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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一个越南的订单，要 3500 支
礼品笔，交货越快越好。”近日，接到丈夫
杨文从亚洲（新加坡）消费品采购博览会
上传回的好消息，有孕在身的姚玉粼不
顾天气炎热，马上前往南浔区善琏镇各
村，和老师傅们商量，怎样更好地满足客
户的要求。

村里住着一批制作湖笔的老手艺
人。姚玉粼将他们组建成一支 18 人的
专业制笔团队，每当直播间有爆款或者
接到大单，她就指挥团队协同“作战”，既
高质高效又能帮助村民增收。得知这次
是海外订单，老师傅们劲头更足了。

我赌一把：自己能行

南浔善琏镇是湖笔的发源地和主要
产地，被称为“中国湖笔之都”。

“我们这里家家出笔工、户户会制
笔。”1996年，姚玉粼在这里出生。她是
善琏双鹿湖笔的第四代继承人，从她的
曾祖辈开始，代代做湖笔。

起初，姚玉粼并不想接班。

“做笔太苦了。”姚
玉粼感叹，从准备原料

到完工，要经过 120 多道纯
手工工序。笔工们常常一坐就

是一整天，伴随而来的是腰椎间盘
突出等病痛。

彼时的小镇善琏，对年轻人吸引力
也有限。且不说做笔收入不高，和大城
市相比，没有奶茶店、咖啡店，一到晚上
七八时，街上就没什么人了。回乡做湖
笔，对于在外求学多年的姚玉粼来说，内
心是抗拒的。

姚玉粼在大学里考取了国际营养师
证书，并顺利找到了在养生机构调理慢
性疾病的工作。

改变，始于2018年善琏举行的蒙恬
会——这是当地纪念“笔祖”蒙恬的民间
活动，一般每年农历九月十六举行，2009
年入选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时，姚玉粼第一次带杨文回老
家见父母。目睹了洗尘、润笔、祭
祀等一系列传统仪式，现场感受
到老一辈对湖笔文化的尊重
和热爱，来自甘肃的小伙杨
文直呼“太震撼了”。“要不
我们回来做湖笔？”杨文
提议。

姚 玉 粼 没 表 态 。
“那时候，从业者 90%
以上都是中老年人，
最年轻的笔工也已

经45岁了。”姚玉粼告诉记者。
但“ 毛 脚 女 婿 ”的 提

议，姚玉粼的父亲姚真
泉听进去了。“行业没
有年轻人，意味着传
统手艺要失传。要
不你们还是回来？”

姚玉粼犹豫了。
她不确定，如果回乡做

湖笔，能做成什么样子。
考虑再三，她决定试一

试：“一方面是出于喜爱，另一
方面，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要保

护好。我赌一把：自己能行。”于是，姚玉
粼辞职后和杨文一起回到善琏。

只要上心，就能不断
上新

2018 年回乡时，姚玉粼 22 岁，杨文
24 岁，他们成了当时善琏湖笔界唯二的
年轻从业者。

回来后，姚玉粼不是急着做生意，而
是先学手艺。她拜首批国家
级非遗湖笔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
邱 昌 明 为

师。
“很多人知道手工制作湖笔要经过

八道大工序、128 道小工序。但具体是
哪些小工序，很多老师傅也说不清楚。”
姚玉粼说。为此，她请邱老师把 128 道
小工序一一写下来，她不仅从头到尾认
真学，还花了整整 6 个月时间，拍摄、剪
辑了 600 多条短视频，把湖笔制作的完
整工艺一一记录下来。

“从古至今，没人做过这件事。”今年
74岁的邱昌明，16岁就开始学习制笔技
艺。说起这位“执着”的学生，从不轻易
夸人的邱昌明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姚玉粼要求邱昌明用方言为每道工
序详细解说。“业内很多制笔术语，是由方
言翻译过来的。比如‘锋颖’，就是湖笔笔
头尖端透亮的部分，老一辈叫‘黑子’。不
了解的人完全听不懂。”姚玉粼说，邱昌明
用方言解说后，她再一一配上字幕翻译。

“这样既能展示独特的湖笔制作工艺，也
能让大家听得懂、看得明白。”

