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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刘雅大学毕业，
想去更多的地方游历、感受更
多的历史记忆、接受更多的文
化熏陶，她考上了英国萨里大
学商科的研究生。

“每到假期休息，我就会
出去游历，去看看欧洲国家的
风土人情，去博物馆、古老的
街道感受。 意大利的建筑、法
国的人文情怀，基本上欧洲都
跑遍了。”刘雅说，在他们生活
的环境中，每件事物、每条街
道都承载了很多东西， 人文、
背后的故事，还有代表这个城
市独有特色的味道。每到一个
地方，刘雅一边走，一边思考，

湘绣怎么融进城市、创作更好
的产品。

游历完，回到学校，刘雅
一边完成繁重的学业，一边打
工赚取生活费、旅游费。“做过
餐厅服务员、 超市收银员、火
鸡工厂工人，在零下30℃的环
境下加工火鸡，吃得了苦。”刘
雅笑着说。

体验生活、 减轻家里负
担， 是她坚持打工的一个原
因，在这些工作中，她感受不
同人的生活，学会很多；另外
更多的是， 想去看更多的博
物馆、 去体验更多的风土人
情，“家里送我出国留学，经

济状况本就不好， 我得自己
赚钱， 好能支撑我的下一趟
旅行。”

就这样，学习上课时，刘
雅保持每周阅读四五十本
书籍，周末、放假，她拼命打
工体验生活、赚钱；在一个
一个旅程之后， 她收获满
满。“大学毕业，我的论文得
到了优， 全专业八十人，排
名前十。”

更为巧合的是，她的毕业
论文里有一篇《中国人与欧洲
人的文化差异 导致消费观念
态度的差异》， 依旧没能摆脱
文化的范畴。

湘绣传人辞去北京银行高薪工作，回湘接手“湘女绣庄”，艰难维持文化创意

针线“绣”创意，“湘女”誓坚守

“文化产品的创作创新、大力发
展离不开大的氛围、 文化制作人的
坚守。”12月20日下午，冬雨淅沥寒
风冷冽， 万家丽路旁长沙市柳建新
刺绣艺术馆里， 刘雅伏在绷子上一
针一线认真地创作着她的刺绣新
作，细腻的写实手法、麻布的底板，
衬托着画布上的鸟儿栩栩如生。

刘雅是我省湘绣世家“湘女绣
庄”第四代传人，其母柳建新是我省
著名的湘绣大师， 竭尽全力创作了
《千鹤图》。

“商科毕业、留学英国、在北京
外资银行上班拿着数十万年薪，放
弃在北京已拥有的一切， 回到湖南
接手母亲留给我的传承， 这些年一
直坚守、创作、思考，背后多少辛酸
泪。”刘雅打望着艺术馆，捋了捋额
头的头发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湖
南文化创意产品、行业的发展，几大
核心因素，湖南文化核心的梳理、文
化产品的创作、 市场营销体系的建
立，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周莉

“我是没有童年的，从小就被关在
家里，在同学、院子里的小朋友眼中，
我就是一乖乖女，从不出门。”刘雅说。

打小刘雅在湘绣院里长大， 母亲
在绷子上忙活， 她就在绷子下穿来穿
去，外公在书房写剧本，她就在书房里
溜达、翻阅。

5岁开始， 刘雅学习书法、 国画。
“住在院子里， 很多大师都指导过我，
曾经拜王超尘、周壮猷、邵春林为师。”
刘雅说，到9岁时，她已经参加全国各
种书法赛事，获得了三十多个大奖。

除了书法、国画，刘雅还陆续学会
了素描、古筝、民乐、刺绣，5岁多，刺绣
的简单针法她全都学会。“那时候还是
单休，星期天上午书法、下午古筝、晚
上绘画。轮着来，一般都是满的，没有
休息时间。”刘雅回忆，一楼窗前经常
飘过悠扬的琴声， 窗台底下院里的小
朋友、同学躲着听她弹奏，她却羡慕地
看着窗外的小朋友。

1997年，成绩优异的刘雅高中毕
业，放弃了所有的专长，考了经济学。
因从小的文化熏陶， 刘雅在大学里出
任校文工团团长、宣传部副部长。学好
专业课的同时，也没忘记自己的爱好。
每到暑假，她回到母亲身边，看母亲创
作，自己也思考、动手，有时会去博物
馆、文物馆逛逛。

