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现在眼前的这几件“虎”主题的刺绣艺术品很精美，威武霸气的虎头栩栩如生、惟

妙惟肖，细致之处，毛发毕现；身姿矫健的上山虎，形神兼备、生动传神、呼之欲出……农

历虎年即将到来，记者日前看到了王秀萍用西秦刺绣的工艺绣出的“虎”。王秀萍今年51

岁，被誉为西秦“巧娘”，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西秦刺绣传承人之一、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谈

起她的刺绣故事，以及和“秦绣”的渊源，也如同五彩丝线织就的绣品一样绚丽。

痴迷“母亲的艺术”
千阳县乡村的农闲时期，热

乎乎的炕头上，外婆、母亲以及

大姑娘小媳妇们围坐在一起，穿

针引线，用花布、五彩线等，做出

花花绿绿或可爱或威猛的虎头

帽、虎头鞋，以及出嫁时准备的

绣品……

在千阳县水沟镇柿沟村，儿

时的王秀萍跟随母亲学习刺绣，正

是因为这种代代相传、口传手教的

传承方式，西秦刺绣也被称为“母

亲的艺术”。2008年，西秦刺绣被

文化部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千阳县更是涌现出

一大批西秦刺绣“巧娘”。

“我 16 岁时开始正式跟着

师傅学刺绣，同时学刺绣的人

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但是师傅

说，我是悟性最好的、灵性最好

的，只学了几天，就能绣出师傅

很满意的作品来。”王秀萍笑着

回忆道。

后来，王秀萍在职中学过服

装专业，毕业后还开过服装店。

2004 年，千阳县开始大力发展刺

绣产业，这为喜爱刺绣艺术的王

秀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她放下

服装店的生意，走上刺绣艺术的

创业之路。创业之路是艰辛的，没

有地方，她就在自己家里搭绣架，

没有员工，她就托亲戚朋友去招。

在王秀萍的传授下，20多名妇女

很快掌握了刺绣的针法，一件件

刺绣作品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青

睐，远销省内外，曾赴全国一线大

城市展销。

2008 年时，西秦刺绣被列

为国家级非遗，王秀萍的工作热

情更高。很快，一块名为“秀萍绣

庄”的匾额挂在了她的房门前。 

2011 年，千阳县职业中专开设了

民族刺绣专业，王秀萍被学校聘

为刺绣代课教师，她和她的秀萍

绣庄，一起走进了校园。

专注西秦仿真刺绣
在路边随便看到一棵树、一

朵花，就能很快在脑海中设计出

它们的刺绣图，用什么颜色的线、

什么针法、如何构图布局……不

得不说这便是一种灵性。因为对

刺绣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王

秀萍的眼中，花草树木、日月星河

等自然万物，都可以用针线绣在

她的作品中。

在千阳县职业中专的“秀萍

绣庄”里，有一幅幅生动的“水墨

画”，还不乏古代名人的“绘画”作

品，例如，齐白石画的虾、郑板桥

画的竹、韩滉画的《五牛图》等。走

近细看，竟然是一针一线绣出来

的，生动逼真，令人称奇。

还有一些人会拿来现代人的

书画、摄影作品，请王秀萍把它们

变成刺绣作品，她仍然能绣制得

惟妙惟肖。

绣庄里，更有一件件青铜器

的绣品，有着古朴的青铜光泽、青

铜纹饰，立体感很强，可谓巧夺天

工！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如何把代表家乡历史文化的元素

制作成绣品，王秀萍已经记不清

去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进行仔细

地观察和学习多少次了，她还向

苏州的刺绣老师和专家请教，借

鉴外地的刺绣经验。经过精心设

计、绣制，终于诞生了青铜器刺绣

作品，成为我市富有地域特色的

文化旅游纪念品。

“我经常参加各种培训，接触

到的刺绣艺人、看到的刺绣技艺

越来越多，便开始结合实际对传

统西秦刺绣进行反复改良，并专

注西秦仿真刺绣的技艺。”王秀萍

介绍道，“比如，传统的西秦刺绣

很少用到渐变色。在绣水墨画、青

铜器等绣品的时候，我就会加入

渐变色的丝线，其实，针法还是西

秦刺绣的针法，但是绣出来的作

品就更加生动逼真。”

