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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带157名洋徒弟飞针走线，让湘绣上太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在今年国庆期间举办的长沙 · 沙坪湘绣文化艺术节上，一组数
据引人注目：2022 年“沙坪湘绣”产值突破 2 亿元，占全省湘绣
行业总产值 70% 以上，从业人员 5000 余人，已成为带动乡村振兴、
居民增收的重要产业，涌现了一批研发创新劳动模范和湘绣大师。
今年 50 岁的湖南省沙坪湘绣博物馆副馆长毛珊，就是其中的佼佼
者——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
化遗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湘绣画师第五代传承人……

“追着画稿的纹路下针，起针的地方要错落开，这样才会有层
次感……”在毛珊的刺绣工作室里，十几张绣绷错落摆开，毛珊
和绣师们手中的针线飞快地起落穿梭。这门细致功夫，对于旁观
者而言，要凝神看个十几分钟，才能辨别出一片花瓣添了些光泽，
或是一片羽毛丰盈了少许。于毛珊而言，这是她已坚守了半辈子
的事业。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带你走进这位大师的湘绣世界，
看她如何用一针一线描绘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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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搭乘神九神十飞船“上天”
走进毛珊的湘绣馆，参观

者都会被她的作品震撼到——

花草山水，画绣兼精，人物动物，

形同神似。毛珊告诉记者，“湘

绣老虎苏绣猫”，湘绣的“老虎”

之所以栩栩如生，是因为用到了

一种叫“鬅毛针”的针法。

“使针呈聚散状撑开，撑开

的一头用线粗而疏，另一头则

密而细，把线藏起来。这样，

就使人感觉到丝线像真毛一样，

一头似乎长进了肉里，一头却

鬅了起来……”学会这种针法，

毛珊用了3 年。

掌握了针法还不够，湘绣最

难把握的部位就是眼睛，如何

表达出灵性和光彩，是湘绣独

特的魅力所在。“我第一次绣眼

睛时，绣出来的老虎像在打瞌

睡。”后来，还是她的老师湘绣

鬅毛针传承人左季纯给了她答

案——挑出一根墨绿色的丝线

绣进老虎眼睛里。针停，老虎

眼露精光，顿时生威。“这一幕

也点亮了我的眼睛，也使我下定

决心好好传承、发扬湘绣。”

很快，毛珊迎来了一次将

湘绣“送上天”的机会。2010

年，国家航天局找上了毛珊——

他们想找一幅有代表性的湘绣

作品，搭载“神九”飞天。欣喜

过后，毛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

神九载人飞船的搭载物重量

限制很严，必须一斤一厘地计

算，刺绣所用绢布必须是极轻

薄的材质。在推翻了十几版的图

稿后，才定下了最终版：以国花

牡丹为主，双面异色绣。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毛珊把所有心血都

倾注在这幅作品上。“最后，我

们团队的作品《飞天绣》赢过了

几十家湘绣企业，顺利上天。”

然而没过多久，又一个好消

息传来：神舟十号飞船计划发

射，湘绣又迎来了一次遨游太空

的机会。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毛

珊和团队便更加大胆地设计绣

稿。“那时恰逢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于是我们计划绣一幅

人物绣像。”

8 个月，230 多万针次，十

几种针法，才绣成了这一幅《伟

人的梦想》。绣面中，“可上九天

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字样

洒脱遒劲，远景为地球表面和

浩瀚星空，可以遥见神舟十号

的发射架、火箭、天宫一号以及

辽宁舰，中景则是韶山，“而人像，

我们选取的是毛主席笑得最灿

烂的一张照片为参考，表达对

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和对中国航

天事业的支持与祝福。”

时间倒退回毛珊的童年，她

和湘绣的缘分也是从“传承”二

字开始的。

“小时候，家里的女人们无

一不是优秀的绣工。”毛珊笑着

告诉记者，自己是在妈妈的棚

架下爬来爬去长大的。在8岁时，

小姨绣一幅八骏图，看得毛珊

心醉神迷。“我央求小姨让我试

试，小姨便将绣线劈开，让我

刺下第一针。”

