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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7个月
将蜀绣精髓注入每针每线

“这个中国队引导牌是我的心血之作，是我职业生涯中最
重要的作品之一。”从事蜀绣事业 60 余年的郝淑萍，谈起为大
运会开幕式制作蜀绣引导牌，充满了自豪。她说，制作“锦绣合
璧”的引导牌是为了表达对运动员的祝福和对祖国的热爱。她
用自己的双手，将蜀绣的精髓和灵魂注入作品的每一针、每一
线中。通过这次盛会，让世界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和传统工艺的精湛技艺。

郝淑萍告诉记者，去年工作室就接到了大运会开幕式导演
组的邀请，开始制作中国队入场引导牌。她带领3位资深绣娘
前后三易其稿，耗时7个月最终制作完成。“可不要小看这引导
牌，它看似简单，却比绣花鸟要难得多。”为何这小小一块引导牌
会让精品层出的郝淑萍倍感压力？她解释道，引导牌的内容和
颜色都是由导演组设计完成，她们需要在蜀锦上面绣上“中国”
的中英文等内容和引导牌下方的长城图案。图案看似并不复
杂，但想要把“中国”两个红色大字绣得立体、有光泽，还要展现

“中国”两字的正楷笔锋，这是一大挑战；第二个挑战是要将长城
图案绣出“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气势。“我在蜀绣这条路上走了60
多年，这件蜀绣作品是我耗费心力最多的。”郝淑萍感慨道。

20多种针法
将长城的绣制精细到了砖块

时间紧、任务重，郝淑萍接到任务后，首先琢磨如何让
“中国”两字“亮起来”。她带领团队开始用不同红色丝线进
行试验。她们每天工作 8 个小时以上，将不同红色和黄色蚕
丝线分成 100 丝，每一针用 6 丝线、5 丝线、2 丝线交替绣，进行
不同组合尝试。“每丝线都是用手工来分，靠的都是经验和技
艺。”7 个月来，她们分丝线的手都已经留下了细茧。功夫不
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失败后，她最终选配到了最佳方案：用
三种红色丝线配正黄色丝线的方式来制作“中国”。作品中

“中国”艳丽的红色并不失沉稳，在灯光的照耀下，“中国”两
字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郝淑萍的团队不仅为“中国红”找到了最佳蜀绣配比，更
将长城的绣制精细到了砖块。郝淑萍比画着说，要在平面上
绣出立体的建筑，线条就不能横平竖直，要有一定曲折度。
为了让长城立起来，她们用了 20 多种蜀绣针法，一点点让长
城立起来，仔细观察，这件作品上的蜀绣长城连小砖都清晰
可见，达到逼真的效果，让全世界感受到蜀绣的魅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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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飞扬 锦绣之路

一针一线绣成中国队入场引导牌 蜀绣大师郝淑萍：

让全世界领略蜀绣之美

昨晚，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隆重开幕。伴随着热情欢快的音乐，成都大运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式正

式开始，现场大屏幕中出现一位成都纺织姑娘，她正在用世界上最古老的蜀锦织机编织着丝线。紧接着，她手中的

丝线逐渐变为了一条条彩色线路，在所有来蓉大学生所乘坐的飞机尾翼后紧紧跟随着。光影变幻中，这些多彩丝

线从大屏幕上流淌到运动场的地上，并开始奋力向前“奔跑”，最终形成一条由蜀锦铺就的“锦绣之路”。

蜀锦蜀绣，合为“锦绣”。来自全世界的青年大学生运动员在蓉城相聚，展示青春风采，凝聚青春力量，共赴“锦绣前程”。

7月2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踏上一条由蜀锦铺就的“锦绣之路” 新华社发

蜀锦蜀绣“绽放”成都大运会

在大运会开幕式上，引导员手持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郝
淑萍进行设计制作的蜀绣引导牌，引导运动健儿们走进运动
场，踏上“锦绣之路”。此时，场内蓝色和橙色灯光交相辉映，
在地上打出了两个特别的图案。无独有偶，在运动员入场引
导牌上也有这样的图案。这是巧合还是别有深意呢？其实，
这两个图案大有来头，它们是中国传统工艺纹样回形纹和如
意纹，寓意吉祥如意、福寿绵延。

引导牌边框选取漆艺纹样，面料选用的就是亚金色回形
纹蜀锦，还以蜀绣工艺在四角上绣制如意纹样。

回形纹和如意纹都是中国传统的寓意纹样。回形纹来
自古代的陶器和青铜器之上；如意则是一种器物，柄端作手
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回形纹和如意纹经过
历代的演变和创新，形成了各种风格和变化，富有美感和文
化内涵。

此外，引导牌面上还绣制有国际大体联会徽、赛事会徽，
参赛代表团国家（地区）中、英文名称，精致又不失文化气息。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总导演陈维亚表示：“希望每个代表团都能
将它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自己的国家（地区）。”

运动健儿奔向锦绣前程

走在这条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和美好祝愿的“锦绣之路”
上，运动健儿们兴奋地举起手机拍照留念，灿烂的笑容洋溢在

每一位运动员的脸上，他们不时惊呼：“太美了！”“Amazing!”
“一入场，看到这条‘锦绣之路’感觉太震撼了！”来自中国

大学生田径队的运动员陈业森告诉记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入场式，又是在家门口举行的大学生运
动会，非常激动！”作为一名新秀，陈业森目前是成都体育学院
在校大一学生，将在成都大运会上参加田径项目男子十项全
能的争夺，“对我来说，能够参加成都大运会我感到非常自豪，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大运会，之前一直在秦皇岛进行集训，对
于比赛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开幕式候场时，陈业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一起
合影，互相交流。“我给各地的运动员们介绍了成都的美食、美
景，希望大家在比赛结束后，可以去体验成都的幸福生活。”

陈业森兴奋地表示，希望可以借“锦绣之路”的好寓意，在
家门口的赛场上成就梦想。

入场时，中国大学生男子排球队的小伙子们精气神十足，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来自四川男排的队员彭世坤也是第一次
参加大运会开幕式，“这次在家乡能够参加大运会的开幕式，
我非常激动。”他说，“走上这条‘锦绣之路’时，内心十分感触，
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定会在赛场上不遗余
力地拼搏，赛出风采，赛出成绩！”

中华文明彰显时代新魅力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锦历史悠久，名扬天下，至
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素有“天下母锦”“寸锦寸金”的美
誉。蜀锦是一种盛产于四川成都地区的丝织物，有 2000 多年

的历史，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之一，被称为人类
几大文明区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成都自古以来以蜀锦闻
名，被称为“锦城”“锦官城”。蜀锦兴于春秋战国，盛于汉唐，
因产于蜀地而得名，因工艺复杂和贵重难得而扬名，图案颜色
艳丽，取材广泛丰富，往往都有吉祥的寓意。1995 年 10 月，新
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处汉代墓葬中，发现墓中其
中一人的右臂上绑着一块色彩鲜艳的织锦，在织锦的彩色纹
样间，8 个篆体汉字跃然而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有考
古专家曾推断，其最有可能就是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从
漠漠黄沙中走来，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和博大精深，被
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而蜀绣起源于川西平原，是成都地区特有的、不可替代的
优秀传统文化。蜀绣是在丝绸或其他织物上采用蚕丝线绣出
花纹图案的中国传统工艺，既擅长于刺绣花、鸟、虫、鱼等细腻
