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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耐心、坚韧……
她们的力量值得被看见

■周家伊、钮玮南

说到刺绣，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而近几年，刺绣也在年轻人中频频
出圈，甚至火到国外，闲暇时候来一
针，成为很多人空闲时间的选择，老
手艺又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
嘉兴秀洲，便有一种独特精美又不
失生活气息的传统刺绣技艺——洪
合刺绣。

走进洪合镇文化站，洪合刺绣
非遗传承人王雪敏正在为之后的刺
绣培训班做着准备。洪合刺绣历史
悠久，是清末时期洪合妇女日常装
扮与劳动的重要装饰品之一。“像我
们这一代，还有我们妈妈这一代，或
者再往前一代，刺绣几乎是人人都
会的。”王雪敏介绍说，洪合刺绣也
由此发展而来。

在洪合镇，围裙被称为“小围
身”。最初的洪合刺绣在传承苏绣
的基础上，于围裙腰带的刺绣中衍
生出了展现中国传统戏曲故事的
绣艺，这是江南民间刺绣中一个独
特的现象。细细地端详洪合围裙
腰带实物，最精彩且最有故事性的
就是腰带上这些在乡村人人谙熟
的故事和剧目。“上面绣什么剧目
没有定数，全看绣它的人的喜好。”
因此，每一条“小围身”上的图样都

折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梁祝》《雷峰塔》《桃花扇》等

经典爱情故事倾注着年轻姑娘对人
生的期许；“长命富贵”“福寿双全”
等代表着生存与繁衍的艺术母题，
体现着乡民对生活与生命的执着；
薛仁贵、薛丁山、花木兰这些常出现
在戏文里的英雄，成就了绣女们腰
带上的英武姿态……传统的洪合刺
绣充满着朴素的理想，这些美好的

愿望，化为腰带上一个个鲜活的形
象，在一针一线中静静地流淌。

由于受到苏绣影响，洪合刺绣
也非常强调针法、绣法的综合运
用。短针细密，针脚平齐，片线光
亮，追求对比统一。“小围身”上的
刺绣多用真丝线，以保绣样的光泽
度。尤其在绣制人物时，为了表现
人物脸部的嫩肤，多使用平针，造
型稚拙，在体现画稿原貌的基础上

进行艺术再创造。方寸之间凸显
精美典雅，折射出农家妇女朴素的
审美情趣。

同时，由于脱胎于民间艺术又用
于日常生活，虽然受到苏绣影响，洪
合刺绣在技术上却不像四大名绣那
样复杂。王雪敏说，“我们这个刺绣
其实不难，也很好上手，往期的培训
班里也有许多没有接触过刺绣的年
轻人，一期下来基本都能独立完成
一幅作品。”洪合镇文化站定期开展
的刺绣培训班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了
这一传统民间美学，也让这一老手
艺得以传承下去。

“现在线的选择上更多了，会
用棉线也会用毛线。”谈到洪合刺
绣的变化，王雪敏这样说。随着时
间的发展，洪合刺绣不仅在原材料
上有了变化，在绣样选择和呈现方
式上也有了许多变化。

为了让更多不熟悉刺绣的人
更好地体验这门手艺，许多时候会
用棉线代替操作要求更高的真丝
线；随着传统“小围身”渐渐从日常
生活中淡出，洪合刺绣转而更多地
出现在了杯垫、桌垫、挂坠等现代生
活中常见的物品当中。