而毛珊在刺绣和绘画上的引

路人，则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

代的湘潭湘绣厂负责稿样设计

的外公李碧涛。“外公每次都在

绢、蚕丝布上做绣稿设计，一次，

我就趁着他不在家，爬上绣架，

接着画布上的水纹。”回来看到

毛珊稚嫩的笔法，外公不但没

生气，反而让年幼的毛珊跟着

他学习工笔画。“这妮子，以后

肯定不一般。”后来，她更是拜

了湘绣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湘绣

鬅毛针传承人左季纯老师为师，

并逐渐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湘绣

大师。

“这么多年和湘绣打交道，

我明白了一件事，要让有两千多

年历史的湘绣传承下去、焕发

新生机，不能只靠个人的努力。”

于是，但凡有人来拜师学艺，

不论是 60 后还是 00 后，是周

边村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学生，

毛珊都倾囊相授。“我教过的学

徒，在沙坪当地都有两百多人

了。”

而她的徒弟们，也不负毛

珊重望。在首届行业技能比赛

中获得冠军的魏美丽、荣获长

沙市五一劳动奖章的“湘绣行业

状元”周友如、湘绣业内第一

位95后传承人李静……近年来，

有近三十人通过她的培养、推

荐获得省市级行业大师称号。

也许是遗传，毛珊的女儿也

喜欢上了刺绣和画画。“女儿打

算与我合作一幅湘绣作品，作

为她的毕业设计。”毛珊希望以

后女儿能成为湘绣艺术的 00 后

传承人，“不过，如果有更多年

轻一辈愿意传承与发扬湘绣艺

术，那就更好了”。

她线上直播吸引海外观众

“湘绣作为湖南的‘省粹’，

历史悠久，闻名海内外，还多次

作为国礼赠送给国外元首和政

要。”但当毛珊真正产生“让更

多的湘绣作品走出国门”的想法，

是在 2019 年，一次随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刺绣专业

委员会赴印度的考察。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在印

度，毛珊见证了另一个刺绣世界。

“当地的绣匠有男有女，没有专

门的场地，就在村里工作。”尽

管环境不佳，但绣匠们的工艺和

针法仍十分精美，经久不衰地

传承了千年。“那一刻，我仿佛

看到了小时候在村里看到的坚守

传统技艺的湘绣绣工。”

在交流中，尽管语言不通，

但印度绣匠们对毛珊从事的“湘

绣”也十分好奇。毛珊找出了自

己作品的图片，结果一幅《豹》

吸引住了他们的目光——毛珊用

鬅毛针法绣成的作品。“他们惊

叹，这幅几可乱真的作品怎么可

能是绣出来的？”

于是，她带着印度绣匠们注

意图中的纹路肌理，大家才相

信这真是刺绣，纷纷向毛珊请

教。“翻译对我说，他们之前从

不知道湖南，也不知道有这么神

奇的绣法。”这句话，让毛珊自豪，

也让她产生了一个念头：有机会，

要让更多外国人都认识、了解、

喜欢上湘绣！

2022 年，毛珊迎来了一群特

别的徒弟——来自印度尼西亚、

老挝、亚美尼亚、俄罗斯等国家

和地区的157名海外留学生。这

是毛珊的湘绣艺术馆与大连外

国语学校合作开展的汉语桥线

上交流项目，算是她将湘绣非遗

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第一步。

“课程内容包括中国刺绣简

况、湘绣概况、中国少数民族

刺绣简介、湘绣技法课程等多方

面的湘绣知识。”一周的线上直

播和 210 分钟的录播，除了留学

生，还吸引了近千名海外观众观

看。

“湖湘文化正以一种传承和

创新的理念、一种开放包容的姿

态，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国际化

的舞台……”毛珊希望，能为湘

绣文化的国际传播贡献自己的力

量。“湘绣不仅能‘上天’，还能

走出国门！”

苦练绝活！

她广收徒弟，带出 200 多名学徒传承湘绣！

走出国门！

栩栩如生！毛珊与用鬅毛针法绣成的《豹》同框合影。

毛珊在指导绣娘。

在 印 度，
毛珊和当地绣
娘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