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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门“吱”地打开，声音打
破小镇清晨的静谧，王良洪睡
眼惺忪地站在门口对记者说
道：“你们稍等我下。”然后趿着
拖鞋转身走向院子。

这段时间，这位95后男生
的工作有点繁忙，整理新工作
室、保持日常绣花直播、完成顾
客订单，除此之外，还要接受来
自天南海北的采访，因此，熬夜
成了他的常态。在他身上，“布
依族”“绣花”“男生”，光是这三
个关键词的碰撞，就足以延伸
出诸多讲述。

“你们想要聊点什么呢？”
简单梳洗后，王良洪坐在我们
面前。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聊什
么。表面上看起来，大家会好
奇一个男生为什么会学绣花，
但我个人觉得性别不应该束缚
职业选择，工作没有性别区
分。”记者答道。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现在我的直播间里，还有 90
后、00后的男生来学绣花。”眼
前的王良洪瞬间有了精神，开
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作“绣”
绣眼睛所见，绣心中所想

王良洪的新工作室在贵
阳郊区一个安静的古村里。村
口的石门已有百年历史，上面
贴着全国古村落的证书。这
里不算热门景点，居住的大多
是老人，石片屋顶上忽的会有
猫跳过。

这是王良洪第一次将工作
室开到省会城市。前屋后院，
芭蕉树和绣球花，郁郁葱葱。
这里原本是他大学老师的老
宅，闲置已久，王良洪和伙伴用
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改造，将其
区分为顶层展示作品、中层接
待客人、下层为工作室的功能
分区。

如非必要，他很少离开院
子。“做我们这行，就是要静得
下来。”王良洪说。

他最近完成的作品，是为
一位布依族女子的结婚证件照
设计服装。女子的丈夫是一位
台湾青年，她希望自己的嫁衣
能和记忆中母亲的嫁衣一样。

王良洪知晓这件嫁衣的
分量，但任何对时间的复刻都
不会轻松。他需要四处寻找
搜集30多年前的老丝线和面
料，寻找那时结婚的照片，他
找到老人家去回忆当时嫁衣
的款式、刺绣的图案。最基础
的细节完成后，他才开始设计。

“我们是一个会以绣针记录

时间、表达感情的民族。”指尖翻
转之间，王良洪觉得自己感受
到了民族的记忆。传统的布依
族刺绣纹样分为两个方向，有
几何纹样，比如“万”字、“寿”
字，还有抽象纹样。它的独特
体现在，在绣花鸟、蝴蝶等现实
生活中具象存在时，会进行主观
意识上的改造，“这也体现了我
们布依族的一个性格，就是绣眼
睛所见，绣心中所想。”

最终，女子的嫁衣上被绣
上了几何纹样的祝福，也有象
征美好寓意的花鸟，还有布依
族刺绣中代表驱邪的虫子，“所
以最后成品的效果跟她母亲当
年的嫁衣几乎一模一样。”王良
洪说，他们前后花费了近两个
月时间完成的这件绣衣，最终
被定格在女子的结婚证上。收
到照片时，王良洪觉得自己也
有一种幸福感，“因为每个作品
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又以布依
族的刺绣为载体进行展现，在
新旧之间碰撞出了属于当下的
最佳表达。”

兴趣
大学男生向绣娘学刺绣

对于王良洪而言，在拿起
绣花针的千百种缘由中，性别

是最不值得考虑的一项。
他的家乡在贵州省安顺市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那是
一个保存着完好布依族特色的
地方。在王良洪的记忆里，刺
绣被一针一线密密缝进了布依
族人的生命中。他喜欢到了冬
天农闲时，屋外天气湿冷，屋内
家人们围坐在火塘边，一边烤
花生、红薯，一边绣花聊天。

时间在针线之间，变得缓
慢妥帖。

“现在都会觉得，拿起绣
针，时间似乎就静止了，等到再
抬起头，才惊觉已经过去了大
半天。”王良洪一直相信，那些
属于布依族的刺绣，有着一个
民族的记忆。相比其他类别的
刺绣，布依族刺绣的青、蓝、白
等颜色清新素雅，蜡染、织锦等
也包含深意。

2021年5月24日，布依族
刺绣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传统思想里，布依族男
性很少接触、学习纺织刺绣技
艺。因此，天生对此感兴趣的
王良洪在中学时，只会偷偷在
家尝试蜡染，设计刺绣图案。
直到进入大学，冥冥之中选择
了设计专业的他，在导师的指
导下，开始尝试把设计专业的