尽管被折腾得够呛，但邱昌明很开
心，尽可能配合小徒弟。“玉粼

这 么 辛 苦 ，是 为
了湖笔制

作 技

艺能一代代传下去。”邱昌明说。
跟随邱昌明学习 3 年，姚玉粼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此后，她在传承传统技
艺的同时，还有不同于许多老一辈“湖笔
人”的举措——大力创新湖笔样式。

在姚玉粼的工作室里，一支形似发簪
的湖笔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姚玉粼
去年为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而打造的。

“知道自己成为火炬手后，我就思
考，怎样借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展示湖
笔文化。”姚玉粼说，她想到了善琏中国
湖笔文化馆中展示的汉代簪笔，简约、
别致——其尾部削尖，可簪在头发上或
帽子上，以便随时取用。于是，姚玉粼参
照它做了一款簪笔。

在去年的火炬传递活动中，姚玉粼
稳稳地握着火炬奔跑，一头秀发被簪笔
绾起，成为现场一道靓丽的风景。

“传统文化要传承也要创新，只要我
们上心就能不断上新。”姚玉粼说。除了
簪笔，她还设计出运河船舫笔、青花瓷
笔、珐琅彩笔、宇航员笔⋯⋯这些创新款
颇受年轻人追捧，年销量5万多套，约占
善琏双鹿湖笔总销量的40%。

例如运河船舫笔，造型别出心裁——
一艘精巧的小木船上，立着一支作为风帆
的湖笔，寓意“一帆风顺”。“我父亲那一代
人，要坐船走大运河把湖笔运往全国各地
销售，很辛苦。”有感于此，姚玉粼历经 3

个多月，设计出船舫款式。这款450元
一套的笔推出不到一个星期

就卖出 300 多套，去
年还获得第三

届全国文房用品设计创新大赛金奖。

湖笔还能这样卖

临近下午 1时。姚玉粼换上一件白
底、水墨画图案的旗袍，架起手机、打好
灯光，工作室瞬间变成了直播间。

“最近很多家人留言，让我推荐下适
合书写瘦金体的湖笔。瘦金体笔画瘦
细、刚硬挺拔，因此需要用硬毫。这支

‘细水长流’非常合适，紫毫和狼毫的组
合，兼具弹性和硬度，黑檀木镶铜的笔杆
非常有分量。”镜头前的姚玉粼说话柔声
细语，但让人感觉特别稳，几十款湖笔，
每支笔的特点、制作工艺、书写方式，她
都能娓娓道来。

2021年，姚玉粼尝试开直播。刚开
始，哪怕送的福利再大，一整天下来也只
有几个人进直播间。但她不气馁，不断
复盘、提升，每天坚持从上午9时播到凌
晨2时。“没人买没关系，宣传文化、展示
工艺也是好的。”

姚玉粼古灵精怪，她有时打扮成葫
芦娃出现在直播间，有时会变身格格、公
主、西域美女，来吸引眼球。

就这样坚持了半年，直播间的人气
慢慢起来了。有一次直播，3 万人同时
在线，销售额不一会儿就超过了8万元。

在姚玉粼的带领下，她父母也能独
立开直播了。今年55岁的姚真泉，一辈

子都在等顾客上门，女儿开启了
他二次创业的斗志：“湖笔还

能这样卖！”镜头前的姚真
泉沉浸式做笔，也会和

网友互动聊上几句。
一家人都在努力，让
湖笔也能“生花”。

南浔“Z世代”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玉粼——

妙笔生花，书写新故事
本报记者 徐 坊

新国潮·新青年

人物名片

谢 易 格 ，1993 年 出
生，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副馆

长、刺绣品牌“糖心旦”创始人。
她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宁波金银彩绣工艺融入服饰、包

袋等产品的设计，力求打造
“值得收藏的随身艺

术品”。

人物名片

姚 玉 粼 ，1996 年 出

生，国家级湖笔制作技艺南浔

代表性传承人，杭州亚运会火炬

手。曾获浙江省三八红旗手、浙

江省脱贫攻坚优秀青年主播、

浙江省青牛奖 20 强

等荣誉。

姚 玉 粼
制作湖笔。

姚 玉 粼姚 玉 粼
制作湖笔制作湖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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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船
舫笔。

