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博物馆
打开世界

■ 张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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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大师
探索蜀绣与高职教育融合之路

“毕业设计项目与公选课只是投石问路，要为蜀绣留下‘火

种’，就必须培养全方位掌握蜀绣文化与技艺的人才。”朱利容

说。2017年，她申办了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开启了非遗传承与

高职教育融合之路的探索。

到成都纺专任教前，朱利容曾在重庆绸厂做过3年的车间

一线工艺技术员，产品意识根深蒂固。她说：“企业讲究产品效

益，办专业也一样，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要实实在在能创造作

品，绣出花样。”因此，刺绣专业的学生第一学期学习上百种蜀绣

针法后，要提交针法作品，第二、第三学期要提交单面绣作品，第

四学期要提交双面绣作品，毕业前则要独立完成蜀绣创新产品

的设计与制作。

如何实现以上的蜀绣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目标呢？朱利容创

建了“教授+大师”同课堂教学的新型师徒传习式模式：教授侧

重系统理论，指导设计创新与技艺实践有效结合；大师重高精尖

技艺指导，夯实学生技术基础，塑造工匠精神。如此，不仅按时达

成了每一学期的教学目标，学生作品还屡次获奖。

刺绣专业第一届学生钟华说：“同学们从对专业的陌生到熟

悉，到掌握蜀绣技艺，再到能够创作、绣制出精美的单面绣、双面

绣艺术品和蜀绣服装服饰等生活品，每一步都倾注了朱老师的

心血和汗水。我们也不负所望，绣制的作品得到郝淑萍、孟德芝

等行业著名大师的赞赏，并被学校绣艺苑学研馆收藏。”

2019年，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又引进了孟德芝、邬学强等2

位国家级蜀绣大师，形成了一支“大师+教授”领衔、“能工巧匠+

骨干教师”为中坚的双师教学团队。同时，还与蜀绣企业、蜀绣大

师工作室共建共享校内外10个实践基地，打造出“研究中心+大

师工作室”的课堂内外衔接的蜀绣非遗文化技艺实训场域。

随着朱利容对蜀绣的研究与教学的不断深入，得到了社会

各界更多的认可。她不仅成功申报“文化部教育部非遗传承人群

研修研习培训项目—民间刺绣（蜀绣、羌绣）”，各服装企业、蜀绣

基地的培训也纷纷找上门来。面对蜀绣专业、服装专业、传承人

群、校内业余学习者不同的需求，朱利容又提出“一主线四针对

四层次”培养模式，构建不同课程体系，分层分类培养，实施体验

式、项目化、现代“师徒传习式”等教学模式，并以此获得2018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国庆去哪儿耍？”朋友问我。

“没想好。你呢？”我答道。

“自驾大西北，来不？”

“来！”我没丝毫犹豫，回答很干脆。

“行程线路安排发过来了，你看看，

提点建议，如无异议请按确认键。”朋友

在微信上附带发来一个微笑表情。

我仔细研究了这次国庆自驾游线

路，这是从我居住城市出发到内蒙古额

济纳旗来回近五千公里的一次行程，亮

点是胡杨林。时长7天，途中可以体验

到从南方葱绿繁茂的浅丘到西北的辽

阔苍茫的草原。由南到北，地域风情迥

异。

几年前的国庆长假，我已自驾过西

北，第一天直达宁夏，第二天去镇北堡

影视城，然后深入腾格里沙漠，畅游沙

坡头，接着参观西夏王陵，再折返去沙

湖，见证沙与湖和谐共生的奇异状景，

最后到达西安，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

登大雁塔，骑自行车环游西安古城墙

后，返回。

“这次行程很经典，但景点安排过

多，有些赶，一周下来，会非常疲劳，还

是精简一点，轻松一点，快乐一点。”我

给朋友建议道。

朋友说：“行！”

