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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莉苏晓莉：：带领妇女带领妇女““绣绣””出美好人生出美好人生

梁洪萍：守护荣昌陶，将民族的“记忆”留住

“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创造了多少财富，
取得了多大的荣誉，而在于在奋斗过程中，人
格得到淬炼和升华，带给他人温暖和幸福。”在
30年的时光里，我秉持这样的人生信条：不急
不缓，不依不靠，凭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属于
我的出彩人生。

一心为“绣”

我成长过程是与贫穷相伴，初中毕业后，
因为一个“穷”字，我来到青海省互助县水泥
厂，扛着铁锹走上了生产线。几年后，不幸下
岗的我继续走上了一条为生计奔波的道路，为
了讨生活，我卖过服装、干过苦工，尝尽了个中
酸甜苦辣。经过10余年的拼搏奋斗，我拥有
了自己的几间鞋店、服装店，事业发展得越来
越好。但经历了贫苦生活的我，心里始终有着

“回馈家乡”的朴素情怀。新时期脱贫攻坚战
打响之后，我更希望将个人事业融入社会的发
展中，肩负起企业人的社会责任，为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

2011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家乡
的盘绣作为小礼物送给一名国外友人，结果发
现外国人竟然如此中意中国绣品，为刺绣工艺
着迷，我从中看到了文化的价值。之后，我决
定投资办厂，开发青绣产销一体化道路，并谋
划协同家乡的刺绣姐妹们，一同打通一条新的
致富路。为此，我变卖了鞋店和服装店。面对
家人的不理解，我坚定地说：“以前咱有一碗
水，只能自己喝；后来有了一桶水，也只能一家
人喝；现在我想回家开掘一条河，让更多的人
能长久地有水喝！”

彩虹故乡的绣娘们

青海民间传统刺绣简称“青绣”。“青绣”历
史悠久，手法独特，风格古朴，品类丰富，针法
繁多，色彩艳丽，应用广泛，是青海各族妇女世
世代代传承的民间手工艺。土盘绣属于“青
绣”中的一种，已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的土族盘绣艺术主
要流传于青海互助县东沟、东山、五十、松多、
丹麻等乡镇，历史悠久，精巧古典，用料考究，
以加工精细为长，善用黑色纯棉布做底料，再
选面料贴上。并且，盘绣是丝线绣，有红、黄、
绿、蓝、桂红、紫、白等七色绣线，绣时一般七色
俱全，配色协调，鲜艳夺目。

虽然对盘绣发展现状十分了解，但在调研
中看到与布片上美丽的太阳花形成强烈对
比的绣娘们如树皮般粗糙的手，看着她们娴

熟地操纵着绣花针织栩栩如生的图
案，我感动得差点落泪。随即，一个强
烈的愿望涌上心头：这么好的民族手
工艺不能被埋没，刺绣工艺不仅要重
焕生机，更要成为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的“金钥匙”。

创业之初，对我来说最大的难点在
于绣娘和市场。为了让更多绣娘加入，
我几乎走遍了互助县所有的土族村落，
当年交通条件不便，我经常在雨雪交加
中徒步翻山，人生中竟第一次磨破了
鞋。有时，到了村里又因语言不通和村
民们沟通上产生了障碍，只能请村干部
连解释带比划地跟村民沟通。其实内心
也知道，这么难的事，如果仅以“生意之
道”去考量，那肯定是亏本的。从2012
年到2016年这几年间，我的项目一直属
于“只出不进”状态，可以说是靠着变卖

房产支撑着这次创业。但我的想法很纯粹，就
是想让村里的妇女们能用手艺赚钱，靠自己把
日子过得更好。

我将公司取名为“素隆姑”，这是土族语，
汉语的意思是——彩虹，因为互助县是全国唯
一的土族自治县，土族的服饰上有斑斓的七色
彩纹，因此互助县也被称为“彩虹的故乡”。运
营之后，为了更好地鼓励贫困姐妹和村民们敢
于迈出“以技自强”的第一步，我和我的团队短
期内遍访了互助县周边4000多户村民，并在
少数民族妇女集中地创建了青绣就业基地和

非遗就业工坊，实行“工坊+基地+能人+市场”
的就业帮扶措施，形成了“企业+绣娘+贫困
户”的生产销售经营模式。第一年就解决了
200余名贫困姐妹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

带领妇女脱贫致富

2019年，“青绣”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看见“青绣”的发展之路受到国家
和政府的支持，我也越来越有信心把土族盘
绣发展下去，让更多人认识“青绣”，让更多妇

