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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最近勤快些，赶在

‘五一’前多绣点，这个假期

生意应该不错……”4月 23

日上午，阳光明媚，成都龙泉

驿区大面街道龙安社区陈再

英工作室里大家正有说有笑

地飞针走线。

爱上蜀绣
苦练独臂绝技

陈再英 3 岁时和家人去打
米厂打米，一个踉跄左手不幸
卷入转动的打米机中，左臂肩
部以下全被压断。虽然仅剩一
只手，但陈再英还是学着做农
活。“刚开始挖地挥不动锄头，
用不好力，有时还要挖到自己
的脚。”陈再英回忆说。

2007 年成都市残联开设精
工织补手艺培训班，陈再英想学
门手艺为家中增加收入。学了
第一期觉得不敢接活，怕把别人
的衣物给补坏了。接着又去学
第二期，没想到第二期同期推出
了蜀绣课程。“第一眼看到蜀锦
厂老师的作品时真是惊叹，不敢
相信是绣出来的。看到绣布上
泛着光彩的花鸟虫鱼，反复地问
这是用手绣的吗？怎么这么漂
亮？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
这门好看的手艺。”

为了踏上绣娘之路，陈再
英 花 了 不 少 功 夫 。 最 大 的 难
题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动作——
用 一 只 手 穿 针 引 线 。 别 的 学
员 两 手 搭 配 着 在 绣 布 一 上 一

下时，陈再英还在用胳肢窝夹

针，左肩配合着调整方位，右
手 捏 线 头 一 次 次 对 向 针 头 。
在不断的练习中，她摸索出自
己的方法。如今每次穿线，陈
再 英 将 针 别 在 左 边 衣 服 肩 上
固 定 ，另 一 只 手 对 准 针 孔 穿
线。熟练的她，现在比一般人
穿针快很多。

蜀 绣 根 据 不 同 作 品 需 要
达到的效果，不同图案需要不
同粗细的线，有时候需要将手
中的线分成很细的数根丝，最
多 的 时 候 要 将 一 根 线 分 8
次。“一只手操作肯定比常人
慢，需要一次一次练习。我还
需要手口配合，有耐心。刚开
始学的时候急到哭，但确实喜
欢刺绣，还是坚持了下来。”说
起自己的学艺过程，陈再英不

独臂绣娘陈再英
用拳拳爱心绣出精彩人生

由得有些自豪。
因为对蜀绣技艺崇拜

不已，刚开始时她每天第
一个到学校学习，最后一
个走，周末还给自己“加
餐”在家练习。就在出师
之后，只要有相关的培训，
陈再英也会积极参与，不
漏过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乐当老师
培训学生上千

黄 天 不 负 有 心 人 ，
陈再英几乎每天苦练技
艺 ，10 年 后 的 2017 年 ，
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给她颁布了优秀
传承人提名奖。“对我来
说是个肯定，鼓励我把
蜀绣做下去。生活没那
么 苦 ，要 学 会 苦 中 作
乐。”她说。

蜀绣给陈再英带来
了乐趣与满足，她十分
愿 意 分 享 给 别 人 。 身
边 的 朋 友 看 她 绣 得 漂
亮 ，请 她 教 ，陈 再 英 却
不 收 学 费 。 为 了 让 她
帮助更多的人，龙安社
区 专 门 为 她 腾 出 两 间
面 积 两 百 多 平 方 米 的
空间，打造了陈再英工
作 室 。 在 这 里 有 整 齐
的 绣 架 、明 亮 的 灯 光 ，
陈 再 英 有 足 够 的 空 间
教 授 辖 区 内 的 特 殊 群

体 和 下 岗 再 就 业 人 员
学习蜀绣，社区也以陈
再 英 的 励 志 故 事 激 励
大家自主创业。

“学员中印象最深的
是女孩儿夏天（化名），她4
岁时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
右手。相似的经历，让我
对这个徒弟倍加关心。每
年寒暑假时夏天都会来学
艺，我见她来去不方便，干

脆让娃娃住在家里面。”陈
再英说，一些职业学校和
公益机构也常常邀请她去
讲学。从 2008 年开始收
徒，加上培训班开课，教过
的学生已经上千。“年纪小
的只有4岁半，年纪大的已
有70多岁。虽然我只是个
小学毕业生，但仍被大家
称呼老师。帮助他们学会
一门手艺，希望真能帮他

们解决就业问题。”

产品创新
带领学员致富

目前，陈再英经常为社区

和一些学校作蜀绣文化及技艺

的培训，城内各区不定时的集

市是她和学员作品的卖场。个

人微信中，她加有三四十个集

市群，一有开市的通知，她便立

马报名“抢”摊。从多年的摆摊

销售中她发现，蜀绣产品必须

创新。以前她都绣大件，一幅

作品动则两三个月才能完成。

产品精美观赏度高，可是摆摊

时看的多、卖的少，经常一天都

未开张。只赚吆喝，不赚钱怎

么行！

蜀绣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
奢侈品，陈再英要将自己和学
员们制作的蜀绣变成日用品，
让普通人也用得上、买得起。
于是，陈再英将绣品的面积缩
小，把作品绣在帽子上、衣服
上、围巾上……她自己还买来

小配件制作蜀绣耳环、项链、发

簪……经她的改良创新，摊位

前 很 快 人 气 爆 棚 ，多 了 很 多

“真”买家。从以前一幅作品千

元起，到现在一对耳环几十元

到上百元，时尚的年轻人秒变

她的粉丝。好多买家加她微信

要求定制、预约产品……销路

被她打开了。

除了绣制出丝丝生动、光

泽 亮 丽 且 层 次 过 渡 自 然 的 锦

鲤、熊猫，陈再英也将流行元

素融入作品中。在钥匙扣、箱

包、徽章上创作，让蜀绣成为

日常用品上的点缀。“我有时

会带上学员边绣边卖，这样摆

摊 时 生 意 会 更 好 。 买 主 能 直
观 感 受 一 针 一 线 的 不 容 易 。

生意好时，一天能卖好几千元
钱。”陈再英说，让她最开心的
是 儿 子 谢 成 雨 接 过 了 手 中
针 。 母 子 俩 一 起 到 春 熙 路 摆
摊时，儿子被市民喊作“绣花
小哥哥”。看他绣花的专注样
子，当场还有女生想嫁给他。
不过，儿子有想法，他会自己
设计图案，并创新搭配。他有
手艺，稳定下来细心钻研，以
后一定会很厉害，当妈的为此
特别欣慰。

华西社区传媒首席记者 沈悦
摄影报道

蜀绣给陈再英带来了乐趣与满足。

母子一边摆摊一边交流蜀绣技艺。

陈再英与蜀绣制品。

身着亲手绣花的旗袍，显得格外精神。她可是大忙人，平时教学

生蜀绣，假期赶场售卖绣品，一帮大学生还追着为她拍记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