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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燕）近年来，

许多城市绿化越来越漂亮。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有人看到路边绿化带栽种的花木好看却想据为己

有，最后受到法律的惩罚。近日，衡阳市雁峰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盗窃案，以盗窃罪判处

被告人张某罚金五千元。

2015 年 3月10 日晚，被告人张某驾驶一轻

型货车搭载其妻子谢某（已不起诉），途径雁峰

区某路段时，张某下车盗挖了路边绿化带内一株

紫薇花树，并要谢某帮忙将树抬上车。随后，张

某又开车驶入白沙洲工业园外环路，在谢某的协

助下，盗挖了沿途路边绿化带内的十九株桂花树、

三株茶花树，共计价值 2720 元。二人行至衡阳

市雁峰区罗金桥路段时被查获。案发后，被盗花

木已发还被害人。

雁峰区人民法院经审结后认为，被告人张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公共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张某归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的规定，遂作出如前判

决。

资讯

盗挖绿化带花木，他被判盗窃罪

现实将苗家姑娘伍前金推向苗绣传承人的位

置。然而她正陷入孤军奋战的被动境地。

伍前金目前并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

收入来源。2006 年至今，她坚守在几平方米的

绣房，近 10 年来，全靠着丈夫的小加工厂养家糊

口，为了心中的理想，“一天雷打不动地绣 7 个小

时，由于夜晚刺绣容易坏眼，现在晚上已不敢再

绣了”。

面对整个城步苗绣现状，她心生悲凉，全县

会绣苗绣的老人由于身体健康原因，目前已不再

刺绣。年轻一代根本不愿接触刺绣，大多外出务

工。城步苗绣技艺后继乏人，她自己也经常陷入“想

舍弃但更想坚守”这样尴尬的境地，她不知道自

己究竟还能撑多久。

其中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苗绣和诸多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一样，存在手工作业、产量不高、销路

有限的境况。

“苗绣作品很贵，因为一幅作品至少需时三个

月，千针万线才能绣成。”伍前金说，她现在的

作品总共也才 20 多件。

苗绣长卷《城步苗族风俗图》曾有人出价10

万元购买，她不舍得卖，因为花了她三年的心血。

而为了生活所逼，伍前金以前曾贱卖过几幅作品。

这让她遗憾不已。

如今，伍前金已被城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心列为城步苗绣唯一传承人，该中心也已着手对

全县苗绣文化进行针对性的保护。

“下一步，我想成立城步苗绣研究所，深入县

内各地收集苗绣手工艺品，建立苗绣文化展览馆，

亲手设计出独具城步苗族特色的服饰……”在苗

绣文化苦旅上，伍前金期待走得更远，期待苗绣

能像湘绣一样发扬光大。

文、图：特约记者 肖丁勤

北宋的人们如何生活的，我们可以在名画《清
明上河图》中寻找；苗族人是如何生活的呢？如果
你没时间去苗乡体验追问，也可以选择观看“苗族
版清明上河图”——苗绣长卷《城步苗族风俗图》。
这幅苗绣年前获得了代表湖南湘绣最高水准的中国
湘绣文化艺术节暨湖南工艺美术品博览会金奖。

