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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滿繡是瀋陽獨有的
刺繡技藝符號。滿繡是滿
族刺繡的簡稱，是清皇家
文化、地位等級的標誌，
又稱「中國清朝皇族刺

繡」。滿族刺繡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金
代的「女真刺繡」。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
（今瀋陽）稱帝後，滿繡成為皇家文化、
地位等級的標誌。
2008年，滿族刺繡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滿繡第四代傳承人
楊曉桐（滿文名巴彥殊蘭）則在2012年
創辦了以滿族刺繡為主營業務的瀋陽盛京
滿繡文化藝術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簡稱
「盛京滿繡」）。「我想讓盛京滿繡成為
世界人民『買得起、用得上』的藝術品，

讓遼寧地區孕育的手工技
藝和文化產品回歸生活、
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楊曉桐說。
出生在一個滿繡世家，楊曉桐4歲開

始便學習滿繡，從此與滿繡結下了不解之
緣。她的曾外祖母烏爾古察氏生於1892
年，精通刺繡。祖母哈爾哈覺羅氏，精通
滿族盤金繡，1921年作為皇后婉容娘家王
爺府的繡娘，為婉容繡過嫁衣。母親舒穆
祿氏，創造了堆綾、打子、鋪絨等技藝，
並受到當時西洋文化的影響，融入手工編
織技術。
如今，歷經百年發展的滿繡既保留了自

身的藝術特色，又借鑒了蘇、湘、蜀、粵
四大名繡的技藝特點，登上了藝術的頂
峰。

「 我 想 我 應 該 就 是 那 個 火
種。」吳楠逐漸認識到，自己在
當時邁出的一步，成為了改變整
個村子女性生活的重要一步，更
為滿繡扶貧在全國的推廣播下了

點點火種。如今，在遼寧省、河北省已先後成立
了 107 個「盛京滿繡技藝傳承扶貧（孵化）車
間」，繡娘人數已達1,623人，其中建檔立卡戶
154人，人均月收入達2,000元左右。

傳人打破傳內不傳外
滿繡是在 2018 年經論證後開啟產業化之路

的。作為扶貧項目，盛京滿繡公司創始人楊曉
桐打破了滿繡「傳內不傳外」的封閉保守傳承
方式，與鄉村脫貧帶頭人、駐村第一書記共同
探索出一條讓鄉村實現「造血」的可持續發展
之路——即由盛京滿繡集團公司設計款式，發
派給各扶貧車間進行定量製作，雙方確定了先
培訓、再簽約、後回收的合作模式，公司派遣
優秀教師在各車間進行免費培訓，並與培訓通

過的人員進行簽約，保障被扶貧人員利益。訂
單完成後，公司對作品進行回收，按作品數量
結算工資。

繡娘攜作品首出國門
這樣一條產業化扶貧之路正是從錢家溝村燃起了

星星之火，一件件滿繡作品不僅讓這些繡娘鼓起了
腰包，從根本上激發了貧困群體和留守婦女自身內
在的脫貧動力，更改變了她們的生活。錢家溝村骨
幹繡娘楊雪，也是因為滿繡第一次走出國門，化身
傳統手藝人，將小鄉村的滿繡作品推向世界。

今年1月在日本舉辦的第十四屆「名古屋中國
祭」上，中國友協聯合遼寧省友協主辦的「服飾
裏的中國——盛京滿繡」文化展成為此
次其中一大亮點。就是在這裏，楊雪
帶着大家的作品在名古屋向日本觀
眾近距離展示，「日本觀眾對盤
金繡、打籽繡等繁複的滿繡技法
都非常感興趣。」楊雪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

與經濟上的改善同步，錢家溝村繡娘們的生活也在
悄然發生着變化。「從過去有時間就去小賣店打麻將
變為到刺繡基地繡活，從過去的聊家長裏短，到現在
談論怎麼配線配色，如何提升工藝，加快進度。」這
些變化看在張雲路的眼中，也真正影響了錢家溝村的
女性。「八十後」的繡娘徐芳就對參與滿繡有着更深
刻的認識，「做了滿繡，就感覺到忙碌了一些，也讓
生活更有意義了，這也是一種傳承，也培養了我們對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興趣和愛好。」

培養興趣愛好 技藝大幅提升
徐芳的話也道出了很多繡娘的心聲，這些很少離開

村子的女性，通過滿繡打開了一扇藝術的大門，「不喜
歡根本就繡不了，而且你需要自己琢磨配色，顏色怎麼
過度、怎麼銜接、怎麼繡出來好看。」從打籽繡、盤金
繡到平繡，從荷包、手包到官補、龍袍，兩年多的時
間，這些鄉村繡娘們的技藝和作品層次都有了大幅提
升。「在去年5月開展的首屆中國旗袍文化節『中國滿
繡最美繡娘評選』中，我村有兩人獲得一等獎，7人獲
得特別貢獻獎。」張雲路頗為自豪地說。
吳楠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她手機中保存的各

