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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烟台绒绣女
高守莲 撰文/供图

古人竟用海螺
当酒杯
张琪悦

我小时候家住烟台市双龙胡同，
离当时在大马路上的烟台绒绣厂只一
路之隔。我很小就接触了烟台绒绣，
喜欢上了烟台绒绣。

绒绣，又名毛线绣花，是一种用各
种颜色的澳毛绒线在特制的网眼布
（钢丝布）上绣制的手工艺品，起源于
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20世纪
初，由英国传教士詹姆斯·马茂兰在烟
台开设“仁德洋行”时引入，由烟台擅
长民间挑绣针法和剪花的女红高手董
泰女士将西方艺术风格融汇东方艺术
精华，创造了“规整板挺、针法多变、色
彩绚丽、绣工精致、形象逼真、层次明
晰、立体感强、风格高雅”的烟台绒绣，
烟台从此成为中国绒绣的发祥地。

烟台绒绣闻名遐迩，被国内外用
户视为名贵佳品。北京人民大会堂山
东厅的《东海日出》和毛主席纪念堂的
《祖国大地》两幅绒绣巨画，是烟台绒
绣的代表作。

抗战爆发前的30年，是烟台绒绣
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鼎盛时，烟台有
20多万人从事绒绣行业，烟台街面呈
现“街街晾锦、家家织绣”的繁荣景
象。日军侵占烟台后，绒绣行业的发
展被迫中断。

1949年，烟台绒绣恢复生产，从
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又达到鼎盛
时期。传统的烟台绒绣工艺针法同欧
洲风格融于一体，从简单的方点针发
展到扒针等工艺针法60多种。1300
多种颜色的毛线绒绣，表现色调丰富，
色彩变化微妙，长期陈列不褪色。既
能绣制图案丰富的提袋、靠垫、盘垫、
地毯、壁毯等日用品和装饰品，又能仿
绣中外名画、彩色照片、人物肖像等高
档艺术精品，分为10多个系列30多
个品种，上百个规格l万多个型号，产
品风靡海内外，畅销欧美、亚洲、大洋
洲等，广受赞誉。

绒绣作为烟台当时出口创汇的主
要手工艺品，以家庭松散型加工为
主。改革开放以前，绒绣是许多家庭
主妇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散在烟威地
区17个县市的几十万绣女，是如何保
证绒绣质量和出口时间的呢？

烟台绒绣厂与各市（县）、街道（乡
镇）密切配合，将绣女按街道、村庄划
片设组，挑选有绒绣经验、责任心强的
老绣女担任片组长，发挥以老带新、为
绣女提供全程指导服务、初检成品、修

改差错的作用。发货实行自上而下，
片长直接到绒绣厂拿货，组长到片长
家拿货，绣女到组长家拿货；交货实行
自下而上，绣女交组长验收，组长交片
长验收，片长统一交厂里验收，不合格
的拿回返工，少量差错由片组长补
救。这一环扣一环的层层把关，保证
了绒绣质量和交货时间。

我从记事起，就羡慕会绒绣的
人。冬天绣女居家穿针引线，在春、
夏、秋三季，只要不刮风下雨，老烟台
的街道、胡同和庭院屋檐下，到处都是
伏在撑子上绣花的女性身影。她们当
中既有古稀老人，也有学生女娃，更多
的是家庭主妇。有单人单撑子绣的，
也有两人在撑子对面绣的，还有大撑
子4个人一起对面绣的。我常常会拿
个小板凳，安静地坐在撑子旁边看大
人绣花。那时绒绣没有图纸，是绒绣
厂设计部门按照客户提供的图案，先
绣出样板给各片组翻绣，再给绣女照
着绣。样板上的中心留有记号，绣女
们会在镶撑子前找出钢丝布的中心，
镶好撑子，照着样板，从中心点向外
绣。在眼花缭乱的多色毛线中，绣女
们抽出需要的颜色，穿进绣花针，一双
灵巧的双手，便在特制的钢丝布网眼
中上下穿梭，在绒绣厂规定的时限内，
绣女们就会按要求完成一幅幅色彩斑
斓的绒绣作品。可以说，绣女是当时
烟台街上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

我虽然喜欢绒绣，但因我父母是
双职工，不能像单职工家庭的女孩儿
那样学绒绣补贴家用。我只能通过帮
助好朋友林姐铺底、撵货，偷偷地学，
反正技不压身嘛。林姐只大我两岁，
10岁出头时绒绣技艺就很熟练。我
盯着她上下穿梭的双手，从纫针、起
针、拔针到结束别针，看明白了，我就
想试试。林姐毕竟也是孩子，绣累了，
她就把绣花针递给我，指着一块空白

“把那个地方补上，我活动活动脖
颈”。 我立马坐上她的位置，补绣她
留下的单色线空白。她来回走着指导
我行针。以后，有了铺底的活，她就喊
我去帮忙。

林姐的妈妈是我们那个街道的片
组长，她曾领着我走进大马路北绒绣
厂的二层小洋楼，这里是对外发货、收
货、验货、换毛线、取绣样的场所。到
她家领货、拿样、换线的绣女很多。如
果哪天绣女要换的线家里没有了，她

