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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说以1903年至1950年这个中国历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为背景，述说了成都老绣馆在这几十
年间的风云变幻中，起落浮沉的故事。
既有绣商之道、画家之灵、绣匠之巧，也有伟人、名人的身影与风采。
人物故事多是虚构的，有的则是取材于历史，照顾到小说情节发展需要，进行了适当的艺术虚构创作
的。
《蜀绣：老绣馆传奇》中的经营之道，刺绣之艺则是绣界前辈中佼佼者的实践归结，可供有志者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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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成都。
    正月大年十五刚过，十六早晨，科甲巷和九龙巷几处地方贴出了一张官家招贤榜，上面写道：    圣
上钟爱蜀绣精美，故传谕本督于皇太后万寿大典之际，采选上等寿幛一对进呈。
圣眷隆厚，百年不遇。
闻我四川绣界精英辈出，巧匠如云，得无一人当此大任，不负圣恩？
有愿为者，即揭此榜。
一俟完工，必厚加赏锡。
    此谕，    署理四川总督  岑春煊    此榜一出，市井哗然。
    然而，十几天过去了，却无人揭榜。
    原来，中国历史上有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绣花”。
它是人工以彩线用绣针按照设计的线纹，在绢、绸、缎、布、帛上刺缀出各种图案，用于美化服饰、
佩饰、装饰和日常用品，它和织锦技术统称“锦绣文彩”，深受人们的喜爱。
四川成都一带的绣品称为“蜀绣”，是中国最有名的绣种之一。
光绪皇帝宝座之后的平金九龙屏风就是雍正皇帝在世时，由内务府调了十名蜀绣绣工，用十个月时间
绣制而成，该屏屏心部分为米色绸地，彩绣海水江崖、流云、蝙蝠及暗八仙纹，当中以平金工艺绣金
龙、每扇一龙，中间一扇绣正龙，其余各扇为升龙或降龙。
此屏历经一百多年仍光泽夺目。
光绪皇帝对屏上刺绣工艺非常赞赏。
明年将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光绪欲行新政，想着怎样与太后调和关系。
他知道太后十分喜爱绣品，于是想起蜀绣工艺的精致，即告内务府总管口谕四川总督府选蜀绣能工巧
匠为太后大寿专绣寿幛两幅，要求工艺精巧，技压寿典各种礼品，让太后满意，此事办好了必有赏赐
。
岑春煊接得皇上口谕，甚为高兴，即着劝业道台沈秉堃到刺绣行业总会“三皇神会”与该会会长赵伯
清会商，请赵会长与各个绣馆绣庄联系，看谁家有本事承担这件官差。
谁知，由于灾害和战乱频发，多年以来蜀绣业已渐没落，原来的一批成名绣工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远
走外地，有的下落不明，有的早已改行。
只有“华成”、“德和”、“太升”几家大的刺绣绣坊还有几位“顾绣派”老师父尚在。
然而，赵会长与华成绣铺的杨亚龙老板、德和绣庄的朱永和老板、太升绣庄的王长太老板说起此事，
三位老板都不敢接手，生怕绣不出好的寿幛，触怒皇上，引来灭门之祸。
    赵会长无奈，只得找到沈秉垄道台，说：“沈大人，近些年因天灾人祸，蜀绣人才断档确是事实，
各大绣庄不敢承接皇上下达的重任也在情理，我倒有个主意不妨一试。
”    “哦？
”沈道台一听此言，忙道，“说来听听。
”    赵会长说：“自古招贤英雄出。
不如请道台大人回禀总督大人，以总督府的名义张榜招贤，许以重奖，也许会找到能人完成皇上交办
之事。
”    沈秉堃大人是一位比较善于体察民情、清正廉洁的道台，完全体谅赵会长的难处，便对他说：“
赵公言之有理，就照你说的办。
”    沈道台随即向岑春煊总督作了禀报，岑总督到成都时间不长，来后又军备紧张，对蜀绣业情况感
到十分茫然，为了迎逢皇上自然着急要找到绣家，当即应允，即着办事人员写好榜文在刺绣业集中之
处张贴。
但对沈道台交代，若十五H之内无人揭榜，便把各大绣铺老板抓来，强行安排，违者以抗旨重处。
    坐落在九龙巷东街头的“庆丰绣馆”老板章庆之这个春节过得十分爽意，因为大儿子章光成从上海
南洋公学毕业回来了。
    章庆之中等身材，年过五十却未发福，慈眉善目，一派儒雅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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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庆之祖籍安岳，中过举人，后因家道中落，不满官场腐败，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携妻带子到成都
