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秀花：隐身山村的京绣大工匠

刘秀花的故事， 要从她公公宁国玺说起。 在刘秀
花的家里还摆着一副宁国玺的黑白照片。 在照片上，
正值壮年的宁国玺头戴毛皮帽子 ， 身穿长款翻领大
衣， 面带笑容， 神采奕奕。 照片右下角留着 “中南海
暖阁留影” 的字样。

在刘秀花的口中， 宁国玺与京绣谱写的不仅仅是
一个故事， 而是一个传奇。 在清代， 京绣是只为宫廷
贵族服务、 生产御用制品的技艺， 因而 “京绣” 被称
为 “宫绣 ”。 那个时候 ， 精通京绣艺术的都是男工 。
民国时期， 在清代宫廷工作过的老工匠流落民间。 13
岁的宁国玺在北京正阳门附近的西湖营拜宫廷刺绣老
工匠黄师傅为师， 学习京绣制作艺术， 并侍奉黄师傅
开办绣坊， 承担起给师傅养老送终的责任。

京绣艺术分为金绣和绒绣。 一般来说， 学金绣的
不学绒绣， 学绒绣的不学金绣。 一幅兼顾金绣和绒绣

的作品， 往往需要两位师傅才能完成。 金绣是专门为
皇上服务的手艺 ， 要的是奢华高贵 、 光彩夺目的效
果， 用的材料是南京金线厂的师傅们手工捻出来的金
线。 盘金， 是金绣中相当复杂的一门技艺。 它是用捻
好的金线盘成金龙的样子固定在龙袍上， 再用蚕丝线
进行固定。 盘一条金龙， 不仅全部采用手工制作， 龙
鳞还要分别朝不同方向， 最重要的是， 这根金线必须
“一线到底”， 不允许折断、 剪断。 绒绣是用蚕丝线进
行刺绣 ， 花色多是大气、 沉稳的纹饰， 如： 花、 鹤、
鸟等官服的补子 。 刘秀花介绍 ， 京绣讲究八个字 ：
平、 光、 齐、 韵、 和、 顺、 细、 密。 现在很多针法已
不多见。 当年， 她的公公宁国玺打破了两项技艺不传
一人的旧规矩， 先跟着黄师傅传承了 “金活” 技法，
又在黄师傅引荐下， 与杨师傅学习了 “绒活”， 把京
绣的两项绝技全部学到了手。

根据刘秀花的介绍， 经过三年半的绒绣学习和四
年的金绣学习， 20 岁宁国玺练就了一手刺绣宫廷龙袍
的绝活， 在行内赢得了 “蝴蝶宁” 的美誉。 宁国玺曾
经参与刺绣人民代表佩戴的国徽， 同时亲手刺绣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 1949 年的开国大典上， 宁国玺
有幸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观礼台上。 1955 年， 宁
国玺接受了建国初期将帅服装军衔的刺绣工作并圆满
完成了任务。 期间曾多次以京绣艺人的身份受到周恩
来、 刘少奇、 陈毅、 贺龙等开国元勋的接见。 宁国玺
的后半生一直在刺绣厂工作， 1960年回乡继续刺绣技
艺， 并将手艺传授给了儿媳， 1977年去世。

刘秀花至今还保存着宁老爷子生前的一些作品。
在一条绣花的清式半裙上， 一朵朵盛开的花朵和精细
蜿蜒的莲枝鲜活动人， 花瓣的颜色淡雅， 针脚密实平
整， 几乎看不到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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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有九条形态各异的金龙组成的 《九州同庆》 京绣作品， 国家非物质遗产京绣的传承人刘秀花整整绣了八个月———每一条
金龙都有一百多片龙鳞， 每一片鳞片上都至少由十一根由金箔线婉转刺绣而成……在房山区一间民宅里， 记者见到了这幅作品。
作品的主人刘秀花将夹在绣片四周的铁夹子一个个取下， 掀开蒙在上面的塑料布。 大红色的丝绸底上， 9条金灿灿的游龙， 鲜活地
仿佛能摆尾昂头， 当中一条龙口中衔着金珠。