女能因为土族盘绣而发家致富，改变生活。
大庄村村民米金花就是其中一位。每次

想到她，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双手，关节
粗壮，青筋暴起，皮肤如树皮一般粗糙……米
金花的丈夫于2015年突发脑出血，半身不遂，
为了治病家中已花去十几万元，生活的重担全
压在了米金花瘦弱的肩上。眼看孩子要开学
了，可孩子的学费还没凑齐，一想到这，米金花
晚上总是无奈地躲在被子里哭。得知了她的
事情后，我赶到了她的家，看到她那双因做过
重农活早已干瘪粗糙的手，我不禁流下了眼
泪。我当时就对她说：“我帮不了你的大忙，但
你的事我管定了！”我告诉她，公司派订单可按
件算工资，绣巴掌大的一幅太阳花一幅80元；
托盘大的一幅 600 元；绣一幅腰带可拿到
5000元。她听了，以为是天方夜谭，眼睛瞪得
大大的，激动地问“你没骗我吧？”我说：“怎么
会，只要你好好干，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她笑
了，我想这也许是她存了许久的笑。就这样，
米金花白天在地里忙农活，晚上做绣活，因为
她的绣活好，一年下来就挣了3万元。

在我的基地，像米金花这样的贫困妇女
还有很多，她们身处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
贫瘠之地，但总有一股不信命、不服输的信
念，我坚信只要为她们提供一个舞台，她们就
能书写出人生精彩的篇章。从300元到3000
元，这是很多妇女每月收入的巨大变化，也带
来了贫困妇女精神风貌的焕然一新。自信、
自强、坚毅、勇敢……她们的身上散发出越来
越多新时代女性的优秀品质。

让民族工艺走出现代化之路

我们早期的就业基地和非遗工坊工作大
多以加工半成品为主，对于缺乏传统技艺的村
民来说容易学，上手快，工作稳定有保障。为
了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我无偿为贫困户
和农村留守妇女培训，提供原料，签订收购协
议，力争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2020年，
我继续扩建了8000平方米厂房，增加了十多
个就业岗位，带动460余户贫困绣娘年均增收
2万元。

我的基地里有“三多”的特点，一是留守妇
女多。据不完全统计，有上千名留守妇女在基
地务工，比例接近务工规模的10%。二是高龄
乡亲多。针对年纪大的村民，在统一培训后，
会优先安排进入基地务工，使他们可以“赚钱
顾家”两不误。三是贫困姐妹们收入多，人均
收入可实现一年两到三万元。在脱贫攻坚、就
业帮扶的道路上，我深刻感受到贫困地区甩穷

“帽”难，巩固脱贫成果更难。我一直在思考，
如何立足青绣，激发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实现
持续稳定增收。

青绣历史悠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既
是青海各民族长期文化交融的图腾和符号，也
是黄河上游祖祖辈辈生存发展的智慧结晶，

“让青绣走出去”是触发贫困地区发展潜能的
一个关键按钮。针对刺绣产品单一、受众面
窄、消费需求低等问题，我积极尝试产学研用
相结合，联合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高校
不断开发新产品，借鉴苏绣、蜀绣、粤绣等工艺
特点，将青绣传统元素无声融入文创与时尚潮
流中，开发出200多款“现代绣品”。这些产品
不仅纷纷上架国内商场，而且远销日韩和东南
亚等海外地区，逐步树立起以青绣为代表的青
海高原民族文化产业品牌。

如今，“青绣”正在朝着成为全省农村牧区
群众增收的持久产业、阳光产业和幸福产业的
目标昂首迈进。我们也与时俱进地设立了“青
海青绣数字化总部”，创新设计“产品研发、技
能培训、展销数据分析”等多个模块，形成了初
具规模、多方联动的青绣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并已累计带动青绣工坊40家，入驻青绣企业
140家、青绣传承人301人，年产值达到1.25亿
元，辐射带动10余万村民就业增收，交出了一
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谈及未来，我的想法是
打造产业园区，推动青绣行业的创新与开放，
精益打造“三江之源”特色文化名片，提升青绣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与艺术价值，形成“南有苏
绣，北有青绣”的比翼齐飞的产业格局。

在青海这片充满希望的高原上，在离太阳
最近的这片热土上，600万各族儿女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簇拥在一起。我希望和亲如姐妹的
绣娘们，以心血做火把，砥砺并肩，用爱心点亮
致富奔小康的幸福路。

成长，从启蒙到挑大梁

我是从小在荣昌安陶厂里长大的，学校
也在厂区，父亲、爷爷和大伯也都在安陶厂
上班，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在厂里的各个
工作车间跑来跑去，时不时看看阿姨们贴
花、刻花、点花等，时间长了那些阿姨也会教
我做一些简单的技艺。初中时，每到暑假我
就在厂里做工，阿姨们见我可以帮一些忙也
就会教我更多的技艺了。在这个过程中，我
虽然没有正式学做陶器，但在不知不觉中爱
上了荣昌陶。一件精美的荣昌陶器经历揉
泥、醒泥、制坯、晾晒、修坯、刻花、烧制、出窑
等二十余道工序，从泥土变成陶器的蜕变过
程，让人充满期待与惊喜。

21岁职高毕业后我就正式踏入制陶行
业。学习期间，跟随老师在四川轻工业研究
所学习釉料知识，由于自己不是专业学习釉
料的，很多时候别人可能只需要试两三次就
成功了，而我可能做二十几次都不能成功。
为了学到东西，我常常一头扎进车间不知疲
惫地琢磨工艺，缠着老师问问题，比如色料
有什么用？这个会发什么色？这几种色料
混合在一起会发什么色……甚至有时候一
个问题都会问上十几次。

