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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臂却独立！她是跆拳道冠军更是湘绣传承人
文、图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冯晓雅

她天生独臂，人生路走得比常人更艰难。可是，
她不但是一名优秀的绣娘，而且凭着毅力曾在湖
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了跆拳道冠军。

她叫杨凯崎，1988 年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溆
浦县的大山里。

从艰难考出去，到摆地摊挣学杂费；从求业
无门，到成立自己的湘绣礼品品牌；从被帮助者
到助人者……努力向上的杨凯崎用实际行动，“绣”
出湖南姑娘的别样精彩。

只有500 元，她却这样读完大学

“总有自己想不到的事，但

没有努力做不到的事。”11 月

2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

长沙县湘龙街道湘绣社区见

到杨凯崎，这个皮肤白皙、脸

蛋圆乎乎的姑娘说起话来很

是爽朗。

苦难，似乎只是杨凯崎最

微不足道的经历。

2008 年，杨凯崎拿到了湖

南外贸职业学院录取通知书，

可直到开学后一个月，家里才

凑够了 500 元，作为她 4 年大

学学费。

刚一进校园，她就开始卖

电话卡、卖被子、摆地摊、当

驾校中介、开奶茶店……在很

多有关杨凯崎的叙述里，她的

“不凡”从大一便崭露头角。

“读书时，每天睡醒了思

考的问题就是怎么不饿肚子。”

