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针引线中的齐绣缘

在黄凤的记忆中，总是
萦绕着姥姥绣花的身影。

“这些手工绣片、精巧的钱
夹子，都是姥姥留给我的珍
贵遗产。”她边展示边介绍
道。传统的齐绣以蓝色、紫
色等色调为主，图案寓意美
好，如凤穿牡丹、鸳鸯戏水、
喜鹊登枝。从小耳濡目染
的熏陶，让黄凤自幼便能绣
出别致的图案。

2005年，黄凤前往苏州
系统学习刺绣技艺，。“我常
去苏州刺绣博物馆参观学
习，拜访资深刺绣艺人，从
苏绣到鲁绣，最终我找到了
专属青岛的刺绣风格。”她
向记者解释，齐绣起源早于
南方刺绣，具有鲜明的地域
文化特色。特别是青岛开
埠初期，刺绣中融入了欧洲
蕾丝技艺更显魅力。“因此，
我就想，不能让这门独特的
手艺消失，决定要把青岛的

齐绣做起来发扬光大。”
黄凤在研究中，融合了

“苏湘粤蜀”的刺绣技艺，创
作出一系列生动绝美的作
品，推动齐绣列入市北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她个人
也因此荣获“第八届青岛市
首席技师”和“青岛工匠”的
荣誉。

用齐绣讲述青岛故事

“我正在制作的这幅作
品是青岛标志性建筑栈桥，
运用了乱针绣和满绣技艺，
需绣制三层来展现海水倒影
的细腻效果。”黄凤介绍说，

“为了逼真，需要灵活运用各
种针法，层层上色，并融入个
人审美，在颜色选择和搭配
上都需精心构思。”《青岛栈
桥》是《青岛风光》系列作品
之一，还包括情人坝、奥帆中
心等青岛地标建筑。

黄凤最得意的作品是
《生命里院》，里院见证了青
岛百年历史。“绣制时，里院

正在整修，一片破败之景。
然而一只小猫的出现，给我
带来了生机勃勃的灵感。”
她告诉记者，“这幅作品对
比强烈，一边是斑驳建筑与
枯萎花卉的沧桑，一边是
小猫的活泼生机。创新的
针法和色彩挑战重重，尤
其是如何通过颜色把握老
建筑的沧桑感，难度非常
大。”黄凤说，“我更愿意创
作具有青岛特色的齐绣作
品，用针线描绘青岛的美，
讲述青岛的故事。”

齐绣传递美好生活

黄凤视齐绣为责任与
使命。她经常会研读一些古
代文献和传统绣样，从中捕
捉灵感。“但我更希望能有更
多新针法、新配色、新题材融
入其中。”黄凤说。2015年，
她成立了“齐绣红坊”工作
室。“最初多是老年爱好者，
她们抱着年轻时对刺绣的一
种情怀过来学习。现在，越

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是传
承中最美好的变化。”黄凤
拿起一幅盘金绣作品展示，

“这是一名黄海学院大三男
生，用两周时间绣制出的盘
金绣《平安喜乐》。他是环
境设计专业的学生，我正指
导他设计一些融入青岛元
素的新式齐绣。”黄凤表示，

“年轻人拥有现代审美，老
艺人传承着传统技艺，两
者融合创新，将绣制出更
多富含青岛文化特色的新
式齐绣作品。”

齐绣，对匠人而言，既
是一针一线的修行，也是修
心的过程。“刺绣传递着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精益求
精的品质，将美传递给更多
人，这也是工匠精神的传
承。”黄凤说。记者 臧硕

在中国运河史上，开
凿于元代、位于胶东半岛
的胶莱运河，曾一度与京
杭 大 运 河 、浙 东 运 河 齐
名。由于种种原因，这条
800多年前的人工运河，尽
管运行只有10多年时间便
废弃淤塞，但历代直到近
代，围绕是否重新疏通启
动运河，始终存在着争论。

元朝时中国京杭运河
承担着沟通南北重任，但
时常淤积，海路便成为承
接南粮北运另一种选项。
当时大批军饷由海运船队
由南向北绕过山东半岛，
进入黄海再运抵京师。

此时莱州人姚演上奏
的开凿胶莱运河的奏折引起
朝野关注。奏折认为，开凿
一条连通胶州湾直通莱州湾
的人工运河，不但可以大幅
缩短路程节省七八百里海
程，还可避开沿海暗礁海流
风险，避免远涉重洋的凶险，
实为有利之举。据《元史》
载，元十七年七月，忽必烈下
旨“用姚演言，开胶东河”，此
胶东河，即胶莱运河，亦称胶
莱新河、运粮河。

