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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存琴蒋存琴

蒋存琴制作的传统枕头。

一有空，蒋存琴就会在工作室
里琢磨刺绣针法。

蒋存琴用天然食材取色后扎
染的布料。

蒋存琴缝制的福娃肚兜。

◀
蒋
存
琴
的
刺
绣
作
品
。
特约摄影

李
星
元

今
年 44 岁 的 蒋

存琴，脸上总是挂
着 笑 容 。 长 在 农 村 的

她，曾深深感受过贫穷、病
痛，她独立、坚韧，用一双巧手

和一针一线，迎来了家里的好光
景。

如今的蒋存琴，心系刺绣传承与贫
困乡亲，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妇女培训
等工作，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也
带动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绣出了最美

“半边天”。

巧巧 手手

1976 年，蒋存琴出生在镇原县临泾镇
的一个小村子。童年时期，她像同龄的小
女孩一样，天生对针针线线充满着好奇。

奶奶是蒋存琴的刺绣启蒙师。奶奶
裁布她在旁边忙搭手，奶奶绣花她抻着脖
子想要看个够，放学回家路上，她留在林
子里观察鸟的姿态和色彩，观察树叶的形
状和纹理，待够了，就飞奔回家写作业，点
起煤油灯琢磨鞋垫画样。

家里日子吃紧，懂事的蒋存琴，不会
为了自己的乐趣去问家里讨要彩线，而是
去山上的杏树下捡杏核，然后拿到集市上
换钱买线。从学针线活的第一天起，奶奶
就说：“学门好手艺，不随意放弃，将来了
才能出人头地。”蒋存琴也始终记着这句
叮嘱，再小的物件，都要做精。

后来，蒋存琴从村里嫁到了镇上，家
人的鞋垫衣服都出自她的一双巧手。没
有工作的蒋存琴不甘心做个家庭主妇，她
背起自己的鞋垫、平安葫芦、生肖香包、肚
兜，赶着班车，去西峰售卖。蒋存琴的针
线活细，样式独特、配色好看、价格实惠，
很受欢迎，她的货总是能卖得比市场价
高。赚到钱的那一刻，别提多开心了，尽
管路边摊的美食无比诱人，蒋存琴还是把
钱包捂得紧紧的，这些钱，要留着贴补家
用，还要买更好看的彩线做绣活。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蒋存琴把自己
的绣活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把绣活拿

出去卖，也从城里批发些小物件
带回来卖。儿时为伴的刺绣，

在她的悉心琢磨和久久坚
持下，成就了一番小事

业，也让家里日子
慢 慢 好 了 起

来。

求求 师师

2003 年，这年的庆阳民俗香包文化
节，是蒋存琴刺绣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
点。

在此之前，蒋存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刺绣，都是跟着奶奶和母亲学基本技法，
自己在一次次的实践里摸索门道，做了十
多年的小物件，当在香包展览上看到大幅
精致秀美的刺绣作品时，她感受到了花香
和鸟鸣，内心的震撼转变成了迫不及待的
求学欲。

听说一位国家级刺绣老师就在同县
的中原乡，蒋存琴向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打
问到了联系方式。电话打不通，蒋存琴二
话不说就坐上了班车，颠簸一路，夜色黑
了才赶到老师所在的村子，一户挨着一户
地问，才寻到这位老师的家门。

老师家里一幅幅精致的作品，让蒋存
琴挪不开眼，她第一次发现，真的有人可
以把事物绣得如此逼真灵动。老师起初
不愿意教，但看着蒋存琴每天坚持来问来
看，还包揽了家里的大活小事，必达目的
的那股“倔强”，让老师软下心来，认徒传
授技法。

绣一朵绿叶，颜色的明暗深浅，叶型
的曲曲折折，背后是一针一线的功夫和各
种技法的呼应。跟着老师学习，蒋存琴的
技法更加多样，也感受到老师对于自然、
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成为她后来创作
作品时传达的核心精神。

蒋存琴的刺绣作品，表达的大多是大
自然的故事，有花鸟鱼虫、蔬菜瓜果，朴实
却又雅致，没有过多的色彩渲染，而是尽
可能的回归本色。

坚坚 韧韧

为了家里的生计，蒋存琴每天都要绣
十多个小时，多年潜心创作，她用痴迷与
热爱换来了认可与鼓励。蒋存琴的刺绣
作品《金鱼戏莲》与《花鸟四条品》分别获
得了 2011 年与 2013 年中国（庆阳）农耕文
化节民俗文化展香包刺绣类二等奖。

然而就在这时，身体突发的病痛，给
了蒋存琴和其家庭重重一击。2015 年的
一天，蒋存琴的左臂突然僵直不能动弹，
肩膀脖颈疼痛难忍，病情十分严重，她从
镇上一路寻医到市医院，都没能得到缓
解，于是她不得不去了北京。在北京整整
治疗了两个月，蒋存琴的病情才有所好
转。

治病花去了家中大多积蓄，后续的复
查诊疗仍需要开支。思考再三，刚出院的

蒋存琴决定留在北京，托人将

以
前 攒 下 的
绣 品 从 老 家 捎
来 ，一 边 赚 钱 一 边 治
病。她背着自己的绣品四
处摆摊，为了省钱，她还曾在天
桥下露宿。除了卖绣品，她也盯着
招工的广告，左臂虽然病了，右手仍然
灵活，她周末就去各个工厂打工，24 小时
连轴转。

家里人劝蒋存琴好好养病不要太辛
苦，可她想到家里还有四个老人要赡养、
两个孩子要上学，她实在是坐不住。“我只
是病了一只手，又不是没法赚钱了。”整整
两年，蒋存琴在北京吃尽了苦头。可她却
觉得不算什么，没有给家庭带来太大负
担，自己的病情也好起来了，就再幸运不
过了。

帮帮 扶扶

回到镇原后，蒋存琴又迫不及待地拿
起了自己的绣活，可发现做不了多久，身体
的病痛又隐隐发作。蒋存琴知道，不能再
没日没夜地做绣活了，现实如此但她不气
馁。随后她积极与县妇联、文化馆联系，主
动地参与到妇女培训、精准扶贫工作中。

平日里，蒋存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
满满当当。早起练书法、睡前习画作，一
得空就背着自己做的绣品，买上牛奶、衣
物，去各个村里看望孤寡老人。

为什么要背着绣品？蒋存琴身边的
人一开始都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她去
村里，不仅是给孤寡老人送温暖，也给村
里的留守妇女带来创业希望，从一句句的
家常里，说服了越来越多的妇女学习刺
绣，还帮她们打通销路卖出绣品，让日子
越过越红火。

这几年，蒋存琴先后为镇原县培训刺
绣学员 1500名，还为定西市妇联培训刺绣
学员 120 名，辐射带动周边贫困妇女脱贫
致富，获得庆阳市、镇原县文体广电和旅
游广局及镇原县妇联的多次表彰。

最近，蒋存琴从网上得知镇原县脱贫
摘帽的好消息，她为家乡取得的成绩喜悦
骄傲，但她还给自己心里鼓着劲：“我
的脱贫任务还没结束，培训仍在继
续，村里还有很多贫困妇女、孤
寡老人和困难学生要去帮
助 ，我不会让任何一
个‘伙伴和家人’
掉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