编者按：新时代青年遇上国潮，会擦
出怎样的火花？

近年来，传统文化日益受到更多人喜
爱。一批新时代青年，也随之进入公众视
野——他们从事传统手艺或技艺，既传承
传统又锐意创新，助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
代生活有机融合，并“吸粉”无数。本报今
起推出“新国潮·新青年”人物报道，展示
这些青年的可喜成就、别样人生。

一身鹅黄盘扣马甲，搭配淡金银花
纹的荷包短裤，脚蹬一双裸色高马靴。

初见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副馆长、刺
绣品牌“糖心旦”联合创始人谢易格，便被
她这身高端设计款的“东方霓裳”锁住眼
球——盘扣上若隐若现的金线银线、裤腿
上的蛋型刺绣扣⋯⋯这套服饰兼具金银
彩绣的传统韵味和都市年轻范。

“这是‘夏荷绮梦’系列，设计灵感来
自中国传统的刺绣荷包，也是我们‘糖心
旦’最火的单品，销售额已达500万元。”
谢易格一脸自豪。6年前，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金银彩绣的“传二代”，谢
易格和吴佳颖、金俊宏两位合伙人一起
创办了“糖心旦”，一个将传统手工艺融
入现代时尚的非遗新生故事随之上演。

把传统手艺融入生活

金银彩绣又称金银绣——以金银丝
线与其他各色丝线，绣出不同图案。金
银彩绣历史悠久，其技法至少可追溯至
唐代。在谢易格的人生中，这个千余岁
的“老伙计”就如一根牵引线，不经意间
牵着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

谢易格出生在手艺世家，父母都是
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父亲谢武宏精通脱
胎漆器、木胎干漆、木雕等技艺，是一家
手工工坊的掌舵人。母亲裘群珠，金银
彩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守
着一处绣坊。

2011年，宁波金银彩绣正式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年谢易格
18岁。

这非遗界的大事件落在谢易格的视
角里，却是老手艺的式微。“我母亲的绣坊
里，绣娘平均年纪60岁，最大的80多岁，
几年间，绣坊没有一滴新鲜血液加入。”

虽然金银彩绣早已融入谢易格的血
脉，但她很清醒，要把它当成“饭碗”则是
另一回事。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嫌它难以赚

钱养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谢易
格坦言。曾经，一个很有天赋的男生来
绣坊拜师，可他的父母觉得这不算一个
正经职业，硬生生把人拎了回去。

老手艺的这般境遇，让谢易格心里
不是滋味。

2012年，谢易格决定赴英国创意艺
术大学研修时尚与管理专业。“当时也不
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个人拖着行李就
跑到北京，面试、办手续、出国。”短短几
句话里，流露出浓浓的使命感。

带着思考，谢易格像块吸水海绵，疯狂
吸纳国外手工艺的发展经验，思路渐明。

“我们有些非遗只是陈列在博物馆
里，脱离了当代生活。我想探索新的设
计思路，把非遗融入日常生活，创造一个
以中国传统手工艺为基础的新奢侈品品
牌。”谢易格说。

于是，就有了“糖心旦”。

新老绣娘“对对碰”

鄞州创新128园区96幢68号，是宁
波知名的民间博物馆——宁波金银彩绣
艺术馆，这里有百余位技术精湛的绣娘、
550 多件金银彩绣藏品。这是裘群珠一
针一线“绣”出来的家底，也是谢易格
2018年回国后创办“糖心旦”的一份底气。

很快，“糖心旦”就接到了第一笔订
单——设计嫁衣。

“客户不希望太艳丽，又想要中式美，
因此，我们大胆地以西方白婚纱来做中式
嫁衣的主色调，配以钉珠和刺绣组成的仙
鹤、松树等。”谢易格和两位合伙人铆足劲
设计了一款白金色仙鹤中式嫁衣。

“仙鹤是长寿的象征，放在嫁衣上不
合适。颜色这么素，哪有半点金银彩绣的
样子⋯⋯”裘群珠一见，觉得哪都不对。

和许多老一辈“非遗
人”一样，裘群珠执着于坚守“老味道”，
但谢易格并不这样看，“非遗新生，更要
靠重新解构、重新塑造刺绣语言。”

