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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6日，在香港会展
中心举办的“香港（中国）国际授权
展”上，一名穿着民族服装的大妈
忙着介绍自己的藏羌绣作品，笑容
自信而热忱。12 平方米的展位里
人头攒动，其中包括某国际品牌的
代理商，他们当即和大妈签下了艺
术授权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能
给大妈带来800多万元的收益。

这名大妈是谁？凭什么引得
国际大牌抛出橄榄枝？她叫杨华
珍，来自四川藏族村寨，今年64岁，
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羌
绣的传承人。她不仅用一双巧手

“复活”了这门几近失传的古老绣
艺，还带领山寨的绣娘们重建家
园、脱贫致富，让有着数千年历史
的神秘藏羌绣惊艳世界舞台。

深山小绣娘：
给他人做嫁衣

杨华珍的家在四川省阿坝州
小金县一个藏族村寨，妈妈是藏
族，爸爸是羌族。生活在阿坝州的
女子，几乎人人都会刺绣。藏绣繁
华厚重，羌绣明艳绚丽，当地流传
最广的藏羌织绣则是“藏族编织、
挑花刺绣”和“羌绣”的合称，融合
了两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杨华珍的家族世代传承刺绣
手艺，从外曾祖母、外婆、阿妈延
续至今，绣工精湛。杨华珍有四
个哥哥和三个弟弟，作为家里惟
一的女孩，她遗传了心灵手巧的
基 因 ，从 小 就 对 针 针 线 线 感 兴
趣。阿妈和外婆发觉杨华珍在刺
绣方面有天赋，决定正式传授她
绣艺。

十多岁时，杨华珍就熟练掌握
了藏羌绣要领，成了寨里小有名气
的小绣娘，不少出嫁的女子会指名
请她绣嫁衣、剪鞋样。

那个年代，刺绣对于当地很多
人来说，只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绣一些头帕、围裙等，杨华珍虽然
有着一手好绣艺，但也没想过把它
当作一门生计。高中毕业后，杨华
珍成了一名民办教师，教语文和美
术。

1979 年，杨华珍结婚了，丈夫

冯青龙是她的小学和初中同学。
婚后不久，两人有了儿子冯旸。20
世纪80年代，杨华珍爱上了摄影，
冯青龙支持妻子，买来相机、胶卷
和很多关于摄影的书。1985年，她
辞去教师工作，开了阿坝州第一家
艺术婚纱照相馆，生意做得红红火
火。

年轻时的杨华珍一直奔赴在
追梦的道路上。1994年，她考入阿
坝日报社，成为一名摄影记者。这
之前，她通过刻苦学习，拿下了大
专文凭。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
震，杨华珍深入灾区，拍了很多珍
贵的照片，成为新华社报道的第一
手资料。

地震过后，杨华珍看到很多藏
族羌族同胞没了生活来源，心里非
常难过，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捐钱捐物不是长久之计，有一技之
长才是生存之道，她思前想后，决
定重拾绣花针，带领大家用藏羌绣
开辟出一条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
道路。

藏羌绣守护者：
指尖上的“绣花功夫”

2008年8月，51岁的杨华珍辞
去工作，带着 18 个平均年龄 60 岁
的藏族羌族妇女走出大山。她拿
出自己的积蓄，在成都市中心附近
租了房子，买来材料和工具，成立
了一家像模像样的绣坊。绣坊中，
杨华珍年龄最小，但手艺最精，阿
姐们推选她当总设计师。

虽然绣品精美，但因为不懂经
营，绣坊生意冷清。偶尔来几个顾
客，阿姐却“慌”了，一块绣品如何
标价？不同针法的价位如何区
分？她们面面相觑，全靠“瞎蒙”。
杨华珍按照布料、人工等成本，估
摸绣品的价位，有些热心顾客看不
下去了：“你们这样卖要亏本的，绣
坊撑不到一个月就倒了。”

为了改善经营状况，杨华珍四
处请教经营之道，了解绣品市场，
给绣品定位定价。然而，两三个月
过去了，生意依然不见起色，绣坊

的开支全靠杨华珍的积蓄维持，她
的压力很大，但无论有多困难，她
都坚定信念，绝不放弃。她积极拓
展能吸引客源的新绣品，比如小挎
包、杯垫等，兼顾实用性和观赏性。

工夫不负有心人，没多久，一
名法国游客无意中看到她们的绣
品，被深深吸引，马上请来一个翻
译，和杨华珍谈生意。原来，这名
法国人在国外经营多家五星级酒
店，想订购一批靠枕、桌布、桌旗、
床罩和方巾等，订单价值38万元。

法国的订单还没完工，一名外
省的房地产老板又下了一个60万
元的大单。就这样，绣坊的经营逐
渐走上了轨道。

2009年，藏羌绣被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保护名录。之后，杨华珍
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
羌绣传承人。随着销路拓宽，藏羌
绣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杨华珍却并
不满足，琢磨着帮助更多困难家
庭。2011年10月，杨华珍在四川汶
川县映秀镇建立“中国汶川藏羌绣

传习所”，培训山村妇女，带动她们
灵活就业。至今，她先后培训了
3000余人，让很多没有一技之长的
阿姐阿妈、残疾人士实现了“居家
就业、在家致富”的梦想。

时光里的匠人：
征服世界的东方美

在杨华珍的努力下，藏羌绣和
阿姐们一起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让她没想到的是，藏羌绣的光芒远
不止于此。2014年，日本某彩妆品
牌慕名找到杨华珍，拿出两个空
瓶，请她为即将上市的两款限量版
洁颜油“穿一件有民族特色的衣
服”。杨华珍花了三天时间，设计
出“生生不息”和“三生万物”两幅藏
羌绣作品。

穿上“民族外衣”后的洁面油
大卖，杨华珍这个名字随着藏羌绣
一起走向了世界。之后，一些国际
大牌陆续找到她合作。她还多次
被联合国邀请参加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活动。在搭乘“国际列车”
后，藏羌绣身价大涨，高额的回报
大大超出了杨华珍的预料。她感
到很欣慰，藏羌绣走出了一条属于
自己的路，不仅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与传承，也能让这朵民族之花在海
外绽放光芒，让世界领略东方文化
之美。

2021年3月，我国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点赞杨华珍和藏羌绣。杨
华珍得知后，有些不好意思：“没想
到她会知道我，我很激动，也更有信
心了！”而今，年过六旬的杨华珍并没
有要歇下来的意思，她住在四川省邛
崃市一间被小溪和柚子树包围的川
西民居式房子里，每天种菜、刺绣、带
徒弟，冯青龙则端茶递水，陪伴左
右。周末，儿子和儿媳会带着孩子过
来团聚，孙儿已经三岁了，杨华珍给
他绣了很多小衣服、小包包。看着孩
子对这些色彩鲜艳的图案很感兴趣，
她萌生出一个新的念头：让民族与时
尚相结合，把藏羌绣融入青春T恤、
Pad保护袋或美甲图案中，让古老的
绣艺焕发青春活力，打开更年轻的市
场，为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非遗”献策
献力。 据《恋爱婚姻家庭》

藏族大妈杨华珍：

一根绣花针打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