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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接力传承非遗刺绣奥日雅玛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 梁子晶

色彩鲜艳的刺绣枕头、时尚的蒙古族
服饰、精致的书法绣作品……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教中心柏开花民族
刺绣厂展厅内刺绣作品琳琅满目。

“这是蒙古族传统手工刺绣技艺
——奥日雅玛拉刺绣，其特点是立体感
强、美观大气、结实耐用，这种刺绣常被
用于蒙古族靴子、服饰、荷包、香囊等生
活用品的制作上。”柏开花向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介绍。

71岁的柏开花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奥日雅玛拉刺绣的代
表性传承人，“我从小就跟奶奶和妈妈学
奥日雅玛拉刺绣，这种技艺从元代起传承
至今，我的女儿、儿子、儿媳都在学习，我
相信这个刺绣一定能被延续下去。”柏开花
坚定地说。

2008年退休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
柏开花在单轨绣、双轨绣、螺纹绣、书法
绣、多层绣、分层绣等基础上，借鉴钩编工
艺，创新推出双色、多色套用的新绣法。
2011年，奥日雅玛拉刺绣被列入第三批
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2014年，柏开花被自治区人
民政府批准为奥日雅玛拉刺绣代表性传
承人。

为了让这一技艺更好地传承、发展下
去，柏开花选中了女儿丽艳作为传承人，她
秉持了家族中几代人踏实、执着、一丝不苟
的作风。“从事刺绣工作不仅要心灵手巧，
还要心无旁骛，甘于寂寞。”柏开花道出了
自己的选人标准。

2016年，已经研究生毕业7年，并在
山东省青岛市从事环保、生物工程工作的
丽艳放弃了高薪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家
乡。“刺绣是母亲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耳濡目染，我很小就学习了这门手艺。奥
日雅玛拉刺绣灵动的图案、鲜艳的色彩所

展现的美，总能让我怦然心动。”丽艳告诉
记者。

“从习惯了有固定工资，到从事刺绣没
有了稳定收入，最初也为生活和自己的前
途担忧，但毕竟发自内心地热爱奥日雅玛
拉刺绣，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定：既然选择
了，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坚持下去。”丽
艳平静地说。

丽艳结合奥日雅玛拉刺绣的特点，
在纯手工操作的基础上，研发机器刺绣
技艺。母女的非遗项目也得到了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政府的大力扶持，2017 年，
政府为其购置了近50万元的16头电脑
刺绣机等多种缝纫刺绣设备，带动了刺
绣技艺的传播。2019年，丽艳又研发了

“旋转绣花框架”，并获得国家实用技术
专利。

“要把这一非遗发扬光大，就要走出家
族传承的小圈子。”柏开花说。早在2008
年，她通过社会培训等多种方式让更多人
了解、掌握奥日雅玛拉刺绣，乌兰浩特市

乌兰哈达镇乌兰胡硕嘎查的农村妇女赵
金凤就是其中之一。“我特别喜欢这种刺
绣，今年春节，我绣了抱枕和哈达，柏老师
都回收了。农闲时，我既干了自己喜欢的
事儿，又有了收入，很高兴。”赵金凤对记者
说。

柏开花还开设了刺绣社团，吸引了一
批批中小学生，“非遗传承，也要从娃娃抓
起。”这是柏开花母女的心愿。张汇哲是刺
绣社团的第一批学员，他不仅学会了刺绣，
还学会了制作蒙古族服饰。“在柏老师的指
导下，我自己做了一件蒙古族坎肩，参加正
式场合的活动时我就会穿上。”今年已经读
大四的张汇哲告诉记者。

奥日雅玛拉刺绣从民间流传到成为非
遗代表性项目，柏开花母女花费了大量精
力。“它从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中来，是生
生不息的刺绣文化，我们要很好地传承保
护，带动更多居家妇女学习、实践、传承、致
富，让它永葆生命活力。”柏开花对未来信
心满满。

儿子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家庭，母亲全身心投入植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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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自力

我家是个大家庭，全家十几口人，
遇事总能坐下来好好商量。

爷爷退休前是小学校长，是我们
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长。他非常开
明，遇事喜欢通过家庭会议商量解
决。几十年来，一家人和和气气，尊老
爱幼，直到现在。

父亲兄弟四人，都成家立业。最
小的叔叔结婚那年，小婶婶要分家，说
人太多不好煮饭。近二十口人的家
庭，众口难调。爷爷召集大家开家庭
会议，讨论这件事。大家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也了解了小婶婶的难处。最
后，绝大部分家庭成员认为分家理由
不充分，要继续生活在一起，保持家庭
和睦。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分家，
家人之间热心互助，齐心协力把日子
越过越好，我家成了远近闻名的“五好
家庭”和“党员之家”。

