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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东台发绣》在江苏
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接到新
书，捧读再三，感慨颇多。随着作者
笔尖的流淌，我从书中仿佛看到了
东台发绣从历史走来，不断创新发
展的历程，直至今日成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江苏省对
外交流的名片。文本字里行间洋溢
着东台发绣的历史文化自信，作者
在书中所散发出的浓郁的家国情怀
令人感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
台发绣》这本书留住了东台发绣历

史文化的根。
再现东台发绣创新发展的历

史。作者在书中详细讲述了东台发
绣的前世今生，再现东台发绣继承
传统发展创新的历史。作者站在历
史的高度，写出了东台发绣是对蜀
绣、粤绣、湘绣、苏绣的继承和发
展。“东台发绣滥觞于唐宋，盛行于
明清，枝繁叶茂于20世纪”，发展到
现在已有数十家发绣企业、设计人
员数百人、绣娘队伍上千人，成了东
台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化产业大军。
作者写出了东台发绣的兴衰。从开
始的猪鬃、羽毛、人发“三毛”工厂，
经过多年摸索创新，在工艺上狠下
功夫，使发绣在形态、构图、内容三
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一个
从个别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从初
级向高级发展演变的过程，使昔日
的“三毛”变成了为国创汇的工艺美
术品，被誉为“天下一绝”。如今东
台发绣产品既有雅俗共赏的普通工
艺品，也有高贵典雅、工艺精湛，登
得了大雅之堂的典藏艺术品。作者
还从发绣的色彩和针法上写出了创
新的历程，从过去单一的“一墨色”
转换成今天的“色中有墨，墨中有
色”。融绘画与刺绣于一炉，变“双
钩”为“晕色”——“双面彩色发
绣”——“双面异色发绣”；发绣的针
法也有了大的创新，由过去的“双
钩”发展为今天滚针、套针、缠针、扎
针、稀针等多种针法技艺的综合应

用。经过不断发展创新，东台发绣佳
作不断，发绣典藏珍品已经走进国家
美术馆等艺术殿堂。《清明上河图》的
发绣长卷获得许多名家的赞誉，著名
书法家武中奇题写对联赞道：“丹青
染尽清明胜，素手神传风俗情。”

字里行间洋溢着发绣历史文化
自信。作者将对家乡发绣文化的自
信和自豪之情作为全书的情感线索
贯穿始终。发绣先后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是东台的一张对外文化名片。东台
发绣开创了中国发绣历史的新纪元，
让东台荣获“全国发绣之乡”的光荣
称号。作者客观真实地写出了东台
发绣走出国门的过程：公共媒介的大
力推介，使东台发绣早在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就开始走出国门，而走出国门
的东台发绣又成了宣传中华文明的
媒介，如今东台发绣早已经成为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作者通过翔实
的资料介绍东台发绣在世界上受到
赞誉的实情。东台发绣载誉天下，获
得国家级金奖100多个，遍访亚欧美
数十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在国际博
览会及民间艺术博览会上屡获殊
荣。2010年东台“天工发绣”《牡丹》
摆件成为上海世博会赠送各国贵宾
的指定礼品，2021年，“天工发绣”产
品在上海“进博会”展出，全世界的目
光一下集中到发绣的原产地东台。
近10多年来，东台“嘉丽发绣”多跟
随省工艺美术考察团访问美国、加拿

大以及西欧、东欧数十个国家。美国
加州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馆长高
兴地接受了嘉丽发绣艺术馆陈伯余
馆长赠送的发绣《松鹤图》摆件，同时
发绣还走进了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
学院最高艺术殿堂。

凝聚作者对东台发绣的家国情
怀。《东台发绣》书写了历史文化记忆，
彰显了中国文化精神，诠释了历史文
化自信。浓浓的家国情怀充溢其中。
作者对东台“小桥流水”的水乡景象十
分熟悉，“幼时徜徉在东台城衣冠锦绣
的氛围里，耳濡目染了外婆、母亲、同
胞姐妹以及周边邻居心灵手巧的刺绣
才艺，潜移默化地增添了不少刺绣绘
画方面的感性知识。”作者为此做了大
量的发绣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并写成《东台发绣的前世今生》一
文。正是因为作者深爱东台发绣，在
接到省出版部门下达的写作任务后，
在疫情防控紧张阶段，闭门不出，挑
灯夜战，很快推出了初稿。作者力图
探究发绣工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文
化渊源，以及恢复、传承、创新、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借此诠释发绣别样的历史文化风情，
填补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关于发绣记
载的空白。尽管《东台发绣》这本书
体量不大(口袋本)，却留住了东台民
间历史文化记忆，留下了古老发绣弥
足珍贵的兴衰史，让人们从中了解
到，在中国刺绣工艺美术百花园中还
有这么一种刺绣样式的存在。