工程自元十七年开始，
莱州姚演被任命为开凿胶莱
运河总管，除拨银万锭外，还
下令免除益都、淄莱、宁海三
州一年赋税为开河民夫工
钱，参加开河者计有3万余
人，工程历时两年终于竣
工。时间不长，位于今黄岛、
连接胶莱运河的马濠运河也
竣工了。胶莱运河南起黄海
灵山海口，北抵渤海三山岛，
流经现胶南、胶州、平度、高
密、昌邑和莱州等，全长200
多公里，流域面积达5400平
方公里，南北贯穿山东半岛，
沟通黄渤两海。胶莱运河自
平度姚家村东的分水岭南北
分流。南流由麻湾口入胶州
湾，北流由海仓口入莱州湾，
胶莱运河修通后，元朝设胶
莱海道万户府，辖水手、军人
2万，船千艘管理河务。

胶莱运河开凿运行，
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据

《大元海运记》介绍：“当年
新开河运，北运粮食两万
余石，第二年四万六千余
石，第三年二十九万石。”
胶莱运河开通，无疑是自
古以来海运的一项创举。

然而由于当时工程勘
探施工技术条件有限，运
河开凿先天不足，运河两
岸泥沙俱下易于淤积。那
时还没有修建停泊海港，
没有码头或防浪堤设施，
以致或海潮汹涌船只拥
挤，或退潮河底水浅无法
通行，加之淤积竟无法通
航。后反复权衡弊大于
利 ，于 是 至 元 二 十 七 年
（1290）终遭废弃。之后历
朝历代虽然都有人提起胶
莱运河疏浚通运之事，但
屡议屡罢，没有引起重视。

新 中 国 成 立
后，在制定第二个
五年计划时，曾经
将建设开通胶莱运
河列入其中，但后
来也未能实现。新
华社资深记者岳国
芳在其所著的《中
国大运河》一书中
曾把开通胶莱运河
列为21世纪中国应
该 首 先 开 凿 的 运
河。1998 年《光明
日报》报道说，中国
科学院专家建议国

家应考虑重新开凿胶莱运
河，以缓解渤海污染问题
和方便中国沿海地区南
北海上交通。这条于元
朝开凿又遭废弃的胶莱
运河是否重新开通讨论还
在进行中，但它为中国的
运河文化，记录下光彩夺
目的辉煌一页。（作者系青
岛市文物局原局长、作家、
文史专家）

胶莱运河 魏书训

本报讯 从白鹿原上的家
族之争到门第间的暗潮汹涌，
2024青岛·大剧院艺术节以陕西
人艺话剧《白鹿原》启幕、以首部
原创话剧《门第》闭幕，自9月6日
开幕起历时两个多月，为岛城艺
术爱好者们带来了涵盖音乐剧、
音乐会、舞蹈、话剧、儿童剧、戏
曲、讲座等共计38场精彩演出。

2024青岛·大剧院艺术节以
“潮起东方，传承经典”为主题，陕
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拉开了这
场艺术盛宴的序幕，期间还有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的《十二个
人》、天津人艺出品的《日出》等
多部精彩话剧，让岛城话剧爱好
者大饱眼福；由同名电视剧改编
的音乐剧《觉醒年代》，带领青岛
观众回望百年前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中国歌剧舞剧院大型民
族舞剧《赵氏孤儿》、中国舞蹈“荷
花奖”舞剧《杜甫》上演传统文化
中的家国情怀。此外，还有“民歌
状元、神曲女王”龚琳娜、旅美钢
琴家武晓锋、著名大提琴演奏家
鲁鑫、著名扬琴演奏家刘音璇的
精彩表演，以及《中国青年歌唱家
中外经典音乐会》等众多音乐盛
宴为岛城音乐爱好者带来高雅艺
术享受。

作为今年大剧院艺术节闭
幕演出的话剧《门第》的成功上
演，不仅展示了青岛故事、青岛
文化，更是开创了青岛本土文艺
创作走向全国文化市场的新模
式，肩负起了推动戏剧行业发展
的文化使命与国企责任。

2024青岛·大剧院艺术节虽
已闭幕，但精彩的演出却不曾结
束。后续，两位钢琴男神马克西姆
和理查德·克莱德曼将齐聚青岛
大剧院，为乐迷带来两场精彩的
钢琴盛宴；由郑云龙主演的舞台
剧《魔幻时刻》、俄罗斯莫斯科芭
蕾舞团的《天鹅湖》、新年音乐会

《奥地利维也纳之声交响乐团》等
多部各种类型的精彩演出将在今
年年底为岛城观众带来全新文化
艺术体验。明年，英文原版音乐
剧《猫》和西班牙弗拉门戈舞团的
舞剧《卡门》也将重磅登陆岛城，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世界
一流的艺术盛宴。（记者 臧硕）

艺术盛宴 传承经典
2024青岛·大剧院艺术节圆满闭幕

齐绣匠人黄凤：

针线绘青岛 匠心传美好
十指生春风，小小一方天地，寄托着绣者的美

好情感。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山东路
上的齐绣红坊，见到了齐绣非遗传承人、“青岛工
匠”黄凤。走进绣坊，只见黄凤指间银针翻飞，丝线
宛如精灵起舞，她以柔美线条和多彩斑斓的丝线，
将蚕丝幻化为生动逼真的图案，细腻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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