我相信苦心人天不负。在父亲和老师
的悉心指导下，我下苦功夫学习钻研了20
多年，现在我在釉色配置、装饰技艺、器形设
计、烧制等方面都颇有心得，业内评价我的
作品造型美观大方、线条流畅、品质上乘、独
特典雅。2017年，我主创的陶器作品《火之
韵》还在首届中国四大名陶展上荣获金奖。

制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为了呈现一件作品最佳的美感，我和伙

伴们会精心挑选最合适的泥料，用最好的手
艺完成客户的要求，甚至超越预期的效果。
我们制陶工厂曾经接过一批来自贵州的一
家酒厂制定的“罗汉酒瓶”订单。“罗汉酒瓶”
形如罗汉，表面要有光泽油滑的感觉，而作
品所需要的效果是传统安陶泥料烧制不出
来的。为了寻找最合适的陶泥，我与姨父翻
山越岭，从这批山到那批山，采集过很多泥
料，反复配制实验，烧制样品，花费月余时间
才找到最适合烧制“罗汉酒瓶”的陶泥。

因为品质好，我们非常自信，说话也硬
气。有一次工厂生意比较繁忙，工人每天加
班加点，差不多三天出一车货，客户还天天
催货，好不容易第一批订单保质保量地完
成，第二批又来了，客户看订单又大又急就
要求便宜点，当时我就跟他讲“我们的品质
不一样，生意可以不做，但信用我要讲。这
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我的心血，不做就不
开始，要做就做到最好，材质优，技艺好是我
们给予每一件作品、对每一位艺人的最高的
评价”。后来产品品质也得到了客户的认
可，并达成了长达17年的合作！

为了让荣昌陶走得更远，我还创新研发
了皮陶、彩绘陶、仿古陶等新品，并根据市场
需求，增加陶器产品类别，制造的茶具、文创
品等进入市场后，受到消费者高度青睐。
2000年，为了赶制一批国外皮陶订单，从造
型设计、釉料颜色、每一片叶子花瓣的形状
剪粘以及每一件样品的打造我都要亲自动
手，不需要我动手的我也一定要在一旁看着
才放心，每日加班加点，通宵到凌晨三四点，
我患上了病毒性脑膜炎，差点累倒在工作
室。

传承，从匠人到艺人

在我看来，制陶工人不只是一个熟练的

技术工种，尤其是在今天的市场环境里，艺
术性和悟性同样重要。2012年，为了让更
多的匠人变为艺人，让荣昌陶国家级非遗技
艺能更好地传承下去，我在安富街道的荣昌
陶博物馆内正式开办起了“鸦屿陶艺工作
室”。工作室是用于制陶和培养荣昌陶传承
人，提高他们的艺术性和审美能力，也是从
匠人成为艺人的平台。

平台有了，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离
不开新鲜血液的加入。为了让更多人传承
荣昌陶制作技艺，我不仅对来工作室学习制
陶手艺的人免收学费，每天还给予生活费补
贴，希望从兴趣培养的角度出发，其中能有
人愿意从事制陶这一行业。我想借此培育
荣昌陶传承人队伍，带领更多的人加入制陶
行业，培养更多的荣昌陶传承人，激发文化
发展动力，让非遗文化“青春不老”。

以前有人问我，“你的父亲是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你自己也在做工作室，你不怕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吗”？我告诉他们，对
于非遗传统文化传承，我不怕自己没有饭
吃，我只希望将自己从老祖宗那里学到的所
有传统手艺让更多的年轻人知晓掌握，倒不
是说一定要让这些人都成为荣昌陶传承人，
至少要让他们知道荣昌陶是什么，让他们了
解荣昌陶的历史文化与制作工艺，让更多的
人爱上荣昌陶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既是对
荣昌陶的一种推广和普及，同时，也可以将
荣昌陶以一种更贴近当下时代的方式介绍
给更多的年轻人，不至于让荣昌陶断了传
承，没了后人。

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对精神层面的需
求与日俱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财富，更是不可抹去的民族文化记忆。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护和传承荣昌陶，也
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和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民族的“记忆”留住。

▲ 土族盘
绣省级传承人
苏晓莉在绣制
作品。

梁洪萍正在制陶。

▲ 苏晓莉
在互助丹麻镇
扶贫车间培训
现场。

中国“四大名陶”

之一的荣昌陶，兴起于

汉代，兴盛于唐宋，在

明清时期闻名于世，距

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享有“红如枣、薄如纸、

声如磬、亮如镜”的美

誉。梁洪萍父亲是荣

昌陶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梁先才，在他

的影响下，梁洪萍潜心

钻研陶艺 20 多年，深

谙陶器设计、制作、烧

结等制造方法，尤其擅

刻花、贴花、色釉等多

种装饰技艺。她说：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科技如何进步，手工技

艺的美，都是机器设备

无法代替的。”所以，她

免收学费，甚至倒贴生

活补贴，就是想让更多

的人学习荣昌陶，让每

一位制陶工人从匠人

成为艺人，不断提高对

艺术的审美能力，传承

荣昌陶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