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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顾绣作为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

艺流派，起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族，

成名早于苏绣等“四大名绣”。而顾绣用

刺绣作“画”的历史，距今已有 400多年。

两次亮相进博会

初秋的阳光有些难得，照在松江乐

都路一栋旧楼上。循着楼梯走上四楼，

浓浓的古意缱绻而来，楼道里静得听不

见声音，“松江顾绣研究所”几个字立

在眼前。入了门，便见到了年过六旬的

传承人钱月芳，浅浅的笑容、轻柔的声

音，发髻轻挽、婉约端庄，眼里透出一

片纯净与静谧。

钱月芳指给我们看，她刚才正在勾

画一幅《水仙图》，这是为徒弟们准备的

“作业”。灵动的绿叶或低垂或舞动，娇美

的花朵或含苞或绽放，在她的笔下，“水

中仙子”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幅图看

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内容和变化。”

她边划动手指边解释，“你看这些叶子，

有的地方有笔停顿，有的笔触又细而尖，

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姿态。有的线条

深，有的线条略浅。顾绣区别于其他绣

种，绣娘要有对画的理解，也要有自己的

设计。”透过光亮的玻璃案台，绣布上的

线条清晰生动。

钱月芳说，制作顾绣的第一步是选

择勾画的蓝本，大多取材于山水、花鸟、

人物等文人绘画。此次带到进博会的两

幅绣作，《荷花图》是以画家郎世宁的画

作为蓝本创作而成，《春天》选择的是松

江画家吴玉梅的作品。松江顾绣已两次

亮相进博会。

钱月芳说，顾绣用的丝线非常细，一

根线要劈成 1/16、1/32，甚至 1/256。将一

根普通的线劈成到 1/256时，几乎淡得

快看不见，只是在空气中透出光亮。进博

会上，她也展示了劈线的绝活。“这不是

炫技，其实是想把顾绣整个工序解剖开

来，让更多人了解顾绣。我们用的是蚕宝

宝丝，特点是天然而有光泽，入绣能达到

平、齐、匀、松、光、泽、密的效果。”她说，

好的顾绣作品就像制作千层糕一样，要

经过很多道工序，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和

创造。“作为绣娘，不但要绣艺精湛，还要

对画有理解和创造。一幅绣品少则用几

月，多则要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完成。绣制

的细节很多，哪怕是选色，都十分不易。”

我们在顾绣研究所的一间库房里看到，

橱窗里，上百捆丝线被堆放得密密麻麻。

顾绣规定，一个单线的色，从深到浅过渡

就要有十多种。

四十余年做绣娘

绣娘功夫深。十年，始可言精通；二

十年，制作速度渐上台阶；三十年，开始

有自己的设计；等到四十年，积累了足够

的经验，就能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从 19岁学顾绣，到如今年过六旬忙

于传授，钱月芳在绣架前一坐就是四十

多年。有好友调侃钱月芳：“你啊，就是个

绣痴。”钱月芳笑笑说：“这是句好话，意

思是我喜欢顾绣，又坚持一件事做了半

辈子。”

上世纪 70年代，当时小有名气的松

江设计师梁景惠等人建议重拾顾绣，松

江县召回了散落民间的绣娘。在松江工

艺品厂里开设了顾绣车间。从那时起，钱

月芳一头扎进了顾绣的世界，师从戴明

教（后被评为 “顾绣唯一的国家级传承

人”）。

当绣娘，先练心。钱月芳说：“‘绣’与

‘修’同音。从事顾绣，就是修心，肯静心

做事，必须要有坚守、情怀和修行。刺绣

时，我们要连续几个小时不说话，绣到紧

要地方更是只能屏气凝神。”学顾绣，还

要不怕难，敢于突破。早在工艺品厂做绣

娘时，钱月芳总会挑颜色复杂、画面内容

丰富的“蓝本”来绣。“选择难的来绣可能

更费时间和精力，但我想突破！艺术是无

止境的。白天做不完，我就带回家，晚上

坐在床边，静静地绣。”

