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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占贤：让南通仿真绣绽放绚丽光华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天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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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职工书法篆刻网络展征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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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刘涛 投稿邮箱 595460214@qq.com

为引导全市职工书法工作者、
爱好者用优秀书法作品讴歌党的
奋斗历程、实践创造和伟大成就，
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
进文艺精品创作，淮安市总工会主
办，淮安市职工书法家协会承办的

“永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100周年书法展览”即日起
征稿，欢迎全市广大书法工作者、
爱好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征稿要求：
本次书法展览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远
跟党走为题材，作品必须紧扣主
题，运用书法篆刻艺术形式，展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雨、百年奋
斗、百年辉煌，讴歌党、讴歌人民、

讴歌社会主义、讴歌改革开放、讴
歌新时代，全方位展示中国共产党
百年来为人民谋幸福矢志不渝的
初心和使命。

提倡投稿作者自撰书写内容，
诗词曲赋、楹联、短文等题材不限。

征稿范围：
淮安全市机关、企事业在职工
征稿作品要求：
书法部分：毛笔，书体不限，6

尺整张以内（高度不超过180cm，
宽度不超过97cm）。

篆刻部分：篆刻作品稿6-10
方，附两个以上边款，贴在4尺对
开的竖式宣纸上。本次征集遴选，
采取申报照片，每位作者投稿总数
不得超过2件，作品图片一次性发

送，不接收第二次投稿（小字作品
可附1-2个局部照）。

邮箱投稿作品须为未经压缩
的原片，窄边尺寸不小于2000像
素，JPG文件不小于2M。初选请
投电子图片，图注依次备注：作者、
作品名称、尺寸、电话等信息，篆
书、草书及篆刻作者请附释文。

征稿日期：
自征稿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21年6月20日，以收到作品日
期为准。

投稿邮箱：616067778@qq.
com

展览时间：2021年6月28日
——2021年7月28日

展览方式：网络

展览规模：拟展出100件书法
篆刻作品

投稿待遇：优秀作品作者可以
加入淮安市职工书法家协会

注意事项：
1、投稿作者应对其作品具有

独立的著作权，作品须为作者完全
独立且无侵权问题的原创作品。
涉及有关著作权等法律责任由作
者负责；

2、投稿作者一经投稿，即为完
全接受本征稿启事全部约定或要
求。所有来稿应当符合本启事各
项要求。

3.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归淮安
市职工书法家协会。

淮工

“妙相夺天真，针针巧入神。几多瞻佛者，还想用以人”。
这是宋代诗人蔡载赞叹绣绘传神、针黹精巧的诗句。刺绣艺
术之美，不仅在于图案的绚丽多彩，更在于其写意抽象的神
韵。“今天，我们来一起品味身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通仿真绣。

南通仿真绣又称“沈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7年3月
被列入第一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通仿真绣发端于我国近代著名刺绣艺术大师沈寿主持
的南通女工传习所。她在清末时曾任农工商部工艺局绣工科
总教习，后应邀到江苏南通主持女工传习所，弘扬刺绣艺术。
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她吸收西洋美术精华，在中国传
统苏绣的基础上创立了“仿真绣”。这种绣法创造性地以旋
针、虚实针来表现物体的肌理，用丰富多彩的丝线调和色彩，
完成的作品色调自然柔和、丰富多彩，尽显写实之功。

仿真绣往往取材于西洋油画中的人物肖像和风景等，而
以人物绣最为擅长，其针法变化多端，表现画中人的五官十分
传神，体现出高超的技艺。由此之故，南通仿真绣又称“美术
绣”，南通地区则誉之为“沈绣”。仿真绣是传统刺绣在形式上
的创新，它为中国传统刺绣的现代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沈寿口述的《雪宧绣谱》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
的刺绣理论著作，它将仿真绣及中国刺绣艺术从实践经验
提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为仿真绣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在沈寿“以新意运旧法”艺术思想影响和启发下，南通女
工传习所的仿真绣传人又创制了双面绣、双面异色绣、双面异
色异形绣、彩锦绣等一批新绣种，将传统平绣发展为现代平
绣，使刺绣艺术达到了更新的艺术境界。

仿真绣的诞生使中国刺绣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尤其反
映在欣赏品艺术中。它不但影响苏绣艺术朝仿真方向发展，对
湘、蜀、粤、鲁等地区的刺绣风格也有很大影响。众多艺人通过
作品交流、参观，在相互切磋和对照评比中找到差异。通过改
进，都提高了作品水平。一代代仿真绣大师们还逐渐将仿真绣
技艺运用到花鸟、鱼虫和动物刺绣之中，如苏绣著名产品《金
鱼》、《猫》等双面绣，更是工艺极致，其逼真、生动令人叫绝。

