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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这仿佛是一张有声音的图片——“瞧，这一针要从这里经过”“这根线应该这么走”……
在 2024 年度“潇湘巾帼心向党 用爱（AI）致敬她力量”视频（图片）融媒共创主题活动中，一组别

开生面的图片作品脱颖而出。画面中的女主角，头戴着象征太阳的花瑶帽，身穿蓝色衣裳，时而置身于
人群之中，时而端坐于古朴木屋之前。不变的是，她的双手始终在灵巧地编织着五彩斑斓的花瑶挑花作品，
将花鸟草木的生机、神话故事的奇幻、民族风俗的韵味，一针一线细腻地镌刻在布匹之上。

沈燕希正是这组洋溢着浓郁民族风情的图片中的女主角，也是花瑶挑花这一传统技艺的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7 岁开始，她便与花瑶挑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沈燕希出生于 1984 年，她

的母亲奉了妹是邵阳市隆回县

虎形山镇有名的挑花能手之一。

从小耳濡目染，沈燕希在七岁

那年便踏上了学习挑花技艺的

道路。

沈燕希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分享道，花瑶没有自己的文

字，唯有独特的语言，而花瑶

挑花则是花瑶女性自我表达与

装饰的重要方式，它凝聚在女

性亲手设计制作的衣物之上。

这项技艺世代沿袭，凭借母

女间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花

瑶挑花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

了动物、植物、日常生活及历

史人物四大主题。“所见之物，

皆能入心；心有所感，针下即现。

花瑶挑花无需预先描图或设计，

全凭心中意象，一针一线，即

刻呈现。”

“对于花瑶女性而言，挑花

是一门要终身学习的课程。”沈

燕希说，掌握挑花技艺曾是传

统花瑶女性必备的素质，“往昔，

若花瑶姑娘不会挑花，便难以

寻得好归宿，而今这一传统正

在渐渐淡去”。

花瑶服饰的制作周期长达一

年时间，挑花的学习更是以“年”

为时间单位，但年幼的沈燕希

从未感到厌倦。14 岁时，她便

能够独立完成挑花作品。她清

辞去工作，她专注花瑶挑花传承与创新

以针为笔线为墨！她让千年老挑花焕发新光彩

在隆回县的花瑶服饰租

赁店内，店家总是细心地提

醒顾客，花瑶服饰的穿戴需

整 齐， 确 保 五官完 全 显 露。

沈燕希解释，经典的花瑶服

饰主 要包括蓝色的生活 装、

白色的夏装以及绿色的新娘

装，每种服饰都有其独特的

寓意和穿着场合。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

花瑶 挑花的传承面临困境。

“制作一件 挑花筒裙 需要花

费一年时间，挑三四十万针

才 能完成。” 由于 制作时间

长、难以靠此技艺谋生，花

瑶女性逐渐失去了学习挑花

的意愿。

作为当地为数不多 会花

瑶 挑 花 的 女 性， 沈 燕 希 深

感忧虑。于是，在 2018 年，

她 毅 然 辞 去 做了 12 年的 护

士工作，回到虎形山，全身

心投入花瑶挑花的传承与创

新中。

为了推动花瑶挑花走出

大山，沈燕希在保留其原汁

原味的基础上，创新开发了

一系列挑花元素产品，如耳

环、手包等，并通过网络进

行销售。同时，她还积极配

合 当 地 文 旅 局 开展 调 研 活

动，为保护花瑶挑花提供重

要资料。

在教育方面，沈燕希定

期到学校为学生们上课，传

授花瑶挑花技艺，通过让学

生制作小作品并销售出去的

方式，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和 动力。“ 让 他 们 在 学 习传

统技艺的同时，也能够挣得

更多生活费。”

此 外，她 还积极参加各

种比赛，展示自己的挑花作

品，并荣获多项大奖。2023

年 10 月，沈燕希在第八届中

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潇湘巾帼心向党·用爱（AI）致敬她力量”视频（图片）融媒共创主题活动正在火热开展，截至目前，共收集图片作品900 余组、视频作