于是，我根据经验对行程进行微

调，大西北可去可看地方太多，去过的

沙坡头、甘南草原、九曲黄河第一湾等

保留，有再去的必要，限于时间关系，我

还特地空出一天假期来调整和恢复，因

为假期过后接下来要上一个超长的班。

我将行程回传朋友，行程确认。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合并，假期有8

天时间，长得足以精心安排好一场舒适

的国庆乐游行程。这不，接到朋友邀请，

我就不假思索答应。

今年“十一”是第74个国庆节，普

天同庆。说实话，我格外珍惜今天的幸

福美好生活，我要做一个旅行家，我要

用双眼和双脚去欣赏、去丈量祖国的美

好河山，可看不够呀，走不完呀，祖国地

大物博，天翻地覆，日新月异。

我曾做过一个中长期规划，每个国

庆节都与家人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

看，我们既然身处这个伟大时代，就绝

不能辜负这美好的生活和多彩的风光。

“你有一颗野心。”朋友对我说。

我说：“也许吧，野外的野。踏遍青

山人未老，祖国风景独好。”

前两年，即使像国庆长假期也无法

随心所欲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即便如

此，我依然保持一颗野心，在网上疯狂

刷旅行短视频，看别人旅游直播。

国庆期间，我大把大把地消费这堆

积的时间、精力和野心，我关注了众多

旅游博主，有单人的，有夫妻的，有组团

的，有老年的，有年轻的，我想跟着这些

乐山好水的人，去游历名山大川，去体

验旅途的艰辛与快乐。事实上，我跟着

他们，也的确游览了许多的著名景点，

也探奇和涉险到了一些游人罕至的小

众路线，他们的越野车、房车、无人机、

摄影机等先进装备，从多个视角给我带

来了旅游的快感，但那毕竟有别于自己

的旅游，或者只能称之为猎奇，两者之

间差别极大。于我而言，那是另类的国

庆乐游时光。

今年国庆又临近了。

大街上、超市里、工厂区等，鲜艳的

五星红旗挂起来了，大红灯笼挂起来

了，庆国庆的氛围浓起来了，我那颗游

山玩水外出旅游的心更加迫切了，我还

得马上去添购一张相机大储存卡，我得

备着，我怕现有储存卡装不下我按捺不

住的心，装不下我无比快乐的国庆乐游

记录。

我把车洗好，行囊收拾好，只等国

庆放假了。

古语云，百闻不如一见。一段历

史，父母、老师一千遍、一万遍的讲

解，或许还不如学生自己亲手触摸一

次实物，或者用眼光“抚摸”一下真实

的场景那样直击心灵。这是我领着孩

子参观成都自然博物馆后沉甸甸的

感受。

今年秋季开学在9月1日，恰逢

周五。这就意味着上一天学便有一个

双休日。我觉得这是上天赐给这个暑

假的加长版，也是对即将开始的紧张

学习的最后一次缓冲。于是，我在网

上搜索游玩目的地，发现成都自然博

物馆很热门，排队两小时左右才能入

馆。我赶紧预约，带着孩子走进了这

所新晋“网红”博物馆。

我们上午9点左右赶到现场，成

为一条逶迤长龙的一部分。博物馆由

地质环境厅、矿产资源厅、龙行川渝

厅、探秘恐龙厅、生命探源厅等6大主

题展厅1万多件展品组成。一路看下

来，几个馆在脑海里就联袂成一本自

然地质科学的百科全书。许多过去自

以为是而又认知不全的知识，以凝固

的化石或生动的画面在我面前列阵

排开。我简直像个混沌初开的孩子，

睁开了好奇的眼睛。几乎所有的成人

都领着孩子，这场博物盛宴，孩子是

主客，成人是陪客、看客，但最终，所

有人都被这些化石、标本、场景再现

所征服。

走出成都自然博物馆，我便开始

了下一个博物馆目标的搜寻。

我在网上查询成都有多少个博

物馆，发现免费的居然就有 85 个。

我一一查看，原来包括武侯祠这些历

史文化景区，都属于博物馆之列，这

再次暴露了我认知的缺陷。

屈指一算，成都的很多博物馆我

其实都早已去过，有的地方去的次数

还不止几次。但我一直以为博物馆是

旅行参观中的鸡肋，往往走马观花一

晃而去。现在想来，自己真的是个文

明的盲者、文化的过客。

说起成都的博物馆，备受关注的

当数金沙遗址博物馆。去年世界博物

馆日，我预约前往一睹芳容。那些沉