就喊我跑个腿，拿着色线头去绒绣厂
领，一来二去，我与绒绣厂的保管们也
熟悉了。

有一次我去绒绣厂交绣样，碰见
了我的好几位同学，她们拉着我去了
路南土产进出口公司的大楼。我问她
们到哪里去，她们说找妈妈。我跟着
她们上了三楼，被那里的情景震住
了！整整一层楼，不见隔断，空间很
大，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图案的绒绣作
品，让我看得两眼发直：千姿百态的花
鸟、动物、人物、建筑、田园风光……一
幅幅规整板挺的绣品富丽堂皇、形象
逼真、色彩绚丽，此情此景更增强了我
学绒绣的决心。这本是绒绣厂的绣品
样板设计车间，每个绣女都有着高超
的绒绣技艺，她们会根据外商提供的
不同画作和图案，设计并绣出样板，提
供给基层的绣女照样绣花。宽敞的空
间，一字排开的大撑子整齐摆放了两
三排，有的一个撑子就有两米多长，每
个撑子上摆着不同的画作，绣女们穿
着素雅，戴着白色的套袖和工作帽，正
襟端坐在各自的撑子前，慧眼看图案，
用纤细的巧手，在网眼布上穿梭自
如。我那几位同学的妈妈就是这里的
设计人员和高级绣工，从此我便有了
来这里观摩学习的机会。

从跟着林姐补绣空白、铺底，我学
会了绒绣的一般针法。后来有段时期
我待学赋闲，喜欢绒绣的我主动去帮
助院里撵货的绣女铺底，找同学一起
去绒绣厂的设计车间观摩学习，从中
悟出了绒绣的基本针法和配色技巧，
在帮助林姐和其她绣女撵货中，我的
针法不断成熟，很快就能绣出成品
了，但我不能从片组长那里直接领货
挣钱。院里的K大妈，有五个儿子，
没有女儿，她看我绣得不错，出口任
务急时，她就分一些小活儿给我绣。
我慢慢熟练了，她又给我代领整套
的，每次交货都一次验收合格，最多
时，我一个月挣了33元钱。参加工
作后，我虽然很忙，但绒绣情结让我
见缝插针没落下绣。在儿子结婚时，
我利用业余时间绣出了《富贵花开》
《金童玉女》和《一帆风顺》。退休后，
我为自己乔迁新居绣出了《源远流
长》山水画。我拿起绣花针，坐在撑
子前，一针一线穿梭于网眼之间，心
静如水，完成一件作品获得一次满
足，何乐而不为？

有一种酒杯，外形像鸟类，李白、骆宾
王、陆游都曾为它写过诗，它是什么？

它就是著名的鹦鹉螺杯。
论起古代酒杯中的热门产品，“鹦鹉

杯”一定位列其中，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
都有它的身影：

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襄阳歌》

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
酒。——骆宾王《荡子从军赋》

蒲萄锦覆桐孙古，鹦鹉螺斟玉瀣
香。——陆游《秋兴三首其三》

拥有这么多名家量身定制的“广告
词”，可见“鹦鹉杯”的风靡程度。那么，
这种酒杯到底长啥样？又为何被称为

“鹦鹉杯”？
《南州异物志》中有记载：鹦鹉螺状似

霞，杯形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
为名。1965年在南京东晋王兴之夫妇墓
中出土的鹦鹉螺杯，也恰好印证了这一记
载。杯身以珍稀的贝类鹦鹉螺为主材料，
螺壳的口部、中脊等处镶扣鎏金铜边，并
制作了便于拿取的双耳，易碎的海螺由此
摇身一变，成了坚固实用的酒杯。远远看
去，整只酒杯仿佛一只梳理完羽毛、埋头
酣睡的鹦鹉。

鹦鹉螺杯历史悠久，还十分能装。三
国的《南州异物志》中有我国最早关于鹦
鹉螺杯的记载，称鹦鹉螺杯装酒之后“倾
覆终不尽”，杯中的酒竟然喝也喝不完。
如此大容量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答案就是鹦鹉螺本身！

清代《广东新语》中记载：鹦鹉杯本海
螺壳也……如鹦鹉嘴然，尾旋尖处作数层，
一穴相贯，甚诘曲，可以藏酒。鹦鹉螺壳内
结构十分特殊，众多隔层盘旋其中，又有小
孔相通，酒水倒入后便流进每个隔层中，可
以装下的酒颇多，也因此被称为“九曲
杯”。饮用时，因小孔和隔层阻挡，酒水不
易流出，不能一饮而尽，给人“杯中之酒喝
不尽”的错觉。拥有如此巧妙的藏酒机关，
难怪酒客们都对鹦鹉螺杯爱不释手。

鸬鹚杓（sháo），鹦鹉杯，一杯一杯
复一杯，玉山自倒非人推。

我有鹦鹉杯，君有鸬鹚杓，一杯一杯
复一杯，酒尽还沽共君酌。

众多诗句中，鸬鹚杓经常与鹦鹉杯
“同框出现”。杓也就是分酒器，用于从盛
酒器或温酒器中舀酒注于杯中。鸬鹚杓
即鸬鹚形状的酒杓，杓柄弯曲扁长，恰似
鸬鹚修长的脖颈。这两样酒具堪称饮酒
时的最佳组合，一个像鸬鹚、一个像鹦鹉；
一个用来舀酒、一个用来喝酒，搭配使用，
饮酒体验更佳。

千年前的鹦鹉螺杯，让我们看到了中
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来吧，让我们和古
人隔空干一杯！

名称：鹦鹉螺杯
尺寸：长13.3厘米，宽9.9厘米，高10.2厘米
收藏单位：南京市博物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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