“读完初中，出去务工”，这是当时
我们那里流行的一句话。我初中毕业
时，面临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是
继续读书还是出去打工？为此，爷爷
召集全家人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建议
我读师范学校，并征求了我的意见。
我那时不懂什么，听大人的话便是。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回老家当教师，

而我的同学多半在外漂泊打工。直到现在，我都
非常感谢爷爷组织的那次家庭会议，在我懵懂无
知时给了我最负责任的爱，且一直温暖着我到现
在。

去年老家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村里想把我家
旧屋拆了做广场。家人意见不统一，爷爷在家庭
会议上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现在开展的
美丽乡村建设，是我们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
有新房子住，把旧屋拆了，把环境搞美丽了，这不是
好事吗？”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大局家人同意拆掉旧
屋。后来旧屋被拆了，搭了戏台，建了广场。爷爷
常去那里遛弯，晒晒太阳聊聊天，整天乐呵呵的。

我和妻子搬到县城后，回家少了。但我们的
小家遇到什么事，总是习惯商量着来，拿不定主意
就回老家和大家一起商量。不管大事小事，大家
都坐在一起商量出个结果，这也成为我家的好传
统呢。

我说家风家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李恒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她为世界上三分之一
的重楼物种命名，为中国建立了世界上唯一的
重楼资源库。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九三楷模、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等。

2023年1月12日，李恒安然离世。在整
理母亲遗物时，儿子王群路黯然神伤。从退休
起，他就谢绝了企业返聘，放弃休闲娱乐，把自
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来陪伴母亲外出开
会、科考、调研，充当母亲的司机、助理、秘书，
相伴相随，母亲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有很
多想法才刚刚着手实施，自己明明还可以搀扶
她走得更远……

今年，王群路一家被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推荐为“最美家庭”，获评的理由是家人之间最
真诚的付出，特别是儿子对母亲那种无所保留
的爱。王群路则说，是母亲的言传身教让他懂
得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追求。

至爱亲情

人们仰望奋斗者昂扬向上的英姿，记住他
们在人生巅峰时刻的精彩瞬间，然而，对于奋
斗者来说，人生路漫漫，大部分时间单调、乏
味、寂寞，有时要经历痛苦、心酸甚至绝望，家
就是慰藉心灵的港湾。

1990年10月，61岁的李恒计划率队赴独
龙江越冬考察。此前，因“文革”等原因，她有
30多年被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韶华已
逝，李恒深知留给自己做出点成绩的时间不多
了。出发前，李恒的丈夫、昆明植物研究所的
园林设计师王今维突然病危，领导建议她留下
来，李恒逼着自己硬起心肠，把病危通知书递
给女儿和儿子，转身出发了。

考察期间，李恒染上疟疾、摔断肋骨，几近
病危，情况危急时，她抽空录下对工作的安排
和对家人的嘱托，万一走不出峡谷，就算是遗
言。野外工作结束后，李恒用了四年时间，整
理鉴定了考察采回的7075号植物标本，出版
了第一部《独龙江植物名录》，完成了独龙江种
子植物区分研究，并首次提出了“掸邦—马来
亚板块位移对植物区系的生物效应”的假说，
1995年独龙江植物越冬考察及独龙江种子植
物区分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在普通人退休的年龄，李恒的事业才刚刚
开始，她必须争分夺秒。不久后，姐姐一家出
国，照顾父母的重任就落到王群路身上。

柴米油盐、日常家务，琐碎具体、耗时费
力、旷日持久。当时，王群路的孩子刚上小学，
自己手里还有大量工作。父亲体弱多病，有一
次住院超过半年，王群路夫妇相互理解支持，
在照顾好孩子和老人的同时，做好本职工作，

没有一天迟到、早退。
王今维离世前，依然是儿子在医院照护。
那年李恒 79岁，周末也在办公室里度

过。但自丈夫去世后，李恒主动放弃了周末在
办公室的加班时间。每到周六，她就到儿子家
里住，和孙辈们待在一起，周日晚上再回自己
家——当然，工作要照样做，王群路家里有一
台她的专属电脑。

王群路夫妇的默默付出，让李恒能全身心
投入工作：80多岁时，她仍自费外出考察，到
山区给农民做知识普及和选种指导；90多岁
时，她仍坚持“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不愿“躺
平”的她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尽管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有一次李恒
告诉儿子，每天从家走到办公室的路上，她会
刻意在王今维题写的“标本馆”石碑旁驻足，那
种感觉就像他还在身边一样。

