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薄如蝉翼的面料上绣花，她为千年湘绣开创新流派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黄笛，湖南长沙人，中

共党员。高级工艺美术师、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湘绣

代表性传承人、发明专利“蝉

翼绣”（禅意绣）创始人。曾

获得 2021 年度湖南省三八红

旗手标兵、湖南省劳动模范、

湖南省技术能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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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党旗引领下，无数女共产党员砥砺奋进，建功立业。在湖南
这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上，湖湘女儿更是以“胸怀天下，敢为人先”的铿锵精神，奏响了一曲曲进取之歌、
奉献之歌，涌现了一大批巾帼先锋党员。

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奋斗篇系列专题之后，省妇联再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先锋篇——
“党员先锋她榜样”专题报道，为您讲述巾帼党员先锋故事，展现她们胸怀家国、勇担使命、敢于追梦、走在前列
的新时代女性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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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档案

穿花纳锦、描龙绣凤，
“刺绣”曾是中国传统女性
的象征，而在高楼广厦的
今天，这是一项看起来美、
做起来难，实际收入也不
高的事业。

手工业时代的低劳动成
本运营难以为继，传统花
鸟、山水、走兽题材如何
迎合新人群、新市场，精
雕细琢的高端绣品如何融
入当代生活？这是千年湘
绣亟待破除的难题——一
位“老绣娘”黄笛用大半
辈子给这些问题写下了自
己的答案。

黄笛是湖南省当代湘
绣艺术研究院院长，在她
看来，新国潮的崛起是湘
绣发展的大好时机。如何
破旧立新，别出“新”裁，
让千年湘绣重新站上时代
的风口，是她作为一个传
承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薄如蝉翼的锦纶蚕丝上绣

