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挫 折。 四 年

级 的 一 天，

学校里有人

对他说：“只

有学习不好

的人才�����

学刺绣。”这

让常江����

十 分 挫 败，

无论妈妈江

再红怎么开

导， 他 都 不

再拿起针来。

直�初中

二 年 级， 当

看�朋友得

知自己�刺

绣时的敬佩

和 羡 慕， 常

江才重新对

江 再 红 说：

“妈妈，我还是想学刺绣。”江

再红借机鞭策了一下儿子，得

�了“一辈子搞刺绣”的保证。

高中毕业后，常江被英国

南安普顿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录

取，在临上飞机前，常江把刺

绣要用的针线和绣框装进了行

李箱里，带�了英国，利用学

习间隙，跟着妈妈视频学习刺

绣。

在大学期间，常江和江再

红一起，联手湘派臭豆腐第

三代传承人董顺�，设计了�，设计了，设计了

一件联名款衣服，将湘绣和

“潮服”以及智能制造联系在

一起。从此之后，常江经常

向江再红建议，不仅要创新

湘绣的针法等技术，更要创

新湘绣的表现形式，让更多

的年轻人喜欢湘绣。

2020 年新冠������，������，����，��，�，

受��影响，常江推迟了前往

英国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

艺术与设计学院创新管理专业

上学的计划，利用隔离在家的

时间，他设计打造了位于长沙

湘绣研究所的江再红刺绣艺术

博物馆，这里面不仅展示着 7

代湘绣人的作品和收藏，还有

着各种湘绣产品和湘绣文创产

品，从围巾�服饰，书签�饰品，

应有尽有，“这些文创产品全部

都是儿子的想法”。

2021 年底，常江再次前往

英国读书，这一次，他将包括

湘绣在内的中国刺绣作为了自

己的研究课题，几乎每天都�

和江再红视频，学习刺绣，沟

通刺绣创新中可能遇�的问题。

“我们微信沟通的几乎全部是工

作”，由于有时差，每次视频的

时候，不是伦敦的凌晨就是长

沙的夜晚，“搞得我筋疲力尽，

烦死了”，尽管这�说，�江再，尽管这�说，�江再尽管这�说，�江再

红的脸上笑容不断。

一次，��是�想起自己��是�想起自己�是�想起自己

曾经因为学习刺绣而遭�别人

的��，常江在视频向江再红��，常江在视频向江再红，常江在视频向江再红

阐述了要提高绣工社�地位的

重要性，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视频这头的江再红一边思考着

常江的想法，一边拿着手机录

下儿子认真的�子。

“我不一定绣得�妈妈好，得�妈妈好，�妈妈好，妈妈好，好，

�我可以在关于刺绣的其他方

面超过她，我们母子�可以形�可以形可以形

成一个很好的搭配。”常江告诉

记者，在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

时，自己进一步地加深了对湘

绣的了解，�开始了一些新的

尝试，现在他正在想着让传统

的湘绣和先进的技术结合起来，

借助技术的力量服务手工刺绣，

大大提高湘绣产品的附加值，

满足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让湘绣能够被更多人接受。

守在老作坊 80 年的手工木版年

画，钟星琳接过了传承的担子。

滩头年画印制采用木版套

色和手绘结合的方法，工序繁

多、工艺复杂，一张年画拥有

多少种颜色，就需要刻与之数

量相匹配的木版，制作过程中

需要多次套印，细节之处仍需

手绘。得益于小时候帮爷爷奶

奶制作年画打下手时的功底，

钟星琳很快就掌握了年画制作

的每一道工序，顺利出师。�

忆起学习过程，钟星琳告诉记

者，父亲更偏向于赏识教育，

在教学的过程中，他�总是温

和传�。传�。。

为了全身心投入�年画的

传承中来，钟星琳从媒体行业

辞职。2017 年，作为家族式非

遗技艺传承人，钟星琳在社�

各界的见证下，向父亲钟建�，向父亲钟建�向父亲钟建�

行拜师之礼，并承诺将正式接

过老一辈非遗艺人的接力棒，

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非遗的

传承和保护，“这�就把自己‘逼

上梁山’了，以后没脸放弃”。

年轻人如何加入古老非遗

的传承与保护，让传承了 300

多年的年画走出邵阳市隆�县

滩头镇？ 2016 年，钟星琳在长

沙开设了第一家传习所，同时，

她还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突

出自身优势，充分运用互联网。

从 2018 年初开始，钟星琳就开

始尝试通过直播的方式，将滩

头年画“贴进”手机屏幕，被

更多的年轻人熟知。滩头镇的

老作坊，制作年画的器材，以

及父亲钟建�制作年画的过程

等等都曾被钟星琳在直播间展

现过。

除了直播间，钟星琳还尝

试了微信公众号、淘宝店铺等

各种被年轻人熟知的宣传方式，

她和房产、汽车、餐饮、旅游

景区等企业合作策划年画活动

及企业定制，让年画从各行各

业中渗透�人们的生

活中�，把年画

用了新的形式

展现在众人

的面前。

不 仅

如此，钟

