生活更加

充实，徐波平先是为他读报，

后来为丈夫买来收音机。想

到丈夫以前希望弹琴，徐波平

又买来电子琴和曲谱。让徐波

平没想到的是，黎炬浩竟然

能够弹出多首歌曲。“像我们

那个时代的歌曲《牵手》，他

就弹得非常好。”徐波平笑着

说。

也是因为照顾黎炬浩，徐

波平多年不敢出远门，生病也

不敢住院，拿上药就赶忙回家。

让记者吃惊的是，虽然家

里发生这样大的变故，但徐波

平一直是笑脸，黎炬浩虽然发

音不清楚，看不见，但能听得

见他的笑声。

夫妻俩还热心公益，经常

参加社区的旧衣物捐献活动。

在采访回来的路上，记者

脑海里回荡着的，全是《牵手》

中唱的 ：“所以牵了手的手，来

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

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帅哥丈夫变“鬼脸”，她依然笑对 24 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实习生 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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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何娟向亲戚朋

友借来几万块钱成立拼布艺

术工坊，计划将拼布绣艺术

推向市场。然而，创业一开

始她就遭遇了接连的打击。

“那是非常艰苦的一段时

期。”何娟说，当时她的工坊

租了个十来平米的房子，请

了 6 个工人，但因为拼布绣

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一开

始几乎没定单。“常常发完工

资后，身上只剩几块钱。”

同时，何娟也遭遇了很

多的嘲笑 ：“他们都说是别人

丢掉不要的，你却要当宝一

样捡起 来。”而最大的反对

者是何娟的丈夫。“我当时面

临两个选择，要么离婚，要

么坚持下去，我选择了后者，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义

无反顾地要把这个事业做下

去。”何娟说。

离婚后，何娟把所有的

精力投入到制作拼布绣工艺

作品中，每天都会工作十几

个小时以上，潜心研究拼布

绣工艺的每道流程并进行大

胆的创新，创造了新的针法

回卷针，并开创了“大布江

拼布绣派”。

她创作的一系列拼布绣

作品在各类展会上开始崭露

头角。她的作品获得了 2012

年郴州市首届工艺美术精品

展 银 奖、2013 年 郴 州 市 第

二届工艺美术展二等奖。这

些成绩的取得使得何娟和她

的拼布绣作品获得了广泛的

关注，并得到了郴州市政府

和文化部门的扶持和帮助。

2014 年，何娟被评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大布江拼布绣

代表性省级传承人，她在郴

州市商业街区开始有了一间

由政府赞助的专门用作拼布

绣展览的展厅，陆陆续续的

订单也开始向她飞来。

经过几年的发展后，何

娟于 2013 年注册了公司，成

立了大布江娟娟拼布艺术坊，

培育了两 百多名传承 绣女，

两个传习所，四十多个家庭

作坊，店面和展厅 4 个。同时，

在永兴县文化馆成立了非遗

保护中心、郴州市龙女旅游

区及小埠生态公园开设了个

人展馆。她的作品也被一些

名人和单位纷纷收藏。有中

国猫王之称的著名画家李苦

寒收藏了其作品《拼布脸谱》。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杨

丽丽也收藏了其作品《待嫁

的新娘》。如今，她的作品《拼

布龙》等 12 件作品被湖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收

藏；作品《观音》被湖南省

工艺美术协会收藏。

2014 年，何娟建 立了中

国拼布网展 示、 销售 平台，

年创收 300 多万元。2015 年

3 月，何娟获得“湖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称号。

何娟说 ：“我不仅是拼布

绣的传承人，拼布绣也是我

一生的事业，将拼布绣这门

传统艺术发扬光大，走向世

界是我毕生追求的梦想！”

为了拼布绣，她宁愿离婚

“拼布绣”是一种堪称指

尖上的废布艺术。

月明星稀的夜晚，年轻的

妈妈亲了亲摇篮 里熟睡的宝

宝，借着微弱的火光穿针引线，

几块碎布在她手中渐渐化成了

一个小老虎造型的口水兜……

一门古老的手工艺术——拼布

绣就由此产生，在湘南一带流

传至今。

地处湘南罗霄山脉的郴州

市永兴县大布江乡，也流传着

这种拼布绣。经过漫长的岁月，

大布江乡拼布绣因手法构图别

致，有着浓郁的地域特点而独

树一帜。何娟就是生长在大布

江乡居坑村的女子。

今年 35 岁的何娟，5 年前

还只是一个初中毕业就南下的

打工者。直到 2009 年，30 岁的

何娟发现传统手工艺在大城市

中的价值被放大，于是她想到

了家乡永兴大布江几乎不为人

知的古老手艺——拼布绣。

从深圳回到永兴，经过一

番 考察，何娟决心 挖掘出这

门古老的手工艺。她回到了老

家，向自己的奶奶一针一线的

重 新学习传统拼布绣工艺做

法。她八十多岁的奶奶，拼布

手艺早就在素有“湘南拼布绣

之乡”美誉的大布江乡一带远

近闻名。“从我奶奶就可以看

出，做拼布绣对身体大有裨益，

尤其是对大脑好，绝对不会得

老 年痴呆症。”何娟笑着 说，

因为，拼布绣看似简单，实际

上有着复杂的工艺过程。拿到

布料后，根据布料的各种形状

颜色，首先要创意构图，再剪

成模型，然后贴布、包边、拼

接，最后一步是缝合。它和传

统湘绣、十字绣不同之处在于，

其他绣法工艺是照图案绣成成

品，而拼布绣是用布直接组成

图案然后用线拼绣，在布料的

选择、颜色的运用上更灵活而

富有创意。可以制作各种钱包、

肚兜、被面等日用品。

一把剪刀、几块碎布、一

根绣花针，奶奶拿出收藏了几

十年的纸制图模，何娟说那一

刻如有神灵附体吧，儿时的记

忆一点一点在她头脑中涌现。

她随性用几块旧布绣了个

卡通图案的手工小钱包，然后

毛遂自荐的给郴州市民间协会

主席曹志平过目，“当时曹主

席说，这个作品可以打 80 分！

我一下就有信心了！”何娟说。

2009 年，何娟走访了大布

江十多个村庄，收集了近千幅

的拼布绣作品进行研磨，然后

在奶奶、妈妈的指导下制作完

成了自己的首幅拼布绣作品《待

嫁的新娘》。这是一幅临摹作

品，高 150 厘米，宽 70 厘米，

何娟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绣制。

2010 年，郴州湘南学院借用了

何娟的这幅拼布绣作品参加全

省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设计

大赛，获得了银奖。大赛现场，

有人当即出价 6000 元，但何娟

犹豫再三后没有卖出，因为这

是她的第一幅作品，对她来说

意义重大。但这个事件也让何

娟兴奋起来 ：“这说明拼布绣是

很有市场价值的！”

2010 年 8 月，因为在拼布

方面的独特技艺，何娟被郴州

市美术家协会破格收为会员。

指尖上的废布艺术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通讯员 黄莉   图：受访者提供
很多人都玩过七巧板，而永兴县的一个名叫何娟的乡村女子却玩拼

布。她从一堆边角布料里，精心挑选出颜色各异的布块，拼接裁剪，千
针万缕之后，栩栩如生的形象便跃然眼前，或花草或走兽或故事传说，
包罗万象。

因为玩得好，她从一个进城的“打工妹”，成为“拼布绣”这个有着
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人，并在 2015 年获得了“湖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称号。而她创办的拼布艺术坊去年一年赚了 300 多万元。

近日，郴州永兴大布江拼布绣的传承人何娟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的专访，讲述自己从废布料里创造艺术和财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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