睡地下被岁月埋没几千年的青铜器

皿，带着一路风尘重返人间。太阳神

鸟金饰璀璨夺目，证明了古蜀文明的

真实存在和先进的文明程度。

杜甫草堂博物馆，是成都诗意的

体现。那些远道而来的人，要来看语

文书上的茅屋在现实中的存在。还有

许多的三国迷，来成都必要参观一下

武侯祠，不然，对不起他们对诸葛亮

偶像般的崇拜。来成都，也不可错过

宽窄巷子。宽窄巷子是北方胡同文化

和建筑在南方的孤本，那些承载丰富

文化的建筑本身就是一座无法移植

的博物馆。还有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

博物馆，建设初衷是为了收集那些散

落各地的记载四川抗战的文物，铭记

壮士出川、视死如归的精神。还有独

树一帜的川菜博物馆，展示川菜“一

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特色和文化，在

这所博物馆里，游客甚至可以点菜，

全方位感受川菜的色香味形器。

成都自然博物馆是成都理工大

学博物馆。我想带孩子去看的下一个

目标，锁定四川大学博物馆，它是一

所底蕴深厚的博物馆。我打开预约参

观窗口，想选定下一个周末的时间，

却被提示双休日早已约满，看来“博

物馆热”方兴未艾。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

说，今天的博物馆已经不是消防员和

看守者的角色，现在的博物馆不仅要

把文物看护好，还要整理好，更重要

的是要向社会和大众开放，把资料共

享，把展览办好，把服务做好。

曾经听过，“世界”这个词来源于

佛经，“世”指的是时间，“界”指的是

空间。博物馆的各种文物，带来的是

物质空间的孑遗，呈现的是凝固的时

间。人类上天入地的探索，就是对空

间的拓展。对世界的认知，其实就是

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拓展。走进博

物馆，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个更深入的

世界，看见昨天、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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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绣花功夫”
织出蜀绣传承新图景

近日，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成都纺专”）“蜀绣文化与技艺传承创新教师团队”荣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团队创建者、负责人朱利容近年来也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等

荣誉。

荣誉的背后是朱利容对服装纺织教育30余年的默默坚守，是她数十年如一日对蜀绣非遗文化和技艺的挖掘、传承与创新。正

如她所说：“绣花要耐得住性子，受得了清贫。”是什么吸引着朱利容投身蜀绣研究与教学？作为将蜀绣非遗植入高职教育的拓荒

者，她做了怎样的探索？又取得了哪些成效？

挖掘＋整理
填补蜀绣无教材、无标准的空白

“太美了！”2009年，初次接触蜀绣时，朱利容情不自禁地

发出了感叹。尽管此前她在丝织工艺、丝绸品种设计、染织艺

术设计、服装艺术设计等专业已经有了近20年的教学经历，

但她还是被蜀绣独特且多样的针法、细腻而灵动的表现效果

深深吸引。“同一个图样，在不同的绣娘指尖会表达不一样的

情感，这或许就是蜀绣作为四大名绣享誉千年的原因。”朱利

容说。

在对蜀绣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朱利容却发现了令人

揪心的现实：学习蜀绣的年轻人寥寥无几，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蜀绣正在逐渐“老去”；蜀绣的传承以口耳相传为