式滿繡繡成品的照片，「每次繡完一個作品，哪怕是個
小花邊，我都照下來留作紀念。」吳楠和其他繡娘也有
過在外打工的經歷，「以前也在飯店當服務員打零工，
但你看我們現在的工作環境，乾淨、風雨吹不到，過去
全是泥的手現在也開始要注意保養了。」吳楠靦覥地笑
笑，「這份工作給我們很體面的成就感。」

錢家溝村增收情況
扶貧車間啟動前

過去，每人年均收入7,000元。而遇到天
災（大旱、蟲災）時不僅顆粒無收，更
要賠進全部成本，每畝耕地成本在350
元左右，按每人3畝耕地計算，一戶三口
之家的耕地投入成本在3,000元左右。

扶貧車間啟動後

2018年 8月扶貧車間啟動以來，到今
年7月，錢家溝村村民通過滿繡累計增
收50萬元，先後有近60人參與滿繡培
訓，完成刺繡作品2,000餘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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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籽、盤金、平繡……小小刺繡針在鄉

村繡娘吳楠手中靈活盤錯，一個上午，由

她自己配色配線的一塊滿繡紋飾就完工

了，這也意味着她一天至少可以增收十多

元（人民幣，下同）。和吳楠一樣，在位

於遼寧瀋陽法庫縣錢家溝村的盛京滿繡

扶貧車間，二十餘位鄉村繡娘正勤勞地

用雙手織出一條貧困山村的致富之

路。滿繡扶貧車間在這裏啟動的兩年

多來，已累計為錢家溝村帶來了50萬

元的增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瀋陽報道

滿繡產業化 火種播全國

香港文匯報記
者來到錢家

溝村時，正趕上這個偏僻鄉
村的農閒時光。然而這種寧靜在

吳楠看來卻並不愜意和輕鬆，「我們
這裏十年九旱，農閒大半年沒有收入，

就是靠天吃飯。」長久以來，這個頗為原
生態的小山村裏的260戶共900口人的生
計，都寄託在玉米種植和散畜養殖上，人均
年收入僅有7,000多元，屬於較貧困地區。

激活農閒婦女勞動力
轉折發生在2018年，駐村第一書記張雲路下派

到這裏。「在調研走訪中，我發現農閒時，村內
的女性剩餘勞動力較多，」張雲路快速發現了這
裏的問題——村裏的女性往往以打麻將、閒串門
等方式消磨時間，「這樣既容易因錢財引發口角
造成鄰里不睦，也浪費了大好時光。」張雲路馬
上調動自己在原崗位上的資源力量，確定了與非
遺產業化項目、滿繡非遺傳統技藝第四代傳承
人楊曉桐創辦的盛京滿繡公司的合作。
「滿繡上手迅速、場所多樣、時間靈活，各
類商品也有良好的市場表現。」歷經多次協
商、反覆論證，滿繡的用工特點完全適合
錢家溝村女性勞動力的現狀，最終雙方
確定了先培訓、後簽約、訂單式、有
保障的合作模式。「學員們只需
要一周的免費培訓就能上

手，每天收入最高可
達80元。」

然而很快，村民們
的反應讓張雲路始料未
及，「村裏只有4個人報名，
大部分村民反應冷淡。」如何調動
積極性？吳楠成了關鍵人物。「大家
是擔心學不會，也擔心拿不到工錢。」吳
楠回憶起當時的心態，「我在村裏經常組織
跳廣場舞，挺活躍的，張書記就找到我，說可
以送我去免費培訓。我也猶豫了十多天，最後
想那就去看看吧。」當年5月她成為村裏第一個
走進盛京滿繡公司學習的人，在那裏她得到了系
統的培訓，拿到了第一筆工資480元。

首次出糧後報名大增
吳楠成為了滿繡與錢家溝村的一座橋樑，她一

邊在公司學習，一邊通過微信向村裏人介紹滿繡
的歷史、手藝以及能帶來的切實增收。「傳開了
之後，報名的有一百多人。」當年8月，在錢家
溝村村部成立了盛京滿繡坊錢家溝村刺繡基地，
即如今的扶貧車間，第一批學員達到20人，由
盛京滿繡公司負責為基地提供訂單。
「訂單逐步增加，我們的收入也有了保
障。」坐在寬敞乾淨的工作車間，吳楠一
邊打理手中的繡線，一邊跟香港文匯報
記者說起滿繡給這個小村莊帶來的變
化，每個人每年增收至少2萬元，
「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有
的手藝好被選到公司，一
年 能 有 三 四 萬 收
入。」

滿族刺繡 皇家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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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村第一書記
張雲路（左二）參
加錢家溝村中秋節活
動。 受訪者供圖

告
別
麻
將
枱

收
穫
成
就
感

■■錢家溝村的繡娘年齡跨度從錢家溝村的繡娘年齡跨度從「「五十後五十後」」到到
「「八十後八十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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