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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线要再柔和一些，每一针的运用要将头脑里
想到的思路运用到指尖，这样才能心手合一，京绣
艺术的魅力也在于此。”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非遗传承人何洪杰正在指导同学们进行
京绣实操。教室的四周，摆满她从教期间自
己收集和创作的京绣作品。置身其中，大家
仿佛来到了艺术的世界。

威严的龙、典雅的凤、吉祥的云……
图必有意、纹必吉祥，起源于宫廷的京
绣艺术在华美的纹样下具有考究的内
涵。时代在变，非遗手艺也要与时俱
进。在这里，何洪杰带领孩子们创
新纹样，绣出天安门、浙江红船、桂
林山水等祖国大好河山，为非遗
传承融汇了时代的创新。

2017 年 ，丰
职成立非遗专业，该

专业是国内首个以“非
遗”命名的中职类专业。

非遗专业建立了“京绣”“木
工”“玉雕”“景泰蓝”“金工”五工

坊，并以“工坊式”人才培养模式，
进行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即师父

带领徒弟学习，再“传帮带”给师弟师
妹，一起交流研讨。通过“工坊式”人才

培养模式，学生通过项目进行实践，并提
升技能。在工坊中，老师成为学生的师父，

不仅可以教授给学生知识和技能，并且可以
在匠心和匠品方面，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
“我们这个模式更加符合当今的教育体

系。如果将十几岁小孩扔到传统非遗工作室里
头，学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何洪杰说，因此将
非遗纳入中职教育，是比较科学的。在北京市
教委牵头下，丰职和北京联合大学实行“七年贯
通制一体化”培养模式，学生在丰职上五年，再到
联大上两年，可取得本科学历。

作为首家开设非遗专业的中职院校，没有
先例可参考，非遗专业的老师们探索出了“双
师”制的教学模式：校内老师+聘请非遗传承人
大师来校指导，“大师手里的功夫都非常好，但
是他不会讲。而我们的教师，可以将大师传授
的技艺，转化为学生能够领悟的语言。两种学
习模式相互补充，‘双师’的模式能够让孩子
们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非遗学艺的过程。”在
工坊筹备初期，何洪杰和同事一个一个走访
工艺美术大师，介绍学校的情况，希望大师能

来给学生讲课。令她感动的是，一听说是给学生上
课，没有一位大师拒绝。“景泰蓝工坊，我们邀请了
国际工艺美术大师李佩卿、玉雕工坊邀请了福建省
级工艺美术大师林建国，这些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
师，对于我们非遗专业的教学工作，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何洪杰的师爷——京绣第五代代表性传承
人李树堂大师，九十多岁的高龄，也会拄着拐杖来
学校里指导学生的京绣技巧，鼓励孩子们好好学
习，将来把京绣技艺发扬光大。

感念于各位工艺美术大师的鼎力相助，何洪杰更
加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心。同时来自学生的回馈，也
让她确定，她的付出是有意义的。有一位学生让她印
象深刻，因为家庭原因刚进校的时候是“叛逆少女”，
但何洪杰发现她酷酷的外表下对待绣活儿非常用
心。“我问她愿不愿意加入工坊，她‘嗯’了一声。”后来
这个孩子的转变让何洪杰非常惊喜，“绣《江山千里
绣》的时候，时间紧任务重要熬夜赶工，这个孩子刚做
完阑尾手术，隐瞒自己的情况也来了，后来因为伤口
发炎要去买纱布我才知道。”何洪杰说，后来这个学生
也正式成为她的徒弟。

“非遗专业每年有一百多名毕业生，我会在其中
选择几个收徒，作为京绣第八代代表性传承人。”何洪
杰目前有五个徒弟，她也有自己的一套收徒标准：首
先要人品好，其次要能吃苦，最重要的是手艺要好，要
能把京绣技艺传承下去。

在学校教学间隙，何洪杰会到中小学去上体验课，
很多学生就是通过体验课对京绣产生兴趣，进入丰职
深入学习。“2021年我在赵登禹中学上课，有一个小姑
娘怯怯地加了我的微信，去年她入学告诉我，正是因为
那节体验课，她开始了解京绣、爱上京绣。”说到这，何
洪杰很开心，“播下一颗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生
根发芽。我的责任就是多播种，静待他们成长。”

何洪杰，
师从第六代京绣代表
性传承人李凤茹，现为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非遗专业教研组长、丰台
区非遗学科兼职教研员、中国工
艺美术学会会员、北京市非遗保护
协会会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
员。京绣作品《为党祝寿》荣获全国工
艺美术创新设计博览会银牌。2021年
第二十四届冬奥会京绣系列作品《六
合同春》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在
冬奥文化广场进行展览展示，得到社
会广泛关注；2022年，何洪杰带领学
生团队独立设计绣制中共二十大
献礼作品《江山千里绣》系列作
品，该作品被学习强国、北京
市人民政府网等报道宣
传，现收藏于北京工艺
美术博物馆。

京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京绣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刺绣工艺，明清时期大为兴盛。它用料考究，
制作工序复杂严谨，需要经过画稿、扎稿、磨稿、刷稿、上绷、选线配色、刺
绣、整理绣品等工序才能完成一件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是“图必有意、意必

吉祥”。京绣不仅代表着曾经的皇家艺术之巅，更在新中国工艺美术
领域承担着重要的使命。2014年11月，京绣被

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版文/记者 郭晓妍
摄/记者 姜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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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
沿袭传统绣法
一针一线精益求精

