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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十九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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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不显
她的技艺却不输旁人

幼时的张美娟家境贫
寒，从小帮人缝补衣物补贴家
用，十几岁时就能给破洞的衣
服绣上美丽的图案。父母看
女儿喜爱针线，鼓励她进了
兴仁镇的绣花厂，自此开启
了她长达51年的绣艺人生。

1972年，张美娟有机会
进入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学
习，系统地学习沈绣理论和
技艺，受到了沈绣传人张元
芳、万显珍、吴玥、朱美珍等
人的悉心教导，学习平绣、乱
针绣、抽丝等技艺，在工作实
践中不断学习积累新工艺、
新技术。

“刺绣，最讲究的就是静
心，所以我特别喜欢安静的
环境，年轻时在绣架前一坐
就是十几个小时，现在年纪
大了，每天也要绣三四个小
时。不管什么作品，只要出自
我的手，就绝对不能马虎，我
要对这个作品负责。”因此，除
了业内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知
道兴仁镇还有个民间绣娘。

虽然名声不显，张美娟
精湛的技艺却不输旁人。从
技术能手到刺绣新产品的试
样员，张美娟先后被南通、徐
州等刺绣公司聘请为刺绣部
辅导员，先后言传身教培养
了近200名优秀绣娘，使沈
绣事业的传承有了新的生命
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021年，在两场工艺美术精
品博览会中，张美娟的刺绣
作品《花篮图》《双马图》，分
别荣获省级金银奖。

绣了51年
她一辈子专注一件事

“你差不多一辈子就做
这一件事情，没想过放弃
吗？”“从来没有。”“为什么
啊？”“喜欢，就是喜欢。”绣了
51年，张美娟乐此不疲，从
花鸟翎毛、走兽动物到现代
儿童、佳人仕女，每一幅作品
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描稿、配色、选线、针法
都很复杂，每一幅作品都是
一个新的创造。”轻轻掀开绣
架上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
布，完整的《簪花仕女图》呈
现在眼前。“注意啊，小心点，
不要把唾沫星子溅上去了，
口水洗不掉的。”张美娟忍不
住叮嘱。其女儿周玲玲忍不
住感慨：“我妈每次绣前一定
要洗手、漱口，衣服要整洁，
平时也不让我们乱碰的。绣
架的边上全都要包上，绣一
点盖上一点，宝贝得很。”

《簪花仕女图》是唐代周
昉的名画，反映了唐时贵族
妇女的优雅生活情景，6位
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其侍
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张
美娟说，在绣制这幅作品时，
采用齐针、抢针、套针、擞和
针、施针并结合扎染针等多
种技法，严格用针用线，做到

绣线丰富和润，绣针细密、针脚
平齐，转折丝缕自然，整个画面
细致入微，形神兼备纤毫毕现。

“你看这只活泼的小狗，好似要
跳出来一样；这名贵妇的脸，也
是细腻自然，看不出刺绣的痕
迹。”说起心仪的作品，张美娟
就滔滔不绝。

传承沈绣
需要更多人潜心学习

女儿周玲玲是张美娟带出
来的第一个徒弟。“她小的时
候，我坐在绣架前绣，她就坐在
我的脚面上。”“我一抬头就能
看见我妈刺绣的背面。”受母亲
的影响，周玲玲自小也喜欢画
画、做小手工，等她稍大一些，
张美娟为了把所学的沈绣技艺
和非遗事业传承下去，就有意
识地教导她一些沈绣知识。从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毕
业后，周玲玲将美术知识和沈
绣技艺相互融会贯通、潜心学
习，一边帮母亲寻绣稿、描稿，
自己也创作小品在母亲的指导
下刺绣，也获得了一些成绩。

如今，张美娟刺绣艺术工
作室也经营了多年，致力于精
品刺绣设计、制作、加工及工艺
美术品制作。张美娟本人也在
申请非遗传承人。“现在我有一
个正在带的徒弟，那孩子是真
的喜欢沈绣。但我觉得，传承沈
绣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学习，让
匠心、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得到传承。”张美娟说。

本报记者徐爱银

民间绣娘张美娟51年只做一件事——

丝帛之上尽显沈绣“针”功夫
再有一个多月，

已绣制长达3年的唐
代仕女画标本型作品
《簪花仕女图》即将完
成，张美娟心里止不
住地高兴。“这是我最
得意的作品。”近日，
记者见到张美娟时，
她正坐在绣架前专注
地刺绣，绣绷上的图
案已渐渐清晰。

晚报讯 “我们来看你了，
一会儿还会去看看你的老妈
妈，你放心，一切都好。”昨天上
午，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员、少
将蒋忠良和当年参加老山战役
的战友们，相约来到市烈士陵
园，凭吊烈士王金冲。

大家列队站在烈士纪念碑
前，深情回忆起当年的战斗经
历，表达哀思之情。1984年7
月到1985年8月，蒋忠良作为
连长，带领全连战士坚守老山
最前沿阵地，打败敌人十多次
反扑，“王金冲是敢死队成员，
冲在最前面，最后英勇牺牲，荣
立二等功，被追认为中共党
员。”现在南通港口集团工作的
张德平，当年是和王金冲一起
上的前线，“崇川一共有6名战
友牺牲在云南，退伍回来后，我

们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们的
父母，做他们的儿子。”

当蒋忠良一行来到烈士王
金冲家，他已91岁高龄的母亲
招呼大家落座，“虽然小子不在
了，但有了这么多儿子。”

这已经是蒋忠良第8次到
南通来悼念战友、看望烈士亲
属，他希望借此教育和引导下
一代，弘扬烈士敢于战斗、敢于
牺牲、敢于奉献的精神。出于同
样的目的，张德平和战友们加入
了崇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老
兵宣讲团”，把牺牲战友的故
事讲给市民、学生们听，“他们
为维护国家安全献出了生命，
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安全的
环境，我们必须继承他们的遗
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贡
献力量。”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昨天上午，“大爱
永存——修车老人胡汉生生平
事迹展”在南通群英馆特展馆
（城南别业）开展。展览通过复
原胡汉生的修车场景，展示他
的感人事迹、荣誉证书、修车小
结以及纪念老人的诗词书画等
艺术作品，多角度、立体化地展
现了胡汉生修车不止、行善不
断的凡人善举。

2023年是精神文明“南通
现象”获评全国精神文明十件
大事二十周年，也是被新华社
誉为“慈善双雄”之一的修车老
人胡汉生逝世十周年。老人
生前系原港闸区天生港镇街
道龙潭村村民，他摆摊修车的
唯一目的就是挣钱行善。14
年间，他把修理自行车辛苦赚
来的10多万元血汗钱全部做
了慈善。老人曾获“第四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江苏省
道德模范”等诸多荣誉，通城
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最美修
车老人”。

当天，胡汉生之子胡振华
也来到展览现场，向众人讲述
父亲14年来修车不止、行善不
断的慈善故事。“作为修车老人
的儿子，我时刻以父亲为榜样，
传承老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
的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作为一名党员，我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关心社
会上需要帮助的人，积极向社
会传递正能量，为建设美丽的
南通贡献力量。”胡振华说。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4月15
日，展览期间每周末将有胡汉
生之子胡振华现场签赠书籍，
每日限量20本，欢迎广大市民
朋友前去观展。见习记者王怡

“修车老人生平事迹”展出
展览期间每周末现场赠书

告慰英灵 弘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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