“大三暑假，临摹两幅壁画时，突
发灵感，创作了一对刺绣作品，在湘女
绣庄被两个人买走，卖了5000块钱。”
刘雅后悔地说，那是我的处女作，现在
想找也找不回了。

大学毕业那年， 她针对湘绣做了
详细调查，交出了《湘绣经济发展的现
状和趋势》的毕业论文。

“湘绣是湖南特有的，大
气奔放、生动、豪迈，这些年
来，我做了不少的创新，从材
质、题材、技法上做了改进、融
合。”刘雅介绍，材质上用了夏
布、麻布、油画布，布吸光强，
丝绣反光，对比起来更惟妙惟
肖； 题材上从传统的动物，到
北极熊、佛首等；技法上，独创
了写实加精修的手法，配上装
置艺术，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
果。

为了推广湘绣，刘雅建起
了博物馆、工作室，指导绣娘、
教学生， 博物馆里来了参观
者，会带他们体验，在她的眼
里，做好文化创意、传承，并不
是她一个人的事情。

“湖南文化核心的梳理、
文化产品的创作、市场营销体
系的建立， 三者缺一不可，相
辅相成。”刘雅表示。

湖南文化的符号、核心是
什么？经历了文夕大火、文革，
在文化断层后，如何将湖南文
化抽象的东西，具化、梳理、提
炼出湖南文化符号、 元素，文
化的溯源等等工作，这得有专
业的人士来做； 提炼之后，就
是扩展应用， 建筑、 包装、印
刷、景观、色彩等，都能将这些
文化符号、元素用上，让我们
的生活里处处都充满了这些
特色的味道；市场销售体系的
建立， 传承人应该就是匠人、
匠心， 就是做更好的产品，而
做出来之后如何落地、 卖出
去， 这得专业的营销人员来
做。这三个方面，得相辅相成、
串起来，形成一个产业链条。

2004年毕业， 刘雅回国
暂休，在一家做文化交流的机
构做翻译。几个月后，随丈夫
前往北京发展。

“两个人白手起家，都在
外资银行。”刘雅回忆，几年后
两人年收入都达数十万，买
房、定居、迁户口、育子，一切
都按照普通人的生活发展，很
美好。

但刘雅的心里却一直牵
挂母亲。“2003年开始， 母亲
创作《千鹤图》，湘女绣庄的工
人全部扑到了这上面，也没有
别的产品产出， 绣庄入不敷
出。”刘雅说，此外母亲常要刘
雅帮忙收集鹤的资料，帮忙建
设湘女绣庄的网站。

在北京的几年里， 刘雅陪

着母亲多次前往扎龙景区观
鹤，拍照、写生、构草图。2007年
前后，刘雅父亲身体不好，母亲
也曾让其回家照顾、继承，但也
多次徘徊：高工资、国外留学多
年，在北京发展好。直到父亲离
世，刘雅才下定决心回湘，接手
湘女绣庄。

绣庄产品已卖完，千鹤图
的工人工钱要支付；大环境市
场已混乱、 不按市场规律、低
廉滥造； 周围人的风凉话：在
北京混不下去了，大树底下好
乘凉；更有人说：“刺绣这么简
单的活， 不需要很多文化、读
过很多书的人来做。” 刚回到
长沙， 刘雅就面临流言蜚语、
种种问题，让她的传承之路充
满不确定。

“投了二十多万到绣庄
里，先得维持下去。”刘雅说，
然后对产品进行改革，母亲他
们的产品非常传统，技艺到了
巅峰，但产品不符合现代生活
的审美、对生活的感悟；去进
修学习，证书叠起来几十厘米
高；去国外交流学习，把国外
好的针法学会， 再融合创新、
思考；参加各种展览、展会，与
母亲合作的产品获得多个国
家级的顶尖奖励。

2007年-2013年，刘雅坚
守着， 一点一点做着文化创
意，把湘绣融到文化、生活中。
“也曾迷茫过， 最难熬时有两
三次想回北京， 想想两地分
居、运营不好，还不能和母亲
抱怨，就以泪洗面。”

12月20日，长沙市万家丽路万科金域华府，湘女绣庄传承人刘雅在柳建新刺绣艺术博物馆内进行湘绣创作。 傅聪 摄

【留学·追寻】
游历欧洲，感受中欧文化差异

【返湘·传承】
弃高薪工作，直面流言蜚语

【成长·熏陶】
“闭门”学习书法、画画

【坚守·创作】
匠心独运，致力推广湘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