朴素的民间之美、精巧又易学
的手法、融于生活的底色，这便是洪
合刺绣的独特魅力。

“ 小 围 身 ”里 绣 出 生 活 底 色

■普陀文旅

梭儿尖尖线儿长，千梭万梭
织网忙……千张笑脸映彩霞，姑
娘们上了光荣榜。渔家那个姑
娘喜洋洋，决心今年大干一场
……这是舟山普陀民谣《渔家姑
娘织网忙》的歌词。

在舟山普陀的渔岛，可以看
到三五渔嫂手握渔梭，不紧不
慢，编织着渔网，闲话家常。仿
佛那一梭一线中，能把时间沉
淀，日子也一如从前，看不到岁
月的痕迹。

在渔嫂们的巧手之下，那串
起的渔梭上下翻飞，变化多样，
一个个结留下纵横交错的缜密，
一张张精致的渔网随之成型。
织好的渔网在海边、在码头，成
为了海岛一道不可缺的风景。
在出海之日，一张张渔网带着所
有海岛人的梦想，撒向大海，收
获丰盛的渔获。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织渔

网是普陀渔嫂的日常劳作方
式。丈夫们出海捕鱼，留守后方
的她们用双手日复一日地编织
着渔网。

一个人，一把竹椅，一支竹
梭，一团渔线。她们把每一只网
结都织得牢牢的，双手已满是老
茧，时间就在这平淡又不平凡的
生活中流逝。

如今，织渔网这项技艺已鲜
有年轻人会了。如果有兴趣，还
可以在舟山蚂蚁岛或虾峙岛，体
验一支小小渔梭织就大大渔网
的魅力。以“渔梭”为主要创作
元素的文创产品，也以另一种鲜
活的方式，把渔业文化延续下
去。

舟山市普陀区博物馆的创
意书签样式精致，质地优良，凸
显普陀民俗文化。在2022年浙
江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大赛中获
金奖。岁月如“梭”，一把小小的
渔梭，编织起了普陀渔家大大的
生活。

渔 家 女 儿 织 网 忙

人说，她们是撑起世界

的“半边天”，有人说她们是精致生

活的“女神”，在生活的繁华背后，

每个女性都可能是一个平凡的英

雄。她们在沉默中承担着责任，面

对着挑战，与命运角逐。

今天故事中的她们，都是生活

中最普通的女性，不被定义，无关

年龄和职业，但每一个“她”都值得

满满的敬意。她们的力量，值得被

看见！

有

■吴越悦

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懂得发现生活之美的人，更能
拥抱快乐。在金华永康，就有这么
一位善于发现美，并能将这份美更
好地雕琢出来的手工达人，她叫墨
痕（网名）。

果肉做洗涤剂、果核做手工艺品

在小区、街头，我们时常能看到
一种树上挂着圆圆的，如龙眼般大
小的果子，这种果子，不少人都认识，
叫无患子果。去年12月份，墨痕看
到路边有不少无患子掉落，便捡回家
一些，将果肉部分用来做洗涤用品，
里面的核则用来做手工艺品。

在这过程中，墨痕发现，要把果
肉跟果核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刚开始用指甲剥，速度慢不说，
剥多了，指甲还疼，手上还会沾染上
很多粘液。后来，处理多了，她总结
出了方法，就是用剪刀先剪一刀，再
将核取出来。

准备好无患子核之后，就是打
孔了。刚开始，墨痕尝试做一些简
易的手串。挑选的时候，尽量挑圆
一点的无患子核，还要大小均匀，眼
睛看可能不太准，于是，她特意买了
卡尺。

从网上买了手动打孔器，但墨
痕发现手动打孔打一颗无患子核就
要花费好几分钟，加上无患子核会
打滑，更是不好操作，容易伤到手。
于是，她更新了设备，买了一台自动
打孔机，几秒就能搞定一颗。

有了这个装备后，做起手串来就
更加方便了。之后，她还做过一些念
珠，为了搭配平时的衣服，她还特意
设计了相关风格的耳环、项链等。

因为之前买过一些其他材质的
手串，有些不太喜欢的，放在那里已
经多年未戴，所以，墨痕利用无患子
核，重新将它们打散进行改造。而
搭配上红玛瑙、绿松石、珍珠等材质
的无患子核，也别有一番风味。

