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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人们用手工刺绣的方式，将花朵繁茂的春日盛景，一针一线地绣进一幅
幅精美作品中，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看到各色文创产品琳琅满
目。绣娘们正忙着压条、拉丝、绣花样，对面还立着几部手机。绣娘们手上针线不停，不时抬起头来对直
播间的观众讲解彝族刺绣的历史与创新。合作社创办人——全国人大代表、小凉山彝族刺绣项目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乔进双梅，讲述了传承非遗的心路。

将向往的生活绣成诗彝族刺绣：
谷雨之后，繁盛的

春渐远，盛大的夏将

至。在自然与人文的交

相辉映里，马边绣娘们

把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用手工技艺给予表达。

乔进双梅告诉记

者，她是在母亲的耳濡

目染之下爱上了彝绣。

乔进双梅八九岁时学着

拿针，十岁便能在布上

绣出各种栩栩如生的

花朵。

彝族刺绣以独特的

针法技艺闻名，刺绣纹

样多取材于自然风物，

用简洁的几何线条表现

山川草木。“我们的灵感

通常来源于平时所见到

的事物，以及花草树木的

更迭变化。”乔进双梅表

示，刺绣记录了以前人们

对自然的朴素认知。

“小时候，我常看母

亲绣花。”乔进双梅说，

彝家女子的手，绣得出

山河，撑得起家。

采访中，乔进双梅

和绣娘们徐徐展开一幅

清明上河图——这件4

米长、50多厘米宽的彝

族刺绣巨作，是七八个绣

娘用两三年时间绣制而

成，俨然成为马边花间刺

绣专业合作社的宝贝。

一位绣娘自豪地介

绍，当时卷轴上没有底

稿，她们从“画卷”的四

个角落往中间绣，用最

简单的“十字绣”针法接

力完成。遇到极其考验

针法的地方，乔进双梅

会亲自上阵参与。这幅

收藏在合作社里的作

品，曾有商人出数十万

元购买，但她们始终不

舍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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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彝绣历史源远流

长。据陈寿《三国志》记载，公

元223年，诸葛亮拜“叟帅”孟

获、孟琰、爨（cuàn）习为将，其

夫人在蜀习得汉绣，传授昆叟

女子，形成彝绣。

彝族刺绣形制丰富多样，

并将绵羊毛作为丝线主要材

料。颜色上，以黑、黄、红三色

为主，其他颜色多作点缀和勾

勒，色彩多元化；图纹上，主要

以器物、人物、植物、动物等图

案为主；针法上，有盘绣、贴绣、

补绣、压边绣、剪贴绣，样式立

体多元化。

2008 年 6 月 7 日，彝族刺

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

边彝族刺绣技艺入选第五批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2015年，乔进双梅凭借精

湛的刺绣手艺，成立马边彝族

自治县首个刺绣专业合作社

——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

社，在马边广场有一个超 300

平方米集展示展销、网络销

售、线下体验、研学交流等一

体的展厅，在华西大道有一个

60 平方米的加工、销售实体

店。累计带动800余人增收，

每年实现增收产值1000余万

元，成为当地就业增收致富的

“法宝”之一。

由此，乔进双梅成功当选

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2021年2月26日，她还当

选2020“中国非遗年度人物”。

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

用零投入、零成本、零风险“三

零模式”，带着当地女性将“老

手艺”变成“新饭碗”。如今，更

是搭上直播带货的“快车”，白

天绣花，晚上直播拓宽销售渠

道。“现合作社900多位绣娘，

人均年收入增收超1.5万元。”

乔进双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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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进双梅展示彝族刺绣《清明上河图》。曾洁 摄

乔进双梅的刺绣作品。

乔进双梅在刺绣。

乔进双梅携团队

把彝绣的传统纹样和

现代元素结合，研发了

各种产品——从西装

领口的图腾刺绣到彝

绣熊猫玩具；从丝巾上

的云纹渐变，到车载香

囊的立体盘绣……

为了开拓市场，乔

进双梅跑遍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从南到

北的繁华大都市她也

去过。她的努力没有

白费，最终推出的绣品

受到市场欢迎。这些

绣品既保留了彝族刺

绣的风格，又结合时尚

进行了创新，并且色彩

鲜艳，一经推出，好评

如潮。

如今，乔进双梅朝

着更大的目标前进，准

备成立一家更大的彝

绣加工厂，召集更多绣

娘加入手工创业。同

时她还希望能通过彝

族刺绣推动旅游业发

展，带动其他彝族产业

走向世界，实现全地区

共同富裕。新一代绣

娘正以针为笔，续写着

新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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