主，针法技艺缺乏文字记载，叫法混乱；传统的师徒传习形式

单一、局限性强，绣花鸟的大师或许绣不出简单的人物……

“没有文字记载，学习蜀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说不定哪

一天蜀绣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了不让这样的担忧变成

事实，2009年，在学校的支持下，朱利容创建了蜀锦蜀绣研究

中心（现蜀绣研究中心），决心为蜀绣非遗留下传承的火种。自

此，她在四川的大小绣房、蜀绣基地间奔走，拜访孟德芝、邬学

强等国家级蜀绣大师，挖掘、统计蜀绣的针法技艺，修正名称、

错别字，将凌乱晦涩的口头表达用统一准确的文字进行表述。

经过长达6年时间的收集整理，朱利容编著出了《蜀绣》

《当代蜀锦蜀绣技艺》《羌绣手绣制作工（中高级）》《四川彝绣

图集》等5本专著。这些书籍不仅成为成都纺专公选课、蜀绣

培训教材，还被全国相关高校选作专业用书，一些蜀绣羌绣企

业职业培训、社会培训机构也以此为教材。同时，朱利容编制

（主编）的《羌绣职业技能标准》《蜀绣职业技能标准》也作为省

市蜀绣羌绣职业能力培训执行。这填补了蜀绣和羌绣无教材、

无标准的历史空白，让蜀绣传承更加规范、更具体系。

朱利容不仅研究蜀绣，还认真学习蜀绣。深厚的理论知识

和熟练的刺绣技艺，让她有信心把科研成果迁移到教学工作

中，不仅开发了“蜀绣服装服饰”方向毕业设计项目，还开设了

蜀绣刺绣全校公选课，让更多的学生接触蜀绣、传习蜀绣。

2012年，为了让学生学习更加精深的技艺，她还引荐了蜀绣

大师袁伟，开创了川内高职院校从企业引进大师到校专职任

教的先例。

技艺+设计
推动蜀绣产品与时俱进

“老师，黄金面具的勾边用什么针法更合适？”

“什么颜色、什么粗细的线才能表现出青铜人像质

感？”暑假期间，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群里，常常有

学生向老师们请教。原来，去年，朱利容与三星堆

博物馆进行了合作，开启了蜀绣非遗与三星堆文

物的梦幻联动，如今正带领着老师和学生们开展

一系列“蜀绣+三星堆”文创作品的绣制。

在朱利容看来，传承必须与时俱进，蜀绣非遗

传承更应该融入时代基因和地方特色。因此，在创

建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时，她就提出了“非遗与时

尚共生，文化与技艺并重”的教育理念，专业课程

不仅注重针法技艺、单面绣、双面绣等蜀绣技艺的

传承，还囊括了工艺美术设计、排版软件应用等诸

多方面。“我们要培养既有扎实技艺，又有现代设

计素养的刺绣（蜀绣）传统工艺和蜀绣非遗传承创

新人才。”她说。

最前沿的变革和风潮发生在生产一线。朱利

容不仅在课堂上注重学生各领域知识的培养，还

与服装企业、蜀绣基地开展校企合作。一方面，她

邀请行业专家走进课堂讲述最近的市场需求和时

尚热点；另一方面，她带着师生走进车间观摩最新

的技术更新和审美迭代。更为重要的是，诸如三星

堆这样的合作项目，她总是放心地交给老师和学

生们，让他们在真实的项目生产中磨炼技艺，寻找

创新、创造灵感。

与此同时，朱利容也在争做蜀绣非遗传承与

创新的先锋。她主持的“蜀绣高档家纺产品设计开

发及产业链打造”研究项目，推动了蜀绣新产品创

新运用，特别是蜀绣与服装服饰家纺家居等高级

定制的结合，进一步扩大了蜀绣文化品牌的影响

力。她还自学信息技术，不仅录制了 120 分钟的

《蜀绣针法与绣法技艺》教学视频，还将刺绣技艺、

刺绣图案等课程制作图片、小视频、PPT等，建立

起“绣艺苑学研馆”数字资源库，供校内外蜀绣传

承人、爱好者交流学习。

“蜀绣非遗的传承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朱利容计划从今年起，将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由

隔年招生转变成每年招生，在继续实施“研究中

心+大师工作室”“大师＋教授”“能工巧匠+骨干

教师”的蜀绣非遗文化技艺教学模式基础上，深化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不断进行创新研发和成果转

化，让蜀绣非遗文化和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继续开

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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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钟兴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