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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姿泫

李田清，市级非遗技艺刺绣传承
人，其作品在刺绣领域中口碑极佳。她
擅长刺绣、剪纸、绘画等技艺，作品形式
和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刺绣，
她不仅将这一传统技法融进了血液里，
更是在工艺上、材质上、配线上大胆想
象、开拓创新，作品视觉冲击力强，寓意
深刻。

（一）

作为非遗技艺的传承人，多年来，
李田清根植传统文化，潜心研究民间古
老刺绣技艺，苦练基本功，刺绣已成为
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李田清是盐湖区三路里镇人，从小
就看奶奶、母亲、姑姑刺绣、剪纸、捏花
馍。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在传统文化
的滋养下，她从4岁起就开始练习刺绣、
剪纸。在绣呀、剪呀、捏呀、画呀的学习
过程中，她穿针引线越来越熟练，“指
尖”技艺不断提高，小小年纪就能将动
物绣得惟妙惟肖，展现出了惊人的刺绣
天赋，十几岁时已被当地群众称为“巧
女”。

李田清从小受到奶奶、母亲的教育
指点，尤其是母亲的严格训练，让她掌
握了刺绣的步骤、技巧和诀窍。“随着年
龄增长，我在边看边学边钻研中，对传
统刺绣文化也有了新的认识。”她说，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很大，“这
是我从小到大学习成长的养分，数千年
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不乏可
参照学习的经典，刺绣创作的创新从本
质上说，就是对优秀传统经典的学习、
消化、借鉴，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他
为我，丰富自我。”李田清的刺绣作品，
不仅传承了母亲的传统技法，更在此基
础上大胆创新。其格调淳朴细腻，选色
清新高雅，图案巧妙娟秀，形成了独特
的风格。

艺术工作者要以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率先感知
时代前行的脚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
觉者、先行者和倡导者。近年来，李
田清自觉肩负时代使命，满怀热情投
入主题创作，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盐湖故事方面，以新的刺绣图
谱，展示了新时代盐湖区建设和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像。其作品
展现的盐湖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七
彩之美、建设之美、智造之美，直抵人
的心灵深处。

她的作品《池盐文化虎》，以虎为
造型，通体呈蓝色，运用了晋绣中平针
绣的针法，用彩色的丝线在虎背上刻

画出古人制盐、运盐的过程，画面中古
人装盐、担盐，以及马、羊、牛驮盐的繁
忙景象，虎背后通往古盐道的禁门，虎
背中间一个大大的盬字等，形象地展
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千年的
采盐法。这种将古老的采盐元素融合
在虎背上的空间重塑和交替创意，很
容易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符号的记
忆。

这幅作品因鲜明的生态文化意识，
表达了一种人文思考，在“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的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
中，荣获了工艺技艺类优秀奖。

（二）

在刺绣中，李田清善于吸收传统刺
绣的众多针法，巧于突出创新精神，以
坚实精湛的“指尖”技巧，将自己的巧思
融入创作，着力提升刺绣作品的表现力
和感染力。渐渐地，她的作品形成了以
设计入绣、汲取古典文化、表现时代精
神的独特风格。

近年来，她通过多种表现手法，创
作出了以虎为主题的系列作品，将作为
图腾保护神的虎和人们精神观念中的

“瑞虎”刻画得活灵活现。其作品《虎啸
神州》，在“河东巧姐”精品展和手工创
业创新大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该作品以寓于目、得于心、应于手的艺
术形式，将象征威武和力量的56只老虎
置于鼓上。其中，鼓面上 8 只，鼓一圈
32只，鼓环上4只，鼎上12只虎头，其结
构布局无一不是传统作品的延伸拓
展。整件作品典雅古朴、简洁大气，无
论内容、造型，还是颜色的运用，都颇为
讲究。尤其是对老虎精气神的体现，因
为作者赋予的想象力，更加灵动，很容
易让人心生喜爱。

作为刺绣传承人，手里要有绝活，
即拿手本事、看家本领。“绝活”对刺绣
者来说，就是要练就好刺绣的基本功。
基本功扎实了，就有十八般武艺，刺绣
时就能得心应手。

作品《十二属相》是李田清的拿手
绝活。她以十二生肖为原型，在继承前
人手工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为十
二生肖设计了既传统又现代的特定神
态和细节，塑造出不同动物的性格特
征，独特的造型、生动的形态，艳而不落
俗套的色彩运用，给人以精致、细腻的
质感。这一作品深受群众喜爱，受到了
艺术爱好者的追捧。

谈到这件刺绣作品，李田清道出了
她对“传承与创新”的独特理解。她认
为，在承袭前人刺绣艺术的基础上，要
融入自己的工艺技法，扎实深厚的艺术
表现力是基础，并且还要提升自己的审

美水平和思考能力。只有这样才会有
更好、更新的创新思维，创作出有特色、
有自己风格的“绝活”作品。

（三）

欣赏李田清的刺绣作品是一种美
的享受。她的作品不是简单画出图案，
而是融入了情感叙事，给人呈现一个富
有主题表达的艺术世界。

她参加山西省非物质遗产展的作
品《金蟾坐莲》，明艳的色彩引人注目，
一朵盛开的莲花浮在湖面，花瓣呈深红
和浅红色，花蕊处卧着一只象征财富和
好运的金蝉，蓝天白云下，代表着七彩
盐湖的七色鱼儿在自由地游着。这件
作品无论是画面结构、色彩对比，还是
不同元素的有机融合、空间营造，都给
人一种错落有致的韵律之美。