星琳每年

都�创作

新 年 画，

以 年 轻 一

代 的 视 角，

用滩头年画的

配色再搭上地域文

化的元素，制作出

了既让年轻人喜爱又不失滩头

本地风格的作品。在这期间，

她就把大家耳熟能详的十二生

肖雕刻进了年画里。在 2022 壬

寅虎年来临之际，钟星琳特意

创作了饱满明艳的贺岁五虎，

此前，滩头年画中从未出现过

老虎的形象，她称其为“五虎

临门”，寓意为“五福临门”，“这

是一个湖南人才懂得的‘谐音

梗’”。而对于将要�来的癸卯

兔年，钟星琳�有了自己的计

划。

“我是第一个把滩头年画带

出国的人。”从父辈手中接过

了传承的担子不久后，钟星琳

就参加了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在欧洲的一次对外交流活动，

在活动上，前来游

览的外国友人

对着滩头年

画 赞 不 绝

口，“ 每

一 次 带

出 国 的

年 画 都

被 卖 完

了”。就

在��期

间，钟星琳

还收�了一个

来自加拿大的订

单。

面对钟星琳对滩头年画的

创新，父亲钟建�全力支持，“我

们的目标都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滩头年画”。

“最刚开始学习时，我的父

亲叮嘱我，学习滩头年画一定

要耐得住寂寞。”来自邵阳的

90 后姑娘钟星琳是国家级非

遗项目滩头年画的第四代传承

人，�想起正式系统学习制作

滩头年画的场景时，钟星琳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亦父父

亦师的钟建�叮嘱她，滩头年师的钟建�叮嘱她，滩头年的钟建�叮嘱她，滩头年

画是一个寂寞而孤独的手艺。

钟星琳出生于年画世家，

爷爷钟海仙、奶奶高腊梅和父

亲钟建��都曾是该项目的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钟星琳的

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爷爷奶奶

的陪伴下度过，在她的印象里，

那些好像永远�不�用完的染

料，组成她小小世界中的巨大

调色盘。爷爷奶奶忙不过来的

时候，小小的钟星琳��帮忙

打下手，在这�的熏陶下，钟

星琳慢慢对这一门手艺熟悉起

来。

2008 年，爷爷钟海仙�

世，此时，家中只有奶奶、父

亲和二伯坚持做年画。年少的

钟星琳第一次觉得，自己该做

点什么。2011 年，已经在长沙

的一媒体单位找�了稳定工作

的钟星琳开始向父亲钟建�系

统学习年画的制作技艺。在这

期间，奶奶高腊梅�世，家族

中的堂兄弟�都有了各自的人

生轨迹，为了传承两位老人坚

滩头年画传承人������������������������������
把老手艺带出国，创作出湖南人才懂的“谐音梗”作品

钟星琳正在和父亲钟�钟��
桐一起印制年画。

“看着我在那里刺绣，他�

拿着针在一旁玩耍。”�忆起

儿子常江小时候学着刺绣的画

面，江再红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我就想着代代有传

承人，真好。”

江再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湘绣代表性传承人。江再红

出生于湘绣世家，从小就跟着

妈妈、嫂子和姐姐一起学习刺

绣。她的儿子常江出生于 1997

年，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从小

对刺绣产生了兴趣。

等�常江再长大点，江再

红就利用假期时间，教�常江

刺绣，“一天学习三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个小时”，

江再红记得，在这过程中，小

常江十分沉得住气，不吵着出

�玩，坐在绣框前不哭�不闹，

安静地绣着手里的东西。看着

儿子小小的身影安静地坐在自

己的身边，就连针扎�了手�

不�流眼泪，江再红觉得，自

己的儿子有成为一名“绣男”

的天赋。

“儿子独立完成的第一�作第一�作一�作

品是《长沙米粉》。”对于儿子

的成长，江再红记得清清楚楚，

在此之前，常江都是在她和其

他绣工设计好的绣布上刺绣，

�这一次，他自己设计，自己

刺绣，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长沙米粉绣

在了20厘米左右的布面上，“我

觉得很有创意，�很有天赋”。

�随着年纪的增长，常江

在学习刺绣的道路上�遇�了

湘绣传承人江再红�常江母子�
带着绣框上飞机，��国����������绣��国����������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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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星琳和父亲钟�桐在电视节目中推广滩头年画。

江再红（右一）和儿子常江（左一）在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