而它的作者伍前金，是一名普通的苗家打工妹，
才 31 岁。

“她的作品十分精美，

色彩艳丽，造型古朴，形

象生动，具有浓郁的民族

气息。”这是国内刺绣专家

们如今对伍前金苗绣的一

致评价。

但对那时尚未走出大

山的伍前金来说，并不明

白自小接触的刺绣就是传

说中的苗绣；也不会想到，

要向世界展示苗绣，并成

为城步唯一的苗绣传承人。

那时，她想的是减轻家

里负担。于是，在初中毕

业后，她走上了打工之路。

非常幸运的是，她在

广西桂林市美术馆找到了

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其间，

她向来往的美术界大师虚

心学习颜色搭配、构图方

法和作品赏析，并将所学

所思所悟融入到刺绣中去。

之后，她又从事过酒

店收银员等多个行业。但

每到新的地方，唯一不能

舍弃的就是她心爱的刺绣。

只要有空，她就会拿起针

线绣起来，沉浸在五彩绣

梦中。

2006 年的一天，在一

家茶楼做收银员的她，趁

着空闲专心作绣。这时，

一位中年男子突然在旁认

真细看，并说：“小妹妹，

了不起啊，你这就是久已

失传的苗绣啊！”事后，

伍前金才得知对方是湖南

经纬民间湘绣艺术馆的艺

术总监。

对方的话，尤如醍醐灌

顶，伍前金突然认识到自小

接触的针线刺绣竟然还是

文化，而且还是神秘的苗绣，

同时，她也感到了拯救苗绣

的紧迫性。

于是，她回到家乡，弄

了一个小小的绣房，试图用

羸弱的双肩担负起传承和

发扬苗绣文化的重任。

伍前金告诉记者，苗绣

的工艺种类超过 20 种，挑

绣、绉绣、叠绣等都是其它

刺绣中没有的技艺。史料记

载有一种名为“双针锁”的

绣法，起源于汉代，现在已

经很难看到，却在苗绣中

保存下来；“破线绣”则是

把一根丝线破为数根，用比

发丝还细的丝线刺绣，一

张绣片常常要花去几个月的

时间。“相比久负盛名的四

大名绣，苗绣则承载着更深

厚的文化内涵——它不写

实，和现实物态毫无关系。

苗绣更侧重展现天、地、祖

宗、人类、生灵、图腾等，

通过它，我们可以认知苗家

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苗绣

的图案在形制和造型方面，

大量运用各种变形和夸张

手法，表现苗族创世神话和

传说，从而形成苗绣独有的

艺术风格和刺绣特色。”谈

到苗绣，伍前金话语间充满

了感情。

2011 年、2012 年， 她

的苗绣作品《丰收年》、《太

阳花》分别获得代表中国刺

绣最高水准的中国工艺美术

“百花奖”铜奖。

2015 年 11 月，她的苗

绣长卷《城步苗族风俗图》

获得第三届中国湘绣文化艺

术节暨第五届湖南工艺美

术品博览会金奖。

2015 年 12 月，她被省

文化厅授予“全省优秀传统

手工技艺传习者”，被省妇

女联合会授予“全省巾帼建

功标兵”，被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授予“全省技术

能手”。同时，她的作品被省

手工编织职业技能创新创

业大赛组委会授予民间组

刺绣类一等奖。

城步苗绣唯一传承人

吊龙、打油茶、傩戏、

庆鼓堂……在一幅全长 4.8

米，宽 1.2 米的苗绣上，城

步苗族自治县苗民特有的生

活场景历历在目。

近日，记者在苗家打工

妹伍前金的绣房看到了这幅

被业内人士誉为“苗族版清

明上河图”的苗绣长卷《城

步苗族风俗图》。“我历时三

年才完成它，能在强手如林

中获得金奖，既是城步苗绣

的荣誉，也是对我技艺的肯

定。”说起年前的得奖情况，

伍前金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2015 年 11 月，她的苗

绣长卷《城步苗族风俗图》

获得代表湖南湘绣最高水

准的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暨

湖南工艺美术品博览会金

奖。

现年31岁的伍前金出生

在湘桂边界线上的邵阳市

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腊里

村。那是一片民族文化保留

完整、民俗风情异常浓郁的

土地；不仅有山歌悠扬，油

茶飘香，还有流传千年的神

秘苗绣。

在一段时间里，苗绣似

乎已经失传。其实，在被称

为“楚南极边”的城步苗疆，

苗绣技艺仍在薪火相传。

伍前金告诉记者，家乡

上了年岁的老人经常穿着绣

有花鸟的围裙、包头，以及

在衣服领口、袖边、裤脚

纹有花边的青蓝衣裤，小

孩子经常戴着绣有图案的

八角帽、狗头

帽、凉帽、肚

兜、罩裙。“那

图案、那花纹，

真的是精美绝

伦。但那里的

人们都没有艺

术品的概念，更没有苗绣的

意识，苗绣正面临着失传断

代的濒危境地。”伍前金叹

惜不已。

据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心负责人介绍，在漫长的

历史时期中，苗绣是女红的

重要内容，绣品的漂亮与否

是衡量苗家姑娘是否心灵

手巧的重要标志，并与她们

的婚姻前景密切相关。诗

人杜甫曾赞叹“五溪衣裳共

云天”，《后汉书》也记下了

苗族“好五色衣裳”的习俗。

城步的巫水古称熊溪，是

五溪之首。

在伍前金的印象中，太

婆（指父亲的奶奶）不仅是

远近闻名的苗医，还是十里

八村的苗绣好手。太婆生有

五男五女，一家老少的衣服

鞋帽都是出自她的手，至今

家里仍保留着她的不少手工

艺品。奶奶、妈妈和姨妈，

这些大山的女人，似乎生下

来就会唱山歌、绣花鸟，农

闲时也绣，枞槁灯下也绣。

伍前金从小就被这些五彩

丝线迷住了。奶奶告诉她，

黄线是河流，蓝线是天空，

云纹、水纹、菱形纹和似花

似树又似人乘船的花簇是

祖先故土的平原、湖泊和土

地。“小时候看到奶奶、妈妈、

姨妈在绣，就老抢她们的

针线 (自己绣 )。”伍前金告

诉记者，就是在这样的环

境中，她 6 岁就能独自刺绣，

10 岁便能绣各种图案了。

十年寂寞苗绣路

10岁能绣各种花

伍前金展示荣誉证书。

寂寞苗绣路，
她笑着前行。

伍前金展示《城步苗族风俗图》。

伍前金苗绣作品《春耕图》。

打工妹绣出苗族版“清明上河图”
获第三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