刘秀花是个地道的北京农妇， 可是她的刺绣绝技———京绣， 在一百多年前只服务皇亲贵胄。 68岁的她从22岁开始跟随公公宁
国玺学习 “京绣”， 在特殊的年代， 她利用下地干活后的间歇， 偷摸学习这门将要失传的精湛手艺， 历时数年， 倾尽心血。 在公公
宁国玺去世以后， 刘秀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收徒培养京绣艺人， 要将这门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虽然以绣活为生， 刘秀花坚持免费收徒， 不从学
生身上赚钱。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身形微胖的刘秀花， 戴着老
花镜弓着身指导一名女学生刺绣一幅 “松鹤延年 ”。
“这活儿绣出来要活泛， 绣出来的鸟不能是死的。” 刘
秀花对学生海英细细地指点， “你看， 京绣的配色与
苏绣、 蜀绣等不同， 颜色淡。 这仙鹤的羽毛用白色和
灰色线搭配 ， 整幅图都是清淡的 。 京绣常用的三蓝
色， 就是三种深浅不同的蓝色， 搭配起来能体现出精
致淡雅……”

据介绍， 1979年， 刘秀花就在房山区河北镇辛庄
村办起有 30 人参加的京绣刺绣培训班， 重点传授京
绣中的绒绣技法。 1987至1989 年， 刘秀花在河北新乐
县刺绣厂担任技术指导， 培训京绣技术人员 60 多人。

至今 ， 刘秀花保存着在刺绣厂与学员一同合影的照
片。 照片上， 年轻的刘秀花带着大大的皮帽子， 被数
十名学生围拢， 笑颜如花。

2009年京绣进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刘秀花在家中的农家院
办起来北京云龙京绣艺术中心， 开始免费招收学徒传
授技艺。 “我觉得收了学费麻烦， 比如一个学生你让
他交10块钱， 学了10天就走了， 这10块钱你还得给人
家， 你不能白要人家钱吧， 这多麻烦。 我就想把我手
艺传下去， 谁愿意学谁去学， 人学的越多越好。 这项
技艺传下去， 越发展我越高兴。 “

刘秀花介绍， 她收徒的消息传出去后， 最火的时
候有近数百人慕名而来要拜师学艺。 然而， 坚持下来
的现在只有二十多个。 “比如通州有个20多岁的小伙

子， 跟我说刘老师我非跟你学不可， 我知道了， 京绣
是男子绣 ， 我怎么就不能学会呢 ？ 我说行啊 ， 你学
吧。 那阵子我活儿也忙， 给他一个样品让他跟着绣，
可到了下午四点了， 我说看看你绣的怎么样了， 还没
穿上针。 他说不行不行， 我可学不了， 穿针我都穿不
上， 干别的去吧， 他说我还得挣钱养父母， 还想娶媳
妇， 我说学不了就没办法了， 京绣并不是特别简单的
活， 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学会的。”

2007 年、 2008 年刘秀花被评为北京市 “三八红
旗手”， 2009年， 刘秀花被房山区评为双学双比先进个
人。

2017年12月28日， 刘秀花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推荐名单， 成为京绣的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收徒弟不收学费只传手艺传承：

1972年， 刘秀花与宁国玺的长子结婚。 三天后，
公公宁国玺托着一只小猫形状的打线包， 对刚嫁进来
的刘秀花说， “跟着我学刺绣吧， 我看你可以。” 刘
秀花现在还保留着这只打线包———小猫的脸上和身上
都有玫红色和粉色的花样， 还有现在流行的薄荷绿色
的枝条， 绣工分外精细。 小猫的身体里装着些白面，
身后拖着一条一米多长的棉线。 做裁缝活儿时， 拉出
棉线一弹， 就能在布料上弹出一条浅浅的直线， 供裁
剪对折比照之用。 刘秀花在结婚以前， 自己在家常做
一些女红， 这只小猫式样的 “打线包” 是那个时候自
己的 “闺房之作 ”。 虽然样式俏皮 ， 但是与 “京绣 ”
相比， 还是有天渊之别。

宁国玺和刘秀花说， 他一直在寻摸一个接班人继
承自己的手艺。 然而， 刺绣这项艺术在那个特殊的年
代并不被看好， 家里的男丁要出工做农活儿， 妇女倒
是更有时间， 也不那么显眼。 而且学习京绣要手稳心

细 ， 宁国玺打破了这门手艺 “传男不传女 ” 的旧规
矩， 决心收儿媳为徒。 “你跟着我学这个， 这是燕京
八绝， 皇宫里传出来的， 绝对是我们国家的国粹， 这
手艺不能在我这里断了。” 宁国玺对刘秀花说。 宁国
玺还把家中收藏多年的京绣作品展示给她， 麒麟展姿
栩栩如生， 仙鹤举首气宇轩昂； 满清的、 民国的，
一件件京绣艺术作品颜色搭配适当， 图案活灵活现。