那一瞬间，王群路突然明白了，母亲和父
亲之间，有超越时空的、更为深厚的情感，支撑
彼此为了理想抱负、为了更高远的人生境界而
不懈努力。

自强自立

1961年，王群路的父亲王今维接受蔡希
陶先生邀请，发挥自己在园林建筑设计方面的
特长，到云南参加建设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
物园。

李恒支持丈夫，举家从北京迁到云南，不
仅一切要从零开始，还要赌上孩子们的前途未
来。当时昆明植物研究所远离城区，女儿和儿
子只能在附近农村学校读书，而李恒的俄语翻

译专业没有对口岗位，她只能边学边干，从头
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白天，她和同事劳动工
作，晚上，挑灯夜读学习相关知识，有时通宵达
旦……李恒把工作视为人生目的，渴望有所成
就，对物质生活，能吃饱穿暖即可，其他别无所
求。

尽管缺少父母的陪伴、教导，但不讲吃穿，
勤奋工作，崇尚精神追求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王群路姐弟。

王群路读初中时正值“文革”，父母受到不
公平待遇，姐姐则远赴云南省德宏插队，家里
只剩下他一人。他去看望母亲时，李恒绝口不
提艰辛和苦难，相反，津津有味地向儿子讲述
自己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向一起劳动的吴征镒
老先生学习植物知识的喜悦。

初中毕业时，由于家庭原因，王群路几经
波折，最终在昆明重机厂当了一名清沙工，负
责清理打磨铸造成品。每天下班，汗水浸透
衣服，全身都是油污，如果防护不当，打掉的
飞边毛刺还会烫伤皮肤。在这个全厂最脏、
最累的岗位，王群路勤奋工作，他不愿被人瞧
不起。遗传自父母坚韧的性格和自立自强的
精神，支撑着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光，也让他领
悟到，人在无依无靠时，精神的力量更为重
要。

那段时间，每当领到工厂当作劳保福利下
发的罐头，王群路就拿去探望母亲。母子见
面，他只说工作单位待遇好，发罐头、肥皂。儿
子的乐观让李恒产生错觉，不仅为儿子找到

“饭碗”高兴，还一度认为清砂工是厂里最好的
岗位，直到多年后知道真相，一想到当年十几
岁的儿子在弥漫着粉尘和巨大噪声的车间里

辛苦工作，仍会止不住地心酸。
王群路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厂

里的技术骨干，拥有4项国家专利，他说一生
最大的骄傲是靠自己的努力，在普普通通的岗
位上，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堂堂正正地赢得社
会对自己的认可和尊重。

回望人生，缅怀母亲，王群路欣然领悟，正
是因为母亲的倔强和坚持，最终让她取得今天
的成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自立
是父母传给这个家庭最大的财富。

孝老爱亲

经济上自给自足，精神上互相给予，这是
王群路一家的相处之道，他们彼此真诚相待、
理解包容，又各自独立互不干涉。

生命不息、工作不只是李恒的座右铭，只
要力所能及，她更愿意自己照顾自己。李恒
没有特意追求养生，但她平时开玩笑说，自己
要特别注意身体，活着就要健康，活得要有尊
严，死就死个痛快，不能拖累子女。似乎印证
了自己的话，李恒离开时平静而安详。这一
生，无怨无悔。因为子女孝顺，李恒生前经常
说：“我是一个幸福的老人，我有一个圆满的
家庭。”

王群路坦然接受自己的平凡人生，认为钱
够花就可以了，不用和别人比吃比穿比房子大
小。他从不啃老，没向妈妈伸手要过钱、寻求
物质帮助，更不用说借助妈妈的影响力，打自
己的小算盘了。温馨而真实的感情维系着一
家人的亲情，一家人在事业上互相关心，在生
活中相亲相爱。

王群路转岗从事计量精密量具维修工作
后，李恒提醒儿子，一定要总结实践工作中的
经验，写成文章，最终形成可以推广的学术成
果，这样才能做出更大贡献。在母亲的鼓励和
帮助下，王群路在专业期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
篇论文。

一次，厂领导请王群路演讲，宣传自己的
技改创新，他不擅于写文章和使用电脑，母亲
主动帮着他梳理思路，修改演讲稿，儿子帮忙
操作电脑，三代人一起，顺利完成他人生中第
一次技改成果的公开推广宣讲。

李恒生前经常感叹儿子对家庭、对父母付
出得太多太多。王群路的书房摆满母亲的重
要资料，他对母亲的故事如数家珍，记住所有
资料的摆放位置，李恒有需要时，他随时都能
找到。

家里曾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到儿子家
过周末是李恒最快乐的休闲时光，小重孙让
这位太奶奶停下工作陪他游戏，挑战太奶
奶，看看谁背的唐诗多。李恒重温以前背过
的唐诗，每个周末都要在小重孙睡前，和小家
伙比一比，一老一小打闹嬉戏，欢笑声不
断。这些，如今都成为王群路一家人温馨的
回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姜军旗