1998年后，松江工艺品厂倒闭。兜

兜转转间，顾绣车间转入松江镇办企业

电子仪器厂。刺绣是门比较枯燥的活，那

时绣娘工资不高，工作环境也不好，最后

只留下了 6个人，钱月芳就是其中之一。

“幸好这些年大家开始欣赏顾绣，有

很多人喜欢我们的作品，这门手艺才得

以延续。政府也十分重视顾绣保护工作，

终于使顾绣迎来了春天。”在 2006年第

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上，顾绣得到了保

护，同年，松江顾绣研究所成立。十余年

间，由钱月芳亲自带教，不断涌现出心灵

手巧的年轻绣娘。在深圳第二届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会上，她与伙伴绣制的郎世

宁 16幅《仙萼长春图》系列作品荣获金

奖，她本人也多次受邀前往国外参加民

间传统文化交流。

如今的钱月芳依然自称“绣娘”，现

在她白天在研究所指导学生，晚上回到

家，就坐在绣架旁，沉浸在顾绣的世界。

“吃好晚饭我要一直绣到 11 点多才睡

觉。”钱月芳对我们说，她最近在绣一幅

新作，这幅作品对她来说是新的突破。

“四十多年了，基本没停下来过。要

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心里是真喜欢，

才不会感觉寂寞和时间长。”钱月芳说。

传承再难亦坚持

顾绣正在慢慢走出去，但顾绣的传

承之路，钱月芳走得并不轻松。2002

年起，钱月芳挑起了培养顾绣接班人的

重任，她尽心尽力，倾尽所能，把自己

30年来的经验整理成册，从最简单的

拿针、穿线教起，再到色彩搭配，几十

种针法如何运用，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

生。钱月芳带教的 27名学生中，现在

只剩下 6人，最近又新来了一名弟子。

“前几年有些学生中途放弃了。这两年有

些离开的人也想回来了，还有年轻姑娘

找上门来想学顾绣。”钱月芳说。

近年来，松江区也在积极推动顾绣

进校园活动，岳阳街道每年投入 100多

万元扶持顾绣研究所。令钱月芳欣慰的

是，如今，徒弟们学得很认真。“现在有顾

绣展览的活动，我都会推荐她们去，给她

们一些学习锻炼的机会。”在钱月芳的影

响下，女儿也开始学习顾绣。钱月芳说，

她现在就想好好带学生，让顾绣艺术一

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文/ 剑 箫

   著名哲学家罗素认

为，“具有强烈的爱好，活

动恰当适宜，且不受个人情感影响，成

功地度过老年决非难事。 只有这样，长

寿才真正有益， 源于经验的智慧才能

得到运用而不令人感到压抑。 ”句子似

乎很拗口， 如果要归纳为简单的一句

话， 那就是： 强烈的爱好可以抗拒衰

老。 显然，罗素把“强烈的爱好”当作长

寿的重要前提条件了。

罗素的话有没有道理？ 每个人根

据自己的经验和见闻， 都可以得出结

论。 我想，剔除个别的案例，大部分人

的判断应当是正向的———确如罗素所

言的那样。 佐证的例子当然不难找，画

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等，书法

家有沈尹默、林散之、赵朴初等，演艺

界有秦怡、王丹凤、黄宗英等，其他文

化艺术领域，这类高寿者比比皆是。

因此，我们相信，像《半世顾绣情，

十指长流芳》一文中的主人公，虽然年

近古稀， 倘若没有不良的遗传基因或

自身硬核的健康问题， 长寿是完全可

以预期的———因为她有强烈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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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
心中热爱，怎么
能数十年如一
日地绣下去 ？”

钱月芳浅浅一
笑，“所谓匠人精神，大多源于
真正热爱。 这份爱规避了喧
嚣、抵抗了诱惑、耐住了寂寞，

让人甘愿冷板凳一坐许多年。

我观察过，不管是做雕刻、绘画、摄影，

还是其他， 很多在某一行做得优秀的
人谈到自身体会时，大多是守着初心，

且愿意花费很多时间、 下功夫去研
究。”如今年逾花甲的钱月芳，依然在
顾绣上寻求自我突破。在她看来，艺术
是无止境的，所谓的佳境永远“在水一
方”。同时，她也希望有更多人理解顾
绣， 有更多绣娘持之以恒地传承这门
艺术， 让这一非遗文化永远焕发勃勃
生机。她希望顾绣能走出闺门，走出国
门，以其独特的魅力去与世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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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拂，枝丫点绿，浅粉色的桃花簇
拥着绽放枝头，突然一片花瓣飘落水中，引
得鱼儿竞相追逐⋯⋯在刚结束的第二届进
博会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顾绣”
的传承人钱月芳带来了两幅灵动明媚的顾
绣作品，她还和两名弟子为中外来宾现场展
现了顾绣的技法与魅力。

半世执着一件事，轻挑慢捻绣丹青。作
为松江顾绣传人中的代表性人物，钱月芳
19岁起坐在绣架前学习顾绣，一绣就是四
十余年。今年 65岁的她，退休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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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月芳顾绣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