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言：“指穷于为薪，
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传
蓉其实一直关注着一群失
业的妇女。“我们这个地方
很多女性没有工作。但她
们手巧，平时在家针线活做
得也不错。”张传蓉透露，
2008年，郫县妇联通过技能
培训、市场培育等手段，吸引
农村妇女加入“绣娘”队伍，
实现居家灵活就业。她的公
司承接了妇女居家就业蜀绣
职业技能的培训工作。

2013 年 ，受 郫 县 残 联
“阳光家园”项目的委托，公
司又承接了残障人士蜀绣
职业技能的培训和就业安
置工作，尽可能地为残障人
士提供就业工作机会。张
传蓉说，这些年来，公司累
计解决了 50 余名残障人士
的工作问题。

残障人士叶强就是免
费接受蜀绣技艺培训的徒
弟之一。因为从小瘫痪上
学不方便，又不愿忍受同龄
人异样的眼光，叶强选择了
辍学。但这个好强的青年
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未来。
2019 年叶强遇到了郫都区
残联的“阳光家园”项目，他
接受了免费的蜀绣技艺培
训，培训老师就是张传蓉。

刚刚接触蜀绣，叶强就
认为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
坚持下去。他说，“蜀绣刺
绣需要静心和专注，这么多
年的轮椅生活，我早已习惯
静心去做事情。”几次培训
下来，叶强不仅得到了认
可，张传蓉还直言他在蜀绣
刺绣方面很有天分，可以尝
试做一名男“绣娘”。如今，
叶强已经成为了郫都区犀
和社区工作站的一名正式
员工。

“直到现在，我们每周都
安排公益职业培训或蜀绣文
化体验活动，截至目前累计
了几千课时的蜀绣培训和推
广体验公益活动。”张传蓉
说，在公益这条路上，需要做
的事情还有很多。

“这次成都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指导、成都旅投集团
等单位联合主办了 2021 第
二届中国成都国际汉服文
化活动，我在群里得到消息
后就立刻去报名参加了。”
张传蓉直言，参加活动的初
衷是想推动和创新蜀绣的设
计理念。同时，通过平台和
更多的同仁交流汉服文化。

谈及蜀绣，张传蓉说每
一位绣娘都应该以针为笔，
将“指尖上的芭蕾”——蜀绣
的传统技艺好好传承下去，
用手中的针线，见证蜀绣的
兴盛，谱写蜀绣的未来。
封面新闻见习记者邹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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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赤鱼背
和杏色鱼腹被
密密匝匝地绣
在衣袖上，优
美的尾鳍被各
色丝线虚虚勾
勒 蔓 延 向 衣
身，小巧的淡
色鱼泡略略点
缀，一尾灵动
的红虎头龙睛
就在湖蓝色真
丝缎面裙摆上
游弋开去。这
样一件明艳又
清雅的蜀绣汉
服，就陈列在
“府河源蜀绣
坊”的衣架上。

10 月 8
日，封面新闻
记者在成都郫
都区影视城初
次见到了张传
蓉。一头利落
的短发，中等
个子，说话声
音很细。她告
诉记者，在第
二届中国成都
国际汉服文化
活 动 的 决 赛
中，她将用两
套蜀绣汉服参
赛。“两件汉服
是一套婚服，
三年前我们就
开始做了，一
共由两位绣娘
完成刺绣，最
近刚收尾。”

如今，学
习了 41 年蜀
绣技艺的张传
蓉已经是行业
中 的 领 军 人
物。张传蓉是
四川工艺美术
大师、成都非
遗传承人，同
时也是郫都区
残联蜀绣的指
导老师。她的
公司府河源蜀
绣工艺有限公
司，目前已经
培训 50 余位
残障人士学习
蜀绣，并解决
就业问题。

成都蜀绣领军者张传蓉：
用匠心传承“指尖上的芭蕾”