从商。
此人实为能干，先是白天在私塾教学，晚上则在东大街夜市摆摊，收售古玩字画，逐渐有了积累，不
到五年便在顺城街置了宅院，又在九龙巷盘下三问店铺做起收售绣货的生意。
章庆之知书达理，又历经风雨，诚信买卖，宽厚待人，在绣业名望日增，人们尊称他为章先生。
夫人田秀娥温文贤淑，俭朴大方，刺得一手好绣。
    夫妻二人膝下有三子一女，长子光成，次子光中，小女玉玲，三子光环。
章先生二十九岁得长子，头三胎差不多两年一个，只是老幺间隔大些。
光成今年正好二十二岁，光中二十，玉玲十八，光环仅有十岁。
大的三个孩子自小都由父亲亲自任教，《百家姓》、《三字经》、《诗经》、《论语》、《中庸》无
所不读，父亲温和中带有严厉，子女听话，三兄妹聪明善学，个个成绩不错。
只是自开绣馆以后，由于环境熏陶，三兄妹都喜欢刺绣，吵着要跟妈妈学绣花绣鸟，章先生无奈，只
得在闲时请馆中绣师黄敬业教他们绣些小东西。
黄师父年龄比光成也大不了，多少，但刺绣技术极高，又是个认真的人，教绣时板着脸，一点都不温
和。
师父一丝不苟，让他们先从打空针练起。
没过多久区别出来了，光中、玉玲仍然本分学绣，长进也快。
然而光成不同，虽然也学会了绣花绣鸟，但喜好却与弟弟、妹妹有了差异。
只要店内来了买主，章先生或二掌柜贵叔陪同介绍绣品时，他就会靠拢旁听观察。
他十二岁那年，有一次，一位大爷来店购结婚礼品，看得眼花缭乱下不了手，贵叔左说右说，他都
拿3；T主意。
光成突然发话：“爷爷，您看那副鸳鸯戏莲门帘，做工精细，华贵大方，送给新人挂在门前，会天天
都记着爷爷的人情。
”这位大爷大喜，连声说：“小弟娃你真会说话，很合我意，巴适，就耍宦了。
”贵叔和在柜上的章先生不禁愕住。
章先生暗暗自语：“这娃娃二天经商有点板眼儿。
”    光成快满十五岁时，章先生对夫人说：“秀娥，成都这地方是桑蚕之乡，丝绸锦绣历来都是民生
主业，我们这个绣馆也算是我章家传世家业了，必须要有长沅筹划。
据我观察，绣业再有能工巧手，但如果没有经营高手，有货卖不出去，也难以为继呀！
因此，我打算让成儿去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深造深造，学些新的知识，以便学成之后扬我家业，为民
增惠。
夫人意下如何？
”    田秀娥舍不得与孩子分开，轻声说：“老爷想得甚是周全，只是成儿尚小，涉世不多，一人在外
，我放心不下。
”    章先生移步来到秀娥身边，拍着她肩膀安慰道：“自古英雄出少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就这么办吧。
”    就这样，章光成跪拜父母，与弟妹拥别，在贵叔的陪同之下从陆路由成都至重庆，尔后只身取水
路到上海，于光绪二十三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商务班学习，兼修美术和英语。
业余之时拜上海名画家吴庆云为师。
六年间，光成工学兼顾，开学时上课，放假时打工，与家中只是书信联系，最后以各科成绩优秀取得
毕业文凭，春节前才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成都。
    春节前几个月因清军在督院街周围与义和团曾有激战，九龙巷离得较近，各行各业生意受到影响，
商家们叫苦不迭。
章老板自然不会例外。
清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义和团残酷地赶出城外，又在春节前将义和团首领廖观音杀害。
此后，为了营造太平气氛，官府特意把春节期间东大街夜市、灯市弄得更加热闹些，才使街上人气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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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恢复起来。
    儿子回来了，商气有了回升，章先生一家春节就过得十分热闹了。
家里和店铺都张灯结彩，甚是喜气。
章光成从上海给父母弟妹及贵叔、黄师父和店里伙计人人都带了个小礼品。
店里其乐融融，大家都夸大少爷想得细致周到。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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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蜀绣是中国的“四大名绣”之一，它不仅是成都的一张名片，还是四川的一张名片，更是中国的一张
名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对蜀绣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被蜀绣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技