“存阴骘心，干公道事，做
老成人，说实在话……”《近溪
隐君家训碑》前，一堂廉政文化
现场教学课正在进行。参观者
在听完讲解员联系实际的生动
讲解后不住点头，连连称赞。

这是山西省太原市文物保
护研究院双塔博物馆“弘扬廉
政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展最寻
常的一幕。

从一代廉吏吕坤《近溪隐
君家训碑》的家风家训，到明
代晋王府“宝贤堂”的廉政文
化，再延伸到“凌霄双塔”的文
风文脉。“弘扬廉政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展运用大量的史
实、史料，讲述古代能臣廉吏
的清廉家风和近现代红色家
风故事，深刻阐明“不论时代
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
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
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

让文物发声 与历史对话

位于太原市迎泽区郝庄村
的永祚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山西省国宝级文物保护利
用试点、首批“山西文化记忆项
目”。因寺内现存始建于明万历
年间的双塔，又称双塔寺。

永祚寺内除被视为太原地
标的“凌霄双塔”外，无梁建筑
大雄宝殿、明晋王《宝贤堂集古
法帖》，以及明代牡丹均闻名海
内外。寺内收藏的260余通碑
碣刻石集中，集各代著名书家
的墨迹于一堂，堪称石刻版的
中国书法史。这些文物中不乏
反映廉洁奉公和家风家训的内
容，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丰
富素材。

“馆藏文物中的《近溪隐君
家训碑》，是明代大儒吕坤在山
西任职时所刻。”双塔博物馆公
众服务部副主任韦芳介绍，吕
坤是明代著名廉吏，一生历经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与沈鲤、
郭正域并称万历“三大贤”。《近
溪隐君家训碑》短短两百多字，
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
值，也成为鉴古通今、彰显中华
家风家训和廉政文化的重要文物。

以文物为载体，以廉洁为主题，将反映廉洁文
化内涵的历史文物有机整合，深入挖掘馆藏文物
蕴含的廉洁文化内容。自2021年开展的“弘扬廉
政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展览，正是双塔博物馆深
入挖掘馆藏文物价值的一次成功尝试。

展览包括“丰碑墨海辉映双塔”“一代廉吏传
承家风”“监察史鉴缘法而治”和“巩固初心知史砺
行”四大模块。参观者听廉吏故事，诵清廉家训，
书家训金句……他们从传统家风家训中感悟古人
修身齐家的智慧，谈理想抒发立志报国之情，跨越
时空与历史对话。

“文物背后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承
载着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谈到廉
政文化展览的意义，双塔博物馆馆长崔晓东表
示，从事文物工作，不仅仅是保护和研究，还应
深入挖掘、系统阐释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
时代价值，让文物“活”在当下，积极融入时代、
拥抱变化，为人们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
的精神动力。

把受众请进来 让精品走出去

激活文物“廉”基因，释放清廉正能量。双塔
博物馆通过廉政文化展，变静态的参观为互动式
的党性现场教育。开展以来，共为全市党员干部
开展免费党性教育现场教学近百场，6000余人在
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今年春节，双塔博物馆在官方抖音
号上陆续推出永祚寺、普光寺、圆通寺古迹介绍系
列直播活动，通过讲好文物故事，让深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古建焕发光芒。

双塔博物馆在挖掘馆藏文物价值的同时，还
和周边学校联合开展活动，开展文化进校园活
动。通过打造家风故事情景剧，招募“小小讲解
员”，举办开学季“开笔礼”，让“活”起来的文物走
进中小学课堂，提升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知和自信。此次廉政文化展中最接地气也是最活
泼的一部分，便是征集的百余幅中小学生手抄报
和书法作品，孩子们图文并茂呈现的革命岁月，表
达了童心向党和红色基因的代代传承。

2021年，巾帼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双塔
博物馆副馆长鲁玲领衔打造的《吕坤“近溪隐
君家训”的家风文化及现实启示》入选太原市
党性教育精品课程、妇联“家庭家教家风”名师
讲堂、山西干部在线学院和全国文博网络学院
课程库。

把受众请进来，听文物背后的故事，送文化精
品课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传统文化在这

“一进一出”中得以弘扬，历史与文化自信在潜移
默化中得以增强。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一所所保存
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存、积淀和丰硕成果
的“大学校”，就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
根脉所在。崔晓东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下一步，双塔博物馆将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借鉴国
内外优秀文博单位创新成果，挖掘文物的时代价
值，推出更多导向正确、内容优质、形式新颖、传播
效果突出的文博全媒体作品，提升文化遗产影响
力，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以及家庭教
育、廉政教育向更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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