曹玲林散文集《水灵琴声》：

一条情感流动的河

《水灵琴声》是江苏青年女作家
曹玲林的一本散文新作。

作为中学英语教师的曹玲林，文
学一直是她的爱好，她的业余时间多
用来进行创作。然而，就这本业余创
作的文集，相信你会用惊异的目光去
看待它。无论在思想上，文化观念
上，还是在价值观等方面都开拓了新
的方向。亲人，朋友，乡邻，老师和学
生……在她的笔下都尽情绽放出纯
粹的真诚。

《水灵琴声》，像流淌在情感世界
里的一条小河。时而呢喃细语，时而
委婉低沉，时而又高亢激昂……在

“遗忘与新生”的现代背景下，流出了
纯美的人性，也流出了纷繁的世俗。

作品中各种人物形象都是鲜活
的、真实的，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底
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

因为接受了曹玲林老师为其书
撰写序言的嘱托，所以我有幸成为阅
读本书的第一位读者。而在阅读过
程中，我又常常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
题浮上心头。

我一直认为，近十几年来，散文
创作洪波涌起，思路大开，形式多
样，甚至出现了散文小说化的内在
变动。散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
体了，而给人以一种人为造势的浮
躁之感。

文学是人们精神需求的必然反
映。散文的虚化是不是有些人主观
提倡或社会浮躁的结果？为什么相
对严肃的散文创作会忽然走向虚实

结合的“新潮”？是不是物质压迫了
精神，精神需要反弹，散文像人的精
神一样：也在渴望自由……

而当我看完《水灵琴声》后，感觉
到，散文还是有她自己的家园的。比
起其他体裁来，散文是最适宜进行情
感的抚慰、宣泄、重建和传扬的了。
尤其在我们这个散文传统极为深厚
的国度里，仍然需要保持这样的创作
传统。像曹玲林老师这样在传统的
支撑下立足于根源文化写作的年轻
作家，也许他们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
成熟之处，但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是实
实在在的情感体验和深刻感悟。是
一种从心底迸向民众的精神与文
化。读起来有根有蔓，不显得飘浮。
虽然没有多少耀眼的文字，却呈现了
作者一颗纯洁的心。

《水灵琴声》，也是“水灵”的心
声。

书中记述的那些童年的回忆，
青春的梦想，父母的温情，邻里的善
良……无不热烈而诚挚，美丽而迷
人，体现了作者精神的充实和情感的
丰富，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生命本原
的尊重！

作者在本书中多次写到她的父
母，尤其是母亲。她担心“我怕我成
功的脚步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就是这一句普通的心里话，让读者仿
佛看到了两位为生活耗尽了精血的
老人，渐渐地走向孱弱。

作者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母亲
终究没有等到女儿出书的一天。

散文写到这里，作家的内心与
笔下所写的对象，完全交融在一起，
成功地呈现出她的人生现场和情感
世界。

本书并没有刻意去营造语言的
张力和魅力，就在这些简单而朴实的
话语里，读者已经能看出曹玲林老师
的散文语言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表
现力了。

作者从小生活在农村，农村的
水土滋养了她，农村也给她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水灵琴声》
中，农村的人和事成为她抒写的主
要题材，农村人的善良热情、质朴敦
厚就是她创作的基调，清新宁静的
田园风光是她笔下唯美的自然主
色，底层民众的艰辛和困惑是她关
心和关注的对象……她以极其真诚

的态度写作，体现了基层作家定当关
注基层的品格和崇高的使命。

著名评论家雷达在《我们时代的
文学选择》中提到，作家要有文学选
择，选好了就必须用生命去写作，写
不出厚重的作品，主要是因为缺少对
生命的体验、缺少对生活对人生博大
的爱。最后他作了一句经典的概括:

“只要人们的情感和良知不变，文学
就不会消失。”

用生命体验，用真心写作。这也
许是曹玲林老师的文学选择和文学
创作的初心吧！

作者简介 陈忠林，1947 年生于
江苏盐城阜宁，毕业于南京大学。退
休法官。中国散文学会、盐城市文艺
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任《华夏孝文
化》杂志副主编。

《东台发绣》：留住历史文化的根

《符号江苏·口袋本 东台发绣》
作者：周啟汶，陈伯余
版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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