知识和传统技艺结合，看看两
者之间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六年前，王良洪开始向绣
娘们系统学习刺绣技艺，这是
他第一次真正直面大家对于男
生学习刺绣的不理解。

“身边看到我的任何一个
人都会发出感叹，说男的怎么
也绣花。”尽管一直觉得自己是
个内心足够强大的人，但王良
洪最初还是不好意思当众拿起
绣花针，另一方面，父母也对他
的选择表达了不理解。

于是，王良洪反复给父母
讲道理，“每次我都会给母亲
说，以前你们吃的稻米亩产多
少，现在你们吃的稻米亩产多
少？这两者还能一样吗？可这
个变化是一代代的研究者和农
人在农田里实践、创新得到的
成果。”

改变都是悄然发生的。王
良洪渐渐发现，身边加油的声
音多了起来，在直播中，网友们
不但鼓励他，还会在他需要帮
助时，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
原本不理解的父亲，现在也对
他说：“如果真的要去做那么一
件事，就要轰轰烈烈做好它，不
要半途而废。”

创新
生活就像蜡染，有百种蓝色

目标明确的努力，也碰撞
出更多可能性。

在向绣娘们学习了布依族
刺绣的基本针法后，王良洪开
始想要加入创新的元素，例如
在色彩上，他希望有更多选择
呈现。“单就红色，也可以有深
红浅红，更精准的表达。”同时，
很多新的材料，包括以前没有
的面料都可以使用，只不过手
法依然是布依族传统的手法。

因此，王良洪开始计划去
打造一个涵盖民族服饰、生活
潮牌等一系列的生活产品，“我
觉得布依族服饰的精髓要尽可
能保留，然后一定要融入到生
活中。”他觉得这并非一件不可
能完成的事，因为改变就在身
边悄然发生着。

工作室有10多位绣娘，年
纪最大的已经60多岁，她们分
散在贵州各地，王良洪在线上

分配任务。最初磨合时，有些
绣娘会比较执着，一遍遍地问
王良洪：“我们用了一辈子的刺
绣方法，怎么到你这里就换了
一种方式？”

但最终的成品让绣娘们开
始接受这些创新，如今，他们会
随时探讨如何让作品有更好的
呈现。

“所以观念的转换需要时
间和交流。”王良洪说。也因
此，他一直坚持在线上直播解
说刺绣，在镜头下，他通过易懂
的语言讲解熟练针法，让更多
人了解布依族的服饰与文化。

在直播间里，跟着他学习
的人中，有全职妈妈、大学老
师、大学生、职场白领。甚至有
开设刺绣课的大学老师，会让
学生到直播间学习，“我们有一
个微信群，学生每次绣了什么
东西都会分享到群里，让我来
指导。”王良洪说。

这些都给了王良洪信心和
勇气。这些年，他接触到了不
同刺绣类别的传承人，大家相
互交流和帮助，“感觉就是，有
一群人其实都在默默做着同样
的事。”

这样的幸福感，也随时能
够被感知。例如，在王良洪每
次回家时，父母都会挑灯帮忙；
在每次客人拿到货后充满喜悦
时，还有绣娘们因为刺绣让自
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时，“每
个人的笑容都是我幸福感的
来源。”

今年年初，一位在国外读博
的布依族女生找到王良洪，想要
拥有一套纯手工的民族服装。

王良洪和伙伴一共 3 个
人，花了足足半年时间去完
成。他们在还原布依族老传统
时，也加入了女生自己的想法，
例如在服装版型上，使用了西
式立体剪裁，但保留布依族的
传统样式。

“我觉得生活就像蜡染，有
百种蓝色。只要坚持下去，在
千百种可能性中，总会有新的
惊喜。”对于王良洪而言，一针
一线之间，就有他的千百种可
能，他乐享其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杜江茜 梁家旗 徐瑛蔓 罗
彬月 摄影报道

岁岁年年烟火味儿，碎碎念念人间事儿。
四季流转，每个月都有专属的色彩和故

事。刚刚过去的9月，有人入了学，有人开
始了第一份工作，大多数人都在看似重复的
每一天里踏实努力着。于是，我们想要讲述
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一个打破性别的刻板
成见、乐于绣花的男生的故事。

祝福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能永远
坚持一份从容和松弛感，如果没有，那至少
能有片刻欢乐。

绣花的

王良洪的工作室外，晒着染好的布。

王良洪和绣娘在一起绣花。

男生
对于王良洪而言，时间在针线之间变得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