记者在采访时，看着绣庄里一

个个微微低着头专注刺绣的绣娘，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王老师，刺

绣时会久坐，低头刺绣时间也比较

长，腰部、颈部会感到累吧？”

王秀萍笑着介绍道：“因为

喜爱，我会把刺绣作为一个爱好，

刺绣的过程也成为一种享受，甚

至感觉如同品茶、绘画一般，是一

个修身养性的过程，所以，身体就

不会觉得累。当然，在绣庄里，我

们很注意绣架的高度、斜度，保证

腰部、颈部不要过分用力；还注意

坚持每天八小时工作制，以及节

假日休息等。”

在多次省市技能大赛中，秀

萍绣庄的作品均获得奖项，王秀萍

也被授予“宝鸡市职工创业明星”

称号。目前，在秀萍绣庄接受培训

的农村妇女超过600人，还有千阳

县职业中专的300多名学生。作为

一名省人大代表，王秀萍心系群

众，努力当好群众致富的领路人。

致力培养 “后起之秀” 
虎年即将来临，一件件生动

的“虎”主题西秦仿真刺绣艺术

品，颇受关注。王秀萍说，诸如这

样的刺绣艺术品虽然价格高，有

五百至几千元的，甚至有几万元

的，但因为这些都是她与绣庄里

的绣娘花费几个月时间，一针一

线绣出来的高档艺术品，仍然受

到不少人的欢迎。

为保证每件西秦仿真刺绣艺

术品质量达标，王秀萍并不以计

件的方式考核绣娘们，每件作品

她都要严格把关，达不到标准绝

不对外销售。这种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引领着西秦仿真刺绣艺

术品不断走向新高度。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秀萍绣

庄已成为西秦刺绣的排头兵之

一，绣出了不少远销国内外的作

品，王秀萍也成了千阳县家喻户

晓的西秦“巧娘”。

如今的千阳刺绣，已经成为

一个品牌产业，慕名而来的客户

不计其数。王秀萍告诉记者，今年

她在接到“虎”主题西秦仿真刺

绣艺术品的订单时，也有客户需

要大批量的千阳虎头鞋、虎头帽、

虎头枕、布艺老虎等，她会热情接

洽，并很快转给其他刺绣合作社，

同样，其他合作社接到西秦仿真

刺绣艺术品的订单，也会介绍到

她这里，大家形成一个合作链，共

同致富。

问及她和绣庄未来的发展之

路，王秀萍说，会和千阳职业中专

继续合作，培养更多刺绣专业的学

生，西秦刺绣作为一个国家级非遗

项目，需要的是传承和发展，所以

她们会致力于培养后起之秀。

王秀萍重视刺绣作品的创

新，对刺绣文创作品很关注。

2021 年 6月，宝鸡文理学院美术

学院举办了一次毕业生作品展，

体现出高校艺术教学与本土艺术

创作的结合。有一些大学生的作

品，就是对布老虎的外形和五官

进行夸张变形，从不同角度展现

千阳刺绣布老虎。这引起了她的

极大兴趣。

王秀萍说，她们绣庄的作品

也得到了宝鸡文理学院教授的认

可，希望共同设计出更多刺绣文

创产品，以非遗文化的特色元素

紧跟现代时尚生活，从而更好地

传承和发展西秦刺绣艺术。

——记国家级非遗项目西秦刺绣传承人之一王秀萍
本报记者 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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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巧匠看宝鸡能工巧匠看宝鸡

西秦            织锦绣巧娘

王秀萍精心绣制作品

王秀萍热爱刺绣艺术，刺绣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

王秀萍展示她的“虎”主题刺绣作品

王秀萍，国家级非遗项目西秦

刺绣传承人之一，省级工艺美术大

师。现为千阳县秀萍刺绣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千阳县职业中专特聘刺

绣教师。她是第十二届、十三届陕西

省人大代表。王秀萍的作品 《盛世

八骏》 于 2013 年获宝鸡市旅游商

品大赛银奖，同年获得陕西省妇女

手工艺技能大赛一等奖 ；2017 年

她的作品 《何尊》 获宝鸡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大赛三等奖 ；2018

年她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誉

称号 ；2018 年她的作品 《千阳红》

获千阳西秦刺绣绣品大赛二等奖 ；

2019 年她获得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 ；2020 年她在全国刺绣手工

艺大赛上荣获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