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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通市有崇川、港闸、开发、通州四区，下辖海门、启东、如皋三市和如东、海安两县，人口760
万。
这里滨江临海，一马平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港汊交错，旱涝保收，素有“鱼米之乡”“世外桃
源”之称。
明洪武年间，刘伯温曾为通州题有“崇川福地”四字。
千百年来，各地民众陆续迁徙于此，形成了五方杂居的社会。
他们带来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江淮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交汇相融，产生了既有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性，又有江海地域文化个性本土文化，孕育了璀璨的南通民间文学艺术。

　　南通民间文学艺术是东方艺术的一枝奇葩。
搜集、挖掘、抢救、传承、研究南通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件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要事、大
事、功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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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自强，中共党员。
1930年11月出生于南通市三里墩农家。
曾在华中军区、苏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训队、文工团、教导团工作学习。
先后在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负责行政和业务工作。
后到农工局、农干校工作。
1980年，任职于南通市文联。
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中国民间文艺家”评委会委员、金沧江研究所所长
、南京大学中韩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员、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南
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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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周珏红也是一个执著的人，凡是认准的事她都认真去办，并且非要办好不可。
1984年，全国各地的刺绣艺术家和有关专家学者聚集南通，纪念沈寿和南通女工传习所。
会中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由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创办“沈寿艺术馆”。
当时该馆的旧址还是南通市政府机关办公室，不易收回。
沈寿和传习所的资料也散失殆尽，征集难度也大。
周珏红认识到，创办沈寿艺术馆，纪念张謇和沈寿对中国刺绣艺术的贡献，这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
富。
作为沈寿的再传弟子有责任也有义务办好这件事。
她就主动挑起这沉重的担子，担任沈寿艺术馆筹备组负责人，到大江南北各有关部门采访征集资料。
那时，我国改革开放时间不久，许多人对这些历史和文化艺术认识不足，使筹备组的工作迟迟不能顺
利开展。
周珏红只得天天到市政府找人宣传讲道理，并多次到省厅请求援助，磨破了脚跟和嘴皮子却迟迟不见
成效，筹备组人员一个个泄气了，借口有其他工作先后离开，最终只剩下一两个人。
周珏红心里也很痛苦，仍咬紧牙关坚持跑下去，仅据她当时的工作日记统计，前后到机关单位跑了271
次。
许多同志都被她办事执著、认真的精神感动了，终于让出一间旧房作为艺术馆的筹备办公室。
此时，她看到一丝希望就更有劲了，经过8年努力，终于在1992年5月将艺术馆筹办成功。
那时她到了退休的年纪，仍坚持上班，待该馆的工作完全走上正常轨道，才恋恋不舍地退休。
退休后仍时刻关心单位的职工和事业，前几年研究所改制职工思想波动很大，为了事业和职工的利益
，她不顾骨折初愈，不分白天黑夜坚持去走访职工，听取各种意见，再和有关方面协商，终于使单位
顺利改制，并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职工利益。
周珏红是一个自信的人，对刺绣艺术执著追求。
退休了，社会活动不少，但在家的时间毕竟比以往多，她又拿起了绣花针从事刺绣。
然而刺绣作品不是很快可以完成的，需要成年累月，在这期间不知哪个老同事、老部下一个电话又把
她催上了路，去为他们排忧解难。
而家里的那个绣绷呢，就只能忙里偷闲地完成。
她急性子，就起早带晚地绣。
爱人倪老是个好后勤，见她东奔西颠走访职工很辛苦，白天主动做好各种家务，晚上陪着她，看她刺
绣，没有一句怨言。
去年倪老不幸病逝，周珏红十分痛苦，好长时间拿不起绣花针。
周珏红的刺绣作品虽然没有对外展出，都由自己或其亲友收着，但作品之精美高逸却是凡人很难做到
的。
仅从她自己收藏的几件刺绣作品来看，艺术水平确实不同一般。
客厅中挂着的那幅人物绣苏东坡，就再现了范曾神笔。
细看绣品用针细密紧短，丝缕转折自如，色彩更是自然调和。
绣中人物的眼睛绣得传神，将苏东坡自信傲视权贵的大家风貌刻画得十分生动，欣赏其作品自有一股
文人清逸之气感染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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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履痕:南通民间文艺家剪影》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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