艺所感染。
由此，我对蜀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查阅了大量有关蜀绣的资料。
我发现：蜀绣不仅在文化艺术上有着卓越辉煌的历史成就，就是在四川的经济发展史上也有非凡的贡
献。
    不说三国时期蜀汉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是靠锦绣，也不说蜀绣在历朝历代的税赋上的贡献，仅就民
国时期而言，只是在重庆港这一个口岸，每年出口的蜀绣在好的年份就有十多万担。
这对当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对外极其封闭的四川成都而言，其商业上的造诣堪与晋商、徽商
经营贩运食盐、皮毛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惊叹之余，我萌发了撰文之念，想以小说的形式，把蜀绣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成就、经营的艰辛、巧
夺天工的技艺向人们加以宣传，以此为传承蜀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略尽绵薄之力。
    在继续深入的学习研究中，我认为，要把蜀绣传承和发扬好，不仅要重视对绣工的歌颂、针法技艺
的宣传，还必须注意到绣商在蜀绣发展中所起到的纽带、桥梁和组织的作用。
正如郑观应先生在《盛世危言》中所言：“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
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绣商们为了蜀绣的延续、发展和兴旺，呕心沥血，从政策的争取、绣货花样的设计、绣工针法技术
的创新、销售市场的拓展、各种行业风险的规避，各方面都不遗余力。
应当说，在蜀绣振兴必不可少的几个条件：国家的繁荣，设计的新颖，绣工的高超技术，民众的接受
认同和绣商的经营当中，绣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蜀绣的世界里，他们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角之一。
因此，众多题材之中，经过再三斟酌，我选择了以绣馆绣商的活动作为宣传蜀绣的切入点。
    这部长篇小说以1903年至1950年这个中国历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为背景，述说了成都老绣馆在
这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中，起落浮沉的故事。
既有绣商之道、画家之灵、绣匠之巧，也有伟人、名人的身影与风采。
人物故事多是虚构的，有的则是取材于历史，照顾到小说情节发展需要，进行了适当的艺术虚构创作
的。
其中经营之道，刺绣之艺则是绣界前辈中佼佼者的实践归结，可供有志者借鉴。
    原成都蜀绣厂的一些老同志，他们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书中关于蜀绣刺绣的教学方法、基本流程及工艺都蒙他们所教。
老成都系列丛书和四川省、成都市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所述的史实，对这本小说的创作也有很
大的帮助和启迪，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人虽然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但写小说还是第一次。
不过，作为老有所为的一种自励，我还是不怕献丑的。
小说中有不少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江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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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蜀绣——老绣馆传奇》是江克均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述说了成都老绣馆在1903年至1950年这几
十年间的风云变幻。
    一部关于蜀绣辉煌历史成就的传奇故事，一部叙述蜀绣文化绵延传承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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