1970 年，张传蓉出生在
成都郫都区团结镇。在这片
钟灵毓秀的土地上，蜀绣文
化源远流长。张传蓉的母亲
和几个姐姐都是绣娘，她从
小在绣娘们的花绷边玩耍游
戏，跟随母亲学习一些简单
的刺绣技艺。这是她蜀绣道
路的启蒙开端。

长期的耳濡目染，让张
传蓉对蜀绣产生了浓厚兴
趣。1980年在绣娘们的指导
下，张传蓉开始学习实用品
刺绣的基本针法，绣些简单的
花花草草已不在话下。1986
年至1989年，张传蓉在郫县一
中高中部就读，在老校长赵安
仁的指导下，她认真学习书
法、绘画，为以后的蜀绣生涯
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基础。

1994 年，张传蓉进入成
都国寅工艺品有限公司成为
一名绣娘。这是一家中韩合
资企业，主要承接韩服上的
刺绣工艺订单。张传蓉介

绍，蜀绣刺绣中，双面绣是最
高境界的技艺，但传统的蜀
绣技师们认为“教会徒弟，饿
死师傅”，因此没有人愿意将
双面绣的精粹，毫无保留地
传授于别人。

“我只能在旁边默默观
看技师们怎么处理双面绣的
回针和针脚处理，分析每个
步骤，自己去悟出双面绣的
技法。”她笑着说，想不到最
后自己竟然将双面绣的技法
给琢磨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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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对张传蓉而言是一个转
折点。这一年，国寅公司遇上金融风
暴倒闭了，一时之间，这个28岁的青
年人对未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
茫。她回忆道，“那段时间，家里有一
位亲戚在郫县经营一家豆瓣厂，邀请
我去豆瓣厂工作。在家人的劝说下
我去了，担任营销助理的工作。”

豆瓣厂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当年
成功学方面的畅销书籍。初来乍到
的张传蓉，没有分配到具体的工作，
她就翻看起了陈安之的成功学书籍，
这一看就是十五天。在这十五天的
阅读中，陈安之的一句话给她留下了
深刻印象：“当决定一个选择是否正
确的时候，把这个选择的利弊都列出
来，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就一目了然”。

张传蓉在豆瓣厂总共待了十五
天，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转行做豆瓣的
销售工作还是继续坚持留在蜀绣行
业？最后和丈夫商量后，她决定再次
回到蜀绣行业。

1999年，重回蜀绣行业的张传蓉
已经成为了绣娘中的领头人。她从
成都送仙桥顾大姐、中式服装绣艺坊
那里承接订单，拿回订单后分配给以
前国寅公司的绣娘们。2003 年，她
又联系了成都春熙路正科甲巷的香
居坊，承接了大量服装刺绣的订单。
绣娘们都知道张传蓉是个能干的女
人，越来越多的姐妹们愿意跟着她
做蜀绣。

2004年，张传蓉的张记蜀绣坊开
业了。这一年张传蓉 34 岁，一路磕
磕绊绊，她终于开启了创业道路上的
重要一步。随着秀坊订单数量的迅
速 增 加 、业 务 规 模 的 不 断 扩 大 ，
2012 年作坊发展为府河源蜀绣工
艺有限公司，并打造了“蜀艺”中式
服装品牌。

另一边，张传蓉带领公司市场部
积极拓展营销渠道，开展线上线下双
渠道运营，他们在淘宝上开办蜀绣网
店，在成都锦里开设线下门店，专营

“蜀艺”中式服装。“绣娘们利用蜀绣
的一技之长有了稳定的收入。很多
绣娘并不隶属于公司，她们平时可以
顾家，我这边有订单就会分发给绣
娘，每完成一份订单，她们就可以拿
到酬金。”张传蓉说，这样的方式，让
越来越多的绣娘愿意跟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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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绣作品。

张传蓉指导孩子认识刺绣。

四川工艺美术大师、成都非遗传承人张传蓉。

蜀绣服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