如今，仿真绣这一优秀的民间工艺品种在当代获得新
生。在它的诞生地南通，不少有识之士研究沈绣，传承技艺，
发扬光大。在南通海门，已经有了沈绣艺术馆、沈绣艺术研究
会和集研究、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更可喜的是涌现出像
周武珍、周占贤、周菊平、徐美玉等一批出色的绣姑，优秀的作
品更是数不胜数，人物肖像、自然景观、飞禽走兽、家庭用物，
无不由针入绣。今天的沈绣艺术已经踏进了沈寿“天壤之间，
千形万态，但入吾目，无可不入吾针，即无不可入吾绣”的境
界，仿真绣艺术迎来万紫千红春满园的新天地 。 刘涛

乡土人才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是振兴经典产业的“金种子”，带领
群众致富的“领头雁”。这些“田秀
才”“土专家”，身怀绝技、独具匠
心，是传统技艺的传承者和领路
人。海门沈绣研究会会长、南通仿
真绣代表性传承人周占贤就是其中
的佼佼者。多年来，她坚持传承与
创新相结合，激活仿真绣优秀文化
资源，设计开发刺绣衍生产品，让
传统技艺绽放耀眼光华。她创作的
绣品多次获得全国民博会、省艺博
杯、博览会金奖，刺绣工作室荣获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弘扬传统技艺

周占贤出生于南通市海门区三
星镇，这里曾是沈绣大师开创沈绣
事业的地方，这里的刺绣女工名扬
海外。她的母亲也是钟情刺绣的苏
绣传人。记忆中她总是看到母亲手
捧绣绷，耐心刺绣，眼神里常常流
露出恬淡欣喜。年岁稍长，周占贤
就主动接过母亲尚未完成的活计，
扎上几针，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耳
濡目染中，周占贤不知不觉学会了
绣花。1993年，周占贤带着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创
办江苏凯利绣品有限公司，致力于
弘扬传统技艺，让仿真绣文化瑰宝
转化为产业优势，在现实生活中绽
放光彩。

“同样的线怎么绣出不同光影？
画法与针法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色
彩过渡？”

在绣艺道路上，周占贤在文化
中深耕，在设计中创新，不断探索
前行。她见贤思齐，向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黄培中、原南通工艺美术研
究所刺绣研究室主任储有莲、原南
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沈绣专家王建
华、吴玥等请教，还向原南通工艺
美术研究所沈绣画师陈佐学习赏
画、选画、绘画。购来沈寿《雪宦
绣谱》等一大堆绣艺书，每晚学习
到深夜。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周
占贤终于掌握了沈绣的全套工艺，
并与南通职业大学海门校区合作，
培养了一批能绣懂画、能画懂绣的
新一代刺绣复合型绣娘，组建了一

支高技能人才团队。
周占贤带领团队持续开发刺绣

衍生产品，源源不断地创作刺绣精
品、丝绸服饰、绣织家纺等，以量
身定制、个性化设计、品质服务，
在行业引领时尚潮流。她们创作的
刺绣作品 《国宝熊猫》、《一路高
歌》等赠予南非总统夫人、塞尔维
亚总统等国家领导人，巨幅大型的
双面绣《玉兰图》陈列在全国妇联
贵宾接待室，设计的旗袍申请外观
专利100多个。作品先后参加全国
展览50次，获得各级各类30多个
项奖。周占贤也先后荣获海门劳
模、海门工匠、江苏省乡土人才

“三带”名人、全国“三八”红旗
手等荣誉称号。

绣出小康画卷

“这丝线还能更细些，一半清
风，一半月圆。以针作画，以线当
墨，一枝一叶，一帆一船，桨声灯影，
水音小调皆在手中流转。”这是周占
贤正在指导绣女如何才能绣出更好
的作品。她带领绣女们在家门口就
业，绣出小康生活，更是传为佳话。

公司成立了周占贤劳模工作
室、全国三八红旗手工作室、女企
业家追梦学习社、江苏省乡土人才
技能大师工作室，经常举办刺绣培
训班，周占贤手把手地教姐妹们劈
丝，穿针引线，从一个小点开始创

作独一无二的刺绣作品。定期邀请
专家和学者探讨刺绣的研发和沈绣
文化的传承，组织绣娘去深圳、苏
州、北京等地学习。每年聘国家级
大师点评作品，聘请省级大师、南
通三四代沈绣大师来公司传授技
艺，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
展，带动群众致富。

公司常年在外设立刺绣加工点，
让村民们在家门口上“自由班”，赚钱
顾家两不误，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
地位。公司还为未就业的大学生提
供免费教学并积极为她们安排就业