老辈与新人，有理念冲突，也有和
解，他们在切磋、磨合中互相赋能，也让
非遗生发出更多可能。

在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里，裘群珠
悄悄珍藏了“糖心旦”所有的实验品，有
失败流产的，也有大放异彩的。这其中，
不得不提到“一条金线”。

金银彩绣以金线、银线为主，相较于
苏绣、蜀绣，显得很“隆重”。“我曾经试遍
了市面上所有金线，都没能找到有时尚
感的色泽。”谢易格一度陷入苦恼。直到
她看到绣娘把玩自己手工搓捻的线，一
根棕丝线加一根金线，搓捻在一起，“化
学反应”发生了——“低调奢华的金色！”
谢易格眼前一亮。

“色泽变一
变 ，感 觉 就 不
同。那么绣布材
料能不能也变一
变？能不能换成丝
绒？”一听谢易格这么
问，绣娘们把头摇成拨浪
鼓。她们觉得，金银彩绣技
法独特，由钉线将金银线盘附固定在
面料之上，金银线并不穿透面料。表面
不平整的丝绒有先天缺陷，从来没人这
样做。即使做成了，那还像金银彩绣吗？

难以说服绣娘，谢易格他们3个“初
生牛犊”决定亲手试试。他们一针一针
地绣，硬是在丝绒上绣出松树、松叶，做
出了一只“贵妃聆松包”的样品。

这只包，长度、高度都不到10厘米，
却卖到5300元一只，一年就卖出二三百

只，老辈绣娘们啧啧称奇。一位名叫
“Dipsy迪西”的网友晒图：“工艺很吸引
人，也很好玩。”

“这只包，连手机都装不下，能干啥
用？”裘群珠时不时还会唠叨几句，可语
气里满是欣慰与骄傲。

近两年“糖心旦”出了不少精品，除了
“贵妃聆松包”，还有不少明星喜爱的唐装
外套系列，以及“东方贺礼”系列——为
新生宝宝绣制的虎头鞋等。

非遗激活新商业

盛夏的上海，位于安福路的“糖心
旦”品牌工作室闹中取静。“糖心旦”的业
务已从宁波拓展到上海，谢易格也多了
一个新身份——品牌运营总监。

“除了技艺传承，我思考得更多的是
怎样构建起成熟的非遗商业生态。”谢易
格说。

跟着谢易格走进“糖心旦”品牌工作
室，一眼就被摆在 C 位的人偶模特吸引
了——模特披着拖地的“黑金斗篷”，领
口的紫铜錾刻工艺，远看如刺绣，近看如
浮雕般立体，肩部、衣身满是金银彩绣，
非常精致，不少年轻人正围着拍照打
卡。正是这件斗篷，走上了明星演唱

会现场，一度冲上网络热搜。
“‘糖心旦’的单品常
常以各种意想不到

的 活 泼 形 式

露脸，强力吸粉。”谢易格自豪地说。
去年，“糖心旦”的刺绣香水包成为

高端香水品牌MELT SEASON的特别
定制款，两家联名推出七夕限定礼盒《针
与线》，刚上市便抢购一空；今年，在国际
服装奢侈品牌 Loro Piana（诺悠翩雅）
的中国区所有门店里，“糖心旦”的刺绣
胸针进行现场设计和展示⋯⋯

“我们的客户群体多是高知女性，把
非遗与时尚结合反响不错，去年销售额
近千万元，预计今年能翻番。”谢易格自
信地说。

在谢易格看来，“糖心旦”出圈不只
是非遗保护的故事，更是为它赋予商业
生命的努力。

在当下的国潮热中，积极争抢风口
的“糖心旦”，承载着谢易格和金银彩绣
更大的“野心”。

“‘爱马仕’等世界顶级奢侈品品牌
都以手工制作为灵魂。我认为中国时尚
要在国际市场具有辨识度，需要深入挖
掘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和工艺。未
来，我希望用一根绣花针，绣出东方‘爱
马仕’。”

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副馆长谢易格打造非遗时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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