走进运城市盐湖区田清刺绣专业
合作社李田清艺术工作室，琳琅满目的
作品中每一个图案都不相同，每一件作
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象征吉祥的花鸟
圆盘、体现审美观念的各种绣花鞋、散
发出淡淡香气的不同香囊、款式新颖的
梅蓝竹菊抱枕、憨态可掬的老虎挂饰、
形态别致的婴儿虎头帽、祥瑞的福虎迎
春图等作品，既取材于传统文化，又吸
收了新时代的艺术养分，呈现出丰富的
文化内涵。

李田清介绍，手工刺绣这一传统工
艺非常复杂，从构思到起稿，到配线，
再到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堆为骨，
一针一线绣出完整的作品，必须具备
创新思维，有了好的创意，刺绣作品才
会有特色。因为多种表现手法的融合
创新，近年来，李田清多个作品获得了
奖项。其刺绣布艺作品《虎啸神州》在
2021年的第二届山西工艺美术产品博
览交易会上，获“太行杯”文创神工银
奖；2022年，布艺《七彩盐湖虎》系列作
品入选“民间文艺感党恩、百件精品表
心声”运城市民间文艺 30 年成果展；
2023 年，作品《金蟾坐莲》荣获“传承
杯”全国书画大赛优秀奖。2019年，李
田清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盐湖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
充分肯定了其作为民间工艺传承人的
匠心精神。

为了在传承和变革中实现民间工
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李田清
利用自己创办的刺绣专业合作社，不
断研究拓展刺绣新工艺，广采博取，用
更多、更新、更有效的形式培养人才，
传播刺绣技艺，探索传统手工艺延续
文化根脉的薪火相传，铸就精品力作，
使古老的刺绣技艺在传承发展中焕发
了活力。

扎根传统文化扎根传统文化 展现时代精神展现时代精神
——非遗传承人李田清刺绣作品的独特意味

运城晚报讯（记
者 景斌）近日，由
平陆“草根编剧”赵
高社主编的《蒲坛才
子——缅怀著名剧作
家杨焕育诗文集》结
集，与读者见面。

“少小成名，跻身
文苑，才华振四海，声
传南北；一生浸墨，纵
意梨园，著作耀千秋，
誉满河东。”杨焕育

（1944~2019），永 济
市开张镇人，笔名芹
墨，国家一级编剧。
他生前创作、改编了
各种剧目 100 余出，
代表作有《西厢记》

《寇老西升堂》《山乡
辣嫂》等。他还出版
了《杨焕育剧作选》

《蒲剧史话》《王秀兰》
等 10 余部专著。他
主持编撰的《蒲州梆
子志》《蒲剧传统剧本
选编》《蒲剧传统折子
戏选编》等，留下了较
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为蒲剧艺术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以过人的毅力在蒲
坛出将入相，用出色
的文笔为梨园描龙画
凤。他的名字镌刻在
河东戏曲发展史上，
留在众多蒲剧爱好者
乃至文化创作者的心
里。

人去文章仍传世，业终诗韵尚绕
梁。2019年3月25日，深受业界推崇的
杨焕育先生因病去世。听闻此信，七省

（市）近千人编写了挽联、挽诗、挽文、悼
词等纪念文字，这些作品或发自肺腑、以
情动人，或即兴创作、神韵不群，方寸之
间，各有千秋，充分表达了人们对这位

“蒲苑巨擘”的沉痛惋惜与深切缅怀。
戏剧评论家王思恭曾写道：“杨焕育

是一专多能、著作颇丰的多产作家。而
他本人其实就是一本书，细读、细品，必
有莫大教益。从相识到相知，我对杨焕
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深感他这部书
厚重广博、内涵丰富，文奇韵美、意味无
穷。”

赵高社，平陆县张村镇人，喜好写
作、爱交文友，多年来编写完成志书、回
忆录、传记等 200 余卷。他独立完成了
大型蒲剧现代戏《走出大山》曾引起广泛
关注，是杨焕育生前十分认可的“草根编
剧”。

百部戏曲留下千古无声泪，千篇诗
文焕发百世有音碑。历时近 5 年、耗资
逾10万元，赵高社把人们纪念杨焕育先
生的 30 余万文字结集成册，命名《蒲坛
才子——缅怀著名剧作家杨焕育诗文
集》。“就想为杨老师做些事情。”他说，

“在结集该书的过程中，吕建华、朱海斌、
卫浩然等热心人士，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运城市剧协及各县剧团等给予了大力支
持，感谢大家的用情与用心。”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姚俊虎表示，
该书的结集，有利于弘扬戏曲文化、宣传
人文知识，延揽戏曲历史、拓宽艺术大
门，培养戏曲人才、吸引年轻观众。

赵高社现为运城市佰客隆商贸有限
公司的一名安保人员。得知他为杨焕育
先生出书后，该公司也提供了不少帮助。

才华留影蒲乡红，墨韵遗香艺苑
崇。期待蒲苑涌现更多“杨焕育”，也希
望文坛不乏“赵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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