刘秀花开始学习京绣中的 “绒绣”。 开头并不容
易， 刘秀花说， 头一个月她都没敢动针线。 “在家自
己绣花的时候， 就是一块帕子拿手里， 一只手拿着针
扎， 没见过绷子。 可是京绣就讲究了。 一台绷子， 将
绸缎抻平， 左手上， 右手下， 两只手一上一下的位置
不能乱。” 刘秀花说， 她看了公公绣了一个月， 才逐
渐弄清楚手的位置、 针的下法。 每一针都有规矩， 绣
出来作品才能平展密实 。 “我一看跟我们绣的不一
样， 细致， 我看了个把月吧， 得了， 拿针绣吧， 我先

绣一个小样， 绣了之后， 我老公爹就笑了， 行！”
在学习完 “绒绣” 后， 宁国玺开始教刘秀花 “金

绣 ”。 金绣 ， 要的就是奢华高贵 、 光彩夺目的效果 。
“金线都是手工制作的。 我们进的金线， 是从南京金
线厂制作的。 师傅们拿手工捻。 金线里面有一丝蚕丝
线， 把金缠在蚕丝线上。 我们管里边那个线叫纱， 两
纱的有三纱的也有， 根据绣工需要什么样的， 人家再
拿手工给捻， 要是线粗金皮子也厚， 线细金皮子薄。”

刘秀花说， “金绣” 是用捻好的金线盘， 大部分
是龙的图案。 金线比一般绣线要粗得多， 并不是把金
线穿在针上进行刺绣 ， 而是要一根一根把它盘成图
案， 用丝线固定在丝绸上， 形成图案。 “盘的图案要
精致， 比如图案有个直角， 那这个金线就必须盘出角
来。 我记得， 我刚开始盘的时候， 总是圆角， 出不来
那个棱。 我公公上手一针， 角就出来了。 我一看， 这
一针扎的位置就和我的不同。 “

农村姑娘与京绣的秘密传承缘起：

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 照例刘秀花应该
去生产队干活赚工分 ， 可刺绣是个耗费时间的精细
活， 正在学习京绣的刘秀花， 为了保证每天有足够的
时间刺绣 ， 选择自己倒贴钱买工分 。 “我跟队长商
量， 我买工分行不行， 他说行， 交两块钱买十分， 那
阵男劳力十分女劳力九分， 那时候在我们生产队十分
是七毛钱， 我买这十分还得赔一块三。”

刘秀花学了 “三年零一节”， 才算出师。 刚出师，
手艺还见不得人， 又经过了数年的锻炼， 直到宁老爷
子去世， 刘秀花才算有了好绣工。

改革开放以后 ， 有外国人来北京房山寻 “蝴蝶
宁” 其人以及作品。 随后， 刘秀花是 “蝴蝶宁” 徒弟

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刘秀花绣的众多作品开始有了销
路。 “你看这种旧时的小绣花鞋， 外国人买的多， 当
工艺品摆放。 还有这种百子图， 也很受老外欢迎。 他
们还挺懂， 绣完都要数一数， 必须100个小孩才肯拿
走。” 刘秀花带着记者参观她家中的绣品。

2005年， 北京市妇联开展了 “百名巧娘” 评选活
动， 刘秀花首次带着自己的作品 《寿星图》 参加公开
评选。 “我就听说 （北京） 市里有文件， 说要召集民
间艺人。 我也拿不准我算不算， 就从箱子里抽了一幅
作品去参加展览了。” 这幅 《寿星图》 一直挂在刘秀
花的家中。 记者看到， 这幅作品的精巧之处不仅仅是
针脚整齐细腻， 颜色素净， 开脸慈祥， 而且寿星的额

头、 两颊等位置都是 “凸出” 的， 呈现出立体效果。
刘秀花轻描淡写地说： “额头两颊里头塞进了丝线，
看着就立体了。” 刘秀花凭借该作品被评为北京市百
名巧娘之一。

在刘秀花的家里， 记者看到了柜子中放着二三十
个奖状， 都是她的作品在大大小小评比、 展览上的获
奖。 刘秀花的手艺逐渐得到社会认可。

2007年10月， 在房山区妇联和琉璃河镇政府的帮
助下， 刘秀花注册了 “北京市刘李店绣花坊”， 即琉
璃河镇巧娘工作室。 刘秀花的代表作 “九龙壁” “长
城” “腾飞中华” 等艺术作品也销往东南亚、 美国、
德国等地。

公公宁国玺学成京绣绝艺传奇：

技艺惊艳被评为北京巧娘发展：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婧婧//文文 彭彭程程//摄摄

刺绣中

向记者介绍京绣

京绣大师宁国玺的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