花，是黄笛 2014 年以来创造的

新玩法。传统的湘绣，大多以绸

缎为底布，绣品也多是一板一眼

的工笔画。近年来，虽然湘绣在

向写意画方向延伸，但仍以绸缎

为底布，表现力一般。

2014 年，黄笛在广州参加新

材料博览会，一种锦纶蚕丝让她

眼前一亮，它仿天然蚕丝结构而

成，轻薄如雾，丝丝缕缕犹如

蚕一遍遍吐丝结叠而成。

淡雅、清新、通透，黄笛�黄笛��

乎已经看见了蚕丝上飞扬的绣

线。但想法归想法，要在这样的

底料上施绣，从未有任何一个

绣种做过尝试。

她直接奔到了广州工厂，说

出了自己想法，但�她要的���她要的��她要的��

多，质�要求又与之前�同，需

要重新研发，厂家�情愿，她就

一遍遍地上门，直到对方被她

打动，才终于将几百米新材料扛

回来。

就 像 对

待 世 上 最 珍

贵 的 珍 宝，

几 个人 小 心

翼 翼 地 把 布

上了绷架，生

怕 一 用 力 扯

坏了这层“蝉

翼”，蝉翼上

色 做 底 稿 极

难， 一 笔 下

去， 等 水 干

了，再下一笔，

直 到 第 四 笔

才 影 影 绰 绰

有一 个印子。

刺 绣 时，黄黄

笛 要 用 一要 用 一

张白 纸 当

背景，才能隐隐看见底稿，就

这样，回环往复地花了一两年时

间，绣品才最终完成。

一开始，绣娘们十分地��地����

合，这样薄的底料，在针法上需

做减法，但是老师傅绣了一辈子

密�透底的刺绣，实在�习惯。

黄笛几乎是�厂�的老师傅们天几乎是�厂�的老师傅们天

天斗气，才最终合力完成画面。

当那一����新����������新���������新������

开之时，曾经�以为意的老师傅意的老师傅的老师傅

们都惊叹了，原来新产品这样好

看！底料丝缕的�规则纹饰与丝

线纹理有机结合，使得刺绣本身

空灵起舞，若隐若现，像一轮

美好雾中美景飘在空中。 她把

它命名为“蝉翼绣”，并成功申

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外观设计专利。

2019 年起，蝉 翼 绣正式 投

入生产，�为产品美观，宜古宜

今，尤其为年轻人喜爱。“实话

说，传统湘绣能够使用�融合

的现代场景比较少，而蝉翼绣�

为空灵，�现代家具、现代使

用场景都比较好融合。”黄笛说。黄笛说。说。

由于蝉翼绣的推广，现在�少其

他地方绣种也在模仿蝉翼绣的

方式，黄笛并��得被人��了。黄笛并��得被人��了。并��得被人��了。

“我只希望他们能超过我，让蝉

翼绣真正成为一种新流派。”她

笑着说。

这并�是她说大话，针对湘

绣行业普遍存在的人才匮乏问

题，黄笛�在的���成�了�黄笛�在的���成�了��在的���成�了�

南省当代湘绣艺术研究院，黄笛

任院长。研究院面向全社会招收

有兴趣的学员，免费教学。同时，

她也先后为行业�社会培训学

员 5 千余人。黄笛希望有�来�黄笛希望有�来�希望有�来�

多的人喜欢湘绣，共同把这个老老

祖宗留下的产业发扬光大，让它

永远焕发青春。 

�南民间刺绣有着悠久的历

史，长沙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楚

绣与西汉时期的汉绣。到了清代，

�南民间刺绣由家庭副业逐步

发�为一个行业，湘绣与苏绣、

粤绣�蜀绣并称四大名绣，并有

着“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

的美誉。

在湘绣的黄金时代，长沙沙

坪镇的女人们都几乎拥有同样

的童年。

这个童年是由五颜六色的丝

线、针、�纸组成的。五六岁的

女孩子在绣架下长大，到十七八

岁已经通过绣花成为家庭的主

要劳动力。

在沙坪，几乎任何一个家庭

的刺绣历史都可以追溯到五代以

上。外婆传给妈妈、妈妈传给

女儿，女儿又继续传下去。她们

绣出各式各样的动物、花卉、人

物，做成绣品，卖出去换钱。

黄笛便是其中一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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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

亲艾�奇于 1986 年带头创办沙

坪第一家湘绣厂时，年仅 17 岁

的黄笛便是参与者之一。

当时的沙坪，很缺设计人才，

黄笛便在父亲的��下�入�便在父亲的��下�入�

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学习。

生于湘绣世家，那时候的她，

虽然�很稚嫩，但骨子�充满

着干劲�激情，除了打理工厂的

日常工作，她�拜著名画家李振

球为师，开始较为专业地学习绘

画。从 1987 年开始，黄笛这一

学便是四年。待到学成归来，她

设计的作品�湘绣旗袍系列�早

已走出国门，成功亮相于第 62

届巴黎国际女装博览会会场。

尝到设计甜头的黄笛，希望黄笛，希望，希望

在设计领域能更�一步，便走

出沙坪，选择到外地从事设计工

作，此后�做过�南电视台服

装助理、美工助理等等。

1993 年，父亲的一纸召令，

让她面临了一个两难选择。

父亲告诉她，沙坪湘绣�景

气了。早年，这�的湘绣主要以

代加工为主，走中低端市场。然

而本地的手工成本�来�高，作

为一项传统技艺，湘绣产品大多

是以花卉、古画为画稿基础，在

审美上也遇到了瓶颈。

�此，父亲希望黄笛回�，黄笛回�，回�，

用自己的设计能力挑起湘绣传承

的担子。“90 年代放弃铁饭碗，

确实需要一点魄力。”黄笛回�，黄笛回�，回�，

最终，她�是鼓起勇气选择回�。

回湘绣厂后，黄笛很快就意

识到湘绣的�足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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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

层次感�够鲜明，尤其是前期手

工画稿�上缎描�费时费工，�

利于湘绣又好又快发�。那么，

除了加大设计创新力度，�有没

有相关途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黄笛陷入了沉思。

当时，电脑、喷绘技术飞速

发�。黄笛希望在湘绣前期手工黄笛希望在湘绣前期手工希望在湘绣前期手工

绘画打底的阶段，使用电脑设

计�喷绘，这样�仅可以大大

减少绣品生产的时间，同时也易

于修改返工。这是一个新路子，

困难自然�少。当时本地基本找

�出会使用电脑设计的人才，黄黄

笛于是四处找人，自学了当时�于是四处找人，自学了当时�

很少有人使用的设计软件。更难

的�在后头，喷绘大多应用在印

刷领域，喷在纸上，而湘绣的底，喷在纸上，而湘绣的底喷在纸上，而湘绣的底

料主要是绸缎，绸缎吸色，喷出

来全“糊”成一片，完全丧失了

色彩层次。

�少人站出来质疑黄笛，几黄笛，几，几

千年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你

为什么要改呢？万一试 过 来试

过去，就是没有合适的材料呢？

在众多�论声中，黄笛�然选择黄笛�然选择�然选择

了坚持己见，她一遍遍跑厂家，

硬度够的底料，对绣娘�友好；

硬度�够，则色彩难以�原。就

这样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她�

厂家终于研制出一种便于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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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现在，

这种画布已经成为了

湘绣的主要材料。

经 过 磨 合 与 实

验， 电 脑 设 计 � 喷

绘技术最终 被全面

应 用 到 生 产中， 这

大 大 提高了湘绣工

厂的生产效率。“原

来一 个画师画一 平

方米， 最 少要 一 个

星 期， 现 在 半 个小

时 就 能 完 成， 并且

�能够及时地 �行

修改�完善。”黄笛黄笛

说。 如 今， 在 湘 绣

产业，80% 的生产

主体使用的是喷

绘技术。

在绣架下长大的女孩

千年技艺破新，她力排众议

 “薄如蝉翼”，开启新“流派”

黄笛在画蝉翼锈。

蝉翼绣系列之碧玉新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