品3000 余个，浏览量超 1亿。

这 900 余组照片背后，就是 900 余个“她力量”的故事。

她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各自领域中发光发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今日女报 /凤网全媒体推出“她力量·女主角”系列报道，透

过一张张参赛照片，讲述作品背后闪闪发亮的追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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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瑶挑花省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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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安靖国际刺绣艺术节上，凭

借挑花作品《老虎图》一举夺得最

佳非遗文创奖。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沈燕希

同样未曾停下推广花瑶挑花的步

伐。“前段时间，我刚刚组织隔壁

镇的妇女一起 来学习花瑶挑花。”

她告诉 记者，近年来，随 着政 府

各级部门的重视和隆回文旅产业

的发展，她对花瑶挑花的传承和创

新有了更多的期盼。

“我希望花瑶挑花能够走向世

界，让世界了解我们的非遗文化。”

面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沈燕希眼含

星光，描绘出光明的图景。因此，

当得知“潇湘巾帼心向党 用爱（AI）

致敬她力量”视频（图片）融媒共

创主题活动举办时，沈燕希毫不犹

豫地参加了，“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

可以展示花瑶挑花的机会”。

女保安蹭课学油画，学校帮她开个人画展
12 月 9 日，长沙市岳麓区博

致学校的美术教室里，学生们聚

在教室一角，这里正在举办一场

特别的油画展览，展出的 29 幅

作品都是由学校保安鲁英创作

的。

出生于 1983 年的鲁英做过

生意，也干过销售，直到 2023

年 8 月，她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

博致学校，成为学校安保处唯一

的一名女保安，“学校领导，安

保队的队长、同事们都很关照我。

周围善意的声音很多，我就像来

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有人觉得女保安不够强壮，

不能保护学生的安全。”鲁英刚

当保安时，也曾听到质疑声，但

她靠着自己的敬业和热情收获

了许多学生和家长的喜爱。“不管

是在早上上学时还是在下午放

学时，都有很多孩子主动向我打

招呼，这些都是我工作的动力。”

鲁英说。 

鲁英刚来学校时，就听同事

说学校很支持教职工利用学校

资源提升自身能力，从小便喜欢

画画的她就萌生了蹭课的想法。

“鲁英刚来课堂时，因为很

不好意思，十分局促，孩子们很

快就接受了她，也很喜欢她。”

美术老师苏丽珍一直教鲁英画

油画，在她的油画课堂上，鲁英

和学生们一起学习。鲁英在油画

方面很有天赋，也肯吃苦钻研，

进步很快。课程与执勤时间冲

突时，鲁英会找安保处的同事协

调换班，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

况下，这个学期一节油画课都没

落下。

鲁英在课堂上认真学习，工

作之余努力练习。鲁英休息时会

在宿舍里独自练习画画，作品越

来越多后，就拿着苏老师给自己

的钥匙，在孩子们离校后一个人

到美术教室画。鲁英对于画画的

爱好与努力都被苏丽珍看在眼

里，她推荐鲁英举办一次个人画

展，并得到了学校的支持。12 月

6 日开始，鲁英从今年 4 月开始

创作的 29 幅作品都被展示出来。

“展览需要画框，学校安保

处的叶队长和其他保安知道了，

大伙自发凑钱为鲁英采购画框。

大家都愿意助力伙伴实现梦想，

我特别感动。”苏丽珍介绍。

鲁英把学校老师、同事和孩

子们对自己的支持记在心里。“我

会继续坚持画画，希望画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激励孩子们勇敢

追梦。”鲁英说。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高煜棋

晰地记得，那一年，她以树木、

花草为元素，亲手设计了一条

筒裙，“如今裙子还被珍藏在家

里”。

此后，沈燕希的作品愈发丰

富且复杂，她的挑花技艺也日

益炉火纯青。《骏马图》《双狮图》

等作品被大家评价为“美轮美

奂，疏密有致，色彩对比强烈，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其中，最令沈燕希骄傲的

作品《老鼠娶亲》，完美融合了

滩头年画与花瑶挑花两种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看

着自己设计出来的作品，沈燕

希满脸骄傲：“我们把美穿在身

上，展现了花瑶姑娘爱美、睿智、

奔放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