杨凯崎说，她自己也记不得大

学期间干了多少活，唯一能确

定的是每一件都得动脑筋。

“食堂打饭工，超市收银

员我都试了，可没有人愿意雇

一名残疾学生啊，那时候我好

不容易找到的第一份兼职，一

天内在街上找 人填写 200 份

调查问卷，做了两个月后不但

没拿到工资还亏了路费。”就

这样，因生活所迫，杨凯崎不

得不另辟蹊径。

比如，看到在火车站做一

日旅游团的接待有 25 元工钱，

杨凯崎开始尝试和两名同学合

伙带团，生意居然还不错。

大学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

易，平日又积累了诸多工作经

验，直到毕业时，杨凯崎不仅

解决了自己温饱，更是积攒了

第一桶金。

这笔钱，也为她不久后辞

职创业提供了启动资金。

大学毕业后，杨凯崎凭实

力进了一家外贸公司，没想到

公司老板很委婉地告诉她，以

她的条件很难有晋升资格。

“我仔细考虑后，认为人

生不该局限于此。”杨凯崎说。

一路走来的经历给予了杨

凯崎敢打敢拼的勇气，揣着积

蓄，又找同学借了一笔，杨凯

崎联系上 5 个“残友”大姐，

开始了卖串珠等手工艺品的创

业之旅。

“几个大姐都是盲人，有

一位腿部残疾的陶阿姨，只能

靠一条板凳走路，当时她 50

多岁，在我们几个中年龄最大，

但她的手工活也最好。”回忆

起第一次创业，杨凯崎说，她

吃过冷馒头，扫过大街，自主

创业路也有道不完的辛酸，入

不敷出还是常态。

短短八个月后，杨凯崎的

团队被迫解散了。她把身上最

后的 200 元给了陶阿姨，送她

坐上了回家乡的车。

望着车子渐行渐远，杨凯

崎知道，又只剩她一个人了。

湘茶与湘绣，两个湘妹子的灵魂碰撞

“说 起 来，我是在 14 岁时

第一次接触湘绣的，我的启蒙

师傅是初中同学的妈妈，她是

溆浦的一位绣娘。”杨凯崎说，

曾经看着同学妈妈手里的一针

一线，上下翻飞，精美的绣品

一点点在手中呈现。

同学妈妈的寥寥几句，在

杨凯崎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2011 年，第一次创业失败

后，杨凯崎再次萌生出了儿时

的梦想。

既然决定了自主创业，也确

定了从事手工艺品的方向，那为

何不选择湖南最具有代表性的

湘绣呢？

杨凯崎从校园代理的方式

入手，走街串巷寻找绣娘，从

为她们代理出售绣品，慢慢过

渡到自学湘绣，“只有认真学习

这门手艺，才能品鉴出绣品绣

工的良莠”。

独臂不方便，杨凯崎就手

口并用， 用口辅助 穿 针引线。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胳膊蹭破皮、

手被扎伤都是常事。

白天，杨凯崎四处寻找湘

绣货源；晚上，她时常熬夜练

针法。

寒来暑往，刺坏了几百件绣

品后，她终于完成了第一幅作品。

“那是一幅喜鹊报喜图，很

常见的湘绣款式，我花了近一

个月的时间，很幸运当时能得

到大家的认可。”杨凯崎笑着说。

“最难学的可能就是鬅毛针

吧，这也是湘绣中最有特点

的针法。”杨凯崎拿

来 一 幅 绣 品， 栩

栩如生的老虎

站 在 高 地 仰

天 长 啸， 黄

色的皮毛油

光发亮，嘴

角上一撮白

色 的 胡 须 仿

佛迎风飞舞。

杨 凯 崎 介

绍，鬅毛针是一种

高度灵活变化的针法，主

要用来表现动物的毛质感，“湘

绣的双面绣很有名，但其实湘

绣包含的传统技艺千变万化。

每个绣娘都有自己的绝活，认

准这条路，就是要坚持”。

就这样，杨凯崎四处寻访

名师，参加培训班，十年如一

日地练习，她的绣技日益精湛，

用一只手在大大小小的赛事上

斩获荣誉，2015 年获得了“新

生代湘绣传承人”的称号。

有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杨凯崎与

唐淑君的相遇，便是湘绣与湘

茶完美邂逅。

2013 年杨凯崎如愿成立自

己的湘绣品牌，还与唐淑君合

伙推出了湘绣湘茶礼盒。“我

们当年在外贸公司共事，后来

我知道她的绣工好，我又

是 个 资 深 爱 茶 玩

家， 这 不 就 一

拍 即 合 了。”

唐 淑 君 乐

呵 呵 地 介

绍。“ 别

看我们跟

姐 妹 一 样

要 好， 真

到了自己的

专业部分，为

了一个创意，那

也吵得不可开交。”

疫情期间，两位湘妹子减

缓了拓展步伐，精简了人手，

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打磨作品，

终于在 2023 年推出了得意之

作——将湘绣、湘茶、湘瓷结

合起来，做有湖南文化底蕴的

礼品、礼盒，并于今年上半年

申请了版权。

“每一套礼盒都花了很多心

思，比如这套绣品主题芙蓉花

的礼盒，搭配的茶叶是安化的

薄片，我们想借助礼盒，让湘

绣、湘茶走得更远，让更多人

了解湖南非遗的魅力。”唐淑

君说。

“她拄着拐杖，脚上裹着石

膏，走进店里吓了我一跳，我

劝她别参加比赛了，身体要紧，

她就是不听，倔得很。”回忆起

2019 年杨凯崎备赛全国第十届

残疾人运动会的场景，唐淑君

仍心有余悸。

原来，事业有起色后，杨

凯崎想通过练习跆拳道强身健

体，刚开始只是自己报名附近

的跆拳道馆，做一些基础训练。

“教练也没想到，我一个残疾

人能坚持下来。”杨凯崎叙述，

渐渐踢得有模有样后，她又接

到了新的挑战——在残联的推

荐下，参加全国第十届残疾人

运动会的选拔。

“专业赛训完全出乎我意

料，得分点、技巧性都很强。”

时间紧任务重，杨凯崎几乎每

天泡在场馆，一天训练 8~9 个

小时是常态。“受伤都是常事，

恢复差不多了就得立马回归训

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杨凯崎获得了全国第十届残疾

人运动会跆拳道女子 K44 58kg

级第五名。2022 年再次出征湖

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

她终于在女子跆拳道 +58kg 级

的项目上斩获冠军，她说：“竞

技体育项目对年龄有要求，但

是只要大家需要我，我还会继

续参赛。”

或许是淋过雨的孩子更想

为人撑一把伞，一直以来，杨

凯崎致力于投身公益事业，为

上千名残疾学员及妇女儿童做

手工刺绣培训和教学，近几年，

更是将湘绣公益课堂开进了校

园。

2023 年 2 月，杨凯崎与唐

淑君将首堂《湘绣》课程带进

了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鹅秀小

学，“没想到当天有上百名同

学来听课，大家还做了课前预

习，知道中国刺绣的四大门类，

这让我很惊喜也很感动。”杨

凯崎感慨。未来，她的目标依

旧没变，将在坚持传承湘绣的

道路上继续前行。

武能踢出一个冠军，文能进课堂当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