实习，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纺
织、服装等专业的人才，帮助越来越
多的人用绣花针和银丝线，绣出一条
勤劳致富的锦绣路。

在公司精心培养下，绣工徐美
玉相继荣获“江苏省技术能手”、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
五一创新能手”等荣誉称号，斩获

“第五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获二
等奖。公司也荣获江苏省乡土人才
摇篮奖、江苏省高技能人才摇篮
奖。周占贤劳模工作室则荣获南通
市十佳劳模创新工作室等荣誉。

传承文化瑰宝

每周六下午，凯利公司的绣花
师傅都会准时走进海门中学的教
室，进行沈绣教学社团活动。老师
们给孩子讲解沈绣的文化历史和精
湛的绣法，绣工们则耐心地教孩子
们刺绣，孩子们在针眼穿梭中感受
中华文化的奇特和无穷的魅力。

为更好地传承弘扬百年沈绣，
公司定期开展培训班，与教育部门
合作，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在海门中学、海门实验小学、海门
一中开设了非遗社团课，联系聘请
省级大师去学校授课，让师生们感
受到沈绣的魅力，让更多的人懂得
欣赏刺绣艺术并参与到学绣的队伍
中来，刺绣技艺由此得到更广泛的
传播。凯利公司与南通职业大学海
门校区合作，无偿举办沈绣培训
班，还吸收贫困学子成立了“凯利
绣品春蕾班”，将沈绣传承从娃娃
抓起。公司设计主任于亚敏，多次
去南通大学非遗传承班学习，积极
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她授课注重
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深受学生的喜
爱与尊敬。

他们还支持立德少年文化公益
创投项目小蜜蜂公益社团学习刺
绣。近年来，公司正在规划建设
刺绣艺术馆及刺绣培训基地，致
力于把公司打造成文化观赏地、
培训传承基地。公司每年拿出经
费支持办好 《沈绣》 刊物。积极
参加旗袍秀、汉服秀的演出活
动，宣传传统民族服饰文化。公
司参与创作拍摄了沈绣题材的微
电影《青丝恋》，参与中央电视台
《味道》栏目拍摄文化特色纪录片
宣传仿真绣，努力当好百年传统
技艺的学习者、传承者、宣传
者、引领者、服务者。

季永健（南通东帝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草根春晚”打造企业特色文化
我们公司从2006年起就开始举办富有企业特色亮点、深受职工喜爱

的文艺活动——“草根春晚”。
每年春节前夕，公司工会牵头筹备、全体职工共同参与的公司“草根春

晚”，以企业上年度十年大件大事为主线，为获得生产标兵奖、争先创优奖
和奉献社会奖的职工颁奖、为上年度办理退休手续的职工举行欢送仪式、
现场抽奖，职工表演节目载歌载舞，洋溢欢乐、祥和、喜庆的气氛。十几年
来，“草根春晚”成为我们公司一个最为靓丽特色品牌，成为我们企业文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企业劳资和谐的一个平台。

张金龙（徐州市贾汪区总工会）：

观看爱国文艺晚会，感悟红色思想伟力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

史、老区革命史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指示精神，近期，贾
汪区总工会组织一线职工观看庆祝建党100周年《缅怀先烈·情暖井冈》大
型爱国主义专题文艺晚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祖
国大江南北，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深情的演绎深深感染了广
大职工观众。他们纷纷表示，要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荣传统、
继续艰苦奋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实现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工人力量。

孙贵书（兴化市供电公司安丰供电所）：

摸准员工脉搏 送上职工文艺套餐
作为职工“娘家”的基层工会，要找准定位，摸准员工的脉搏，经常性地

开展能提升员工素质、让职工乐意参与的活动，以此弘扬企业文化，增强企
业的凝聚力，激发职工的主人翁精神。

我希望工会经常性地开展书画摄影比赛，培养职工积极、向上、健康的
兴趣爱好，陶冶情操；多开展职工读书活动，激发职工投身学习的自觉性，
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征集合理化建议，集聚职工智慧，培养职
工参与企业建设的兴趣；组织拔河、自行车慢骑比赛等活动，更好地凝聚职
工、促进职工强身健体。盼望工会能做好组织者、引导者、激励者。

主持人：近期有读者来信息说，身边的一位职工文艺爱好者登上央视
舞台，参加“星光大道”节目比赛，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成为当地闪亮的

“职工明星”。 你身边有职工文艺
明星吗？欢迎你来“晒一晒”，来稿
300字左右。

邮箱：1036639134@qq.com；
微信：Zhigongliaoba

“晒晒”身边的特色职工文艺活动

南通仿真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占贤在创作

庭院秋声

花荫双鹤图牙板清歌图 王鉴山水画

梧桐双兔图 花卉-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