已陆续捡了近250公斤无患子果

从去年的12月份到现在，墨痕

已经陆续捡了近250公斤无患子果。
用墨痕的话来说，自从开始做

无患子核手工艺品后，就一发不可
收拾，所以她一有时间就会想，做一
些什么有趣新奇的玩意。

有一次，墨痕看到无患子核的
外形跟木鱼很像，于是开始构思做
缩小版木鱼，光是打磨造型，就花费
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最后出来的效
果很不错，大家看了都连连称赞。

她还用无患子核做过猫爪、太
阳花等造型的工艺品，用来做小挂
件。

无患子的寓意还有无忧无患，
做起来的手工艺品，墨痕一般都是
自戴或者送给家人、朋友。

墨痕说，其实无患子手串的制
作方法历史悠久，故宫里就收藏了
一串用无患子核制作的朝珠。文物
买不了，但是自己做的文玩一样
好。再加上无患子是“0元购”，果
肉、果核都是宝，这一环保方式，也
值得更多人知晓。

墨痕说，生活中，每个人对美的
定义都不一样，有人认为金银珠宝

是美，华服浓妆是美，而她就是希望
用自己的双手，雕琢定格生活中的
小美好，并将这份美好传递给身边
懂得欣赏和需要这份美好的人，“这
便是我所追求的生活中的小确幸
吧！”

她将无患子果实做项链、手链、耳环

雕 琢 生 活 中 的 小 美 好

垃圾分类 绿色亚运 广告

为进一步深化垃圾分类理
念，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生
活方式，鼓励引导辖区群众养
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3月5

日，绍兴市
柯桥区分
类办及综
合行政执
法局、华舍
街道，开展
了以“雷锋
精神永传
承，分类有
我谱新篇”

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他们
将弘扬雷锋精神和垃圾分类志
愿活动有机结合，在全区助推
形成人人争做雷锋、人人参与

垃圾分类、共同保护环境的良
好氛围。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一起
重温了雷锋的先进事迹，学习
了雷锋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
高尚品格。随后，志愿者们通
过观看垃圾分类宣传片及由
区分类办工作人员讲解垃圾
分类知识等多种形式，让大家
对生活垃圾如何分类、为何要

“定时定点”投放有了更多了
解。

接下来，志愿者们分成两
个小组：一组在社区服务中心

开展垃圾分类趣味活动，通过
一些简单且娱乐性强的小游
戏，让社区居民学习生活垃圾
分类小知识；另一组走进商业
街各商铺及小区居民家中，分
发资料并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提升居民知晓率。

通过活动，柯桥区用实际
行动把雷锋精神落到实处，向
居民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生
活方式，帮助居民增强垃圾分
类意识，使垃圾分类工作更加
深入人心。

袁薇薇 摄

雷锋精神永传承 分类有我谱新篇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
识，增强辖区儿童“爱绿护绿”环
保意识，3月1日下午，杭州市临
平区临平街道新颜社区在水漾幼

儿园，组织开展了一
场以“垃圾分类‘植’
有你，绿色环保润童
心”为主题的多肉盆
栽DIY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
者向孩子们介绍了多
肉植物的形态特征、
种植步骤和注意事
项。随后，跃跃欲试
的孩子们一个个变成

了“妙手花匠”，找位、扎根、埋土、
植入、装饰……看着五颜六色的
多肉盆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家养盆栽植物一般由花、枝

叶、泥土组成，这类植物垃圾该如
何分类处理呢？”“我知道！我知
道！它们都属于厨余垃圾，可以
用来绿化堆肥！”手工制作完成
后，志愿者开展了垃圾分类知识
的讲解和普及，帮助小朋友们在
实践中加深印象，掌握垃圾分类
技巧，一问一答入脑入心。

活动将垃圾分类宣传与种植
盆栽相结合，不仅锻炼了孩子们
的动手能力，还将绿色环保的种
子植入孩子们心中，在潜移默化
中引导他们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
良好习惯。

樊静怡 摄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植植””有你有你 绿色环保润童心绿色环保润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