京绣，又被称为“宫廷
绣”，是“燕京八绝”之一，主
要针法有盘金绣、打籽绣、
圈金绣、平绣。京绣纹样主
要有山水花鸟、龙凤麒麟、飞
禽走兽等，每一个都有特定
的含义，呈现荣华富贵、国泰
民安的吉祥景象。制作工序
复杂严谨，在正式绣之前，还有
许多准备工作。

“首先是画稿，将线稿描在
纸上，然后开始扎稿，用针按图扎
出细腻的小孔。”何洪杰拿出扎好
的硫酸纸，上面密密麻麻的针孔勾
勒出一个花朵纹样。“虽然扎了这么
多孔，但纸的两面是平的打磨过，不
然就会影响后面刷稿的效果。”所谓

“刷稿”，就是用刷子刷上一层特制的
粉，粉从小孔漏出，纹样便留在布料上，
然后才能上绷、配线、刺绣。

何洪杰熟练地演示京绣的制作过程。
她从小学习刺绣，拿着绣盘一天连脖子酸了
也不想放下针。大学毕业后，何洪杰接触到了
京绣，被华美大气的风格打动，便一发不可收
拾。她遍寻全市的京绣传承人，放弃周末和节假
日，系统性地跟随大师学习。随后，正式拜京绣第六
代代表性传承人李凤茹为师，同时担任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非遗专业“京绣工坊”的负责人。磨练自己
技艺的同时，何洪杰也在教八岁的女儿学习京绣，“我希
望她以后也能走这条路，传统文化需要一代代人去传承。”

传承传统的同时，时代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针法和
图纹并不能全部满足如今的需求，在何洪杰看来，要在守正
的前提下挖掘新时代的内涵。

变化 绣出手艺创新 传统非遗焕发新活力

谈及最费心的作品，何洪杰说起带领学生历时八个月绣出的《江
山千里绣》。作品长 3.4米、宽 56厘米，取材于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
江山图》，用京绣技法还原原作青绿的江南山水。为了展现时代风貌，
何洪杰和学生们选取了全国 34个省份的特色风物和建筑绣在其中，实现
非遗传统技艺和现代设计的融合。

从山西悬空寺、甘肃莫高窟到江西井冈山、浙江红船，从桂林山水、山
东泰山到天津港、港珠澳大桥，从贵州“中国天眼”到内蒙古“风力发
电”……“选择内蒙古特色的时候，我觉得蒙古包不够典型，带着孩子们把内
蒙古‘十四五’规划学习了一遍，看到内蒙古在未来的五年要着力打造生态
能源体系，于是我们就选择了风力发电，采用京绣传统的盘金绣，将风力发电
机绣在山水之上。”

走近看《江山千里绣》，青绿色的山脉层次分明，形态饱满；由金银丝线
绣制的建筑，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制作过程并不容易，何洪杰带领十
余名学生，分为两个组紧锣密鼓地赶制。到了最后收尾的阶段，免不了要熬
夜，怕孩子们走夜路不安全，何洪杰带着四个学生住在自己家。“孩子们的眼
熬得红红的，但最后完成的那一刻都值了。”作品目前存于北京工艺美术博
物馆，何洪杰说，“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自己的作品，这对孩子们是个极大的
鼓舞。”

不仅是图纹，何洪杰在针法、用料上也有创新。传统的京绣只求威严华
丽、能体现皇家风范，而不注重实用和经济性，针法有时会出现勾线的问
题。怎样才能用刺绣的方法更牢固地展示出纹样？何洪杰苦恼了很久，有
天她看着手腕上的编绳灵光一现，想到可以将编绳的技巧融入刺绣中，于
是独创了一种叫“盘柳梗”的绣法。这种针法绣出来的作品，既结实又
美观。记者用指甲刮了刮以“盘柳梗”绣出的祥云，纹丝不动，牢牢地
扒在绣布上。

典藏 广纳珍品 打造小型京绣博物馆

除去上课，何洪杰大部分时间都在“京绣工坊”，带领学
生们完成一幅幅京绣作品。走进工坊，映入眼帘的是两套
清代宫廷服饰，通体刺绣、色彩华美，“这是清代的老物件
儿，五爪龙袍和吉服。”何洪杰说，她去年看了《逃出大英博
物馆》，不忍心精美的文物流落海外，下定决心收藏了这两
套吉服。工坊四周的墙上也挂满了绣品，“这个是我师爷李
树堂大师的作品，这面墙这些都是清代的，有一品官员的
补子，还有马面裙的图案……”何洪杰滔滔不绝地介绍自
己收藏的精美绣品，“我工作了十二年，工资都用来买这
些了。”

何洪杰想把工坊打造成一个小的京绣博物馆，学生们
在这里学习遇到困难，可以直接看清代的原品。“收藏的这
些作品代表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准，可以让学生感受
到最正宗的京绣技艺，长期沉浸式学习也可以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一些教育更是润物细无声的，何洪杰说，很多学
生现在受老师影响，也会攒钱收藏一些珍贵绣片，为传承与
保护京绣技艺尽绵薄之力。

传承 “双师”工坊制 学原汁原味京绣技艺

展示京绣纹样展示京绣纹样 绣京绣作品绣京绣作品

何洪杰与同学们讨论京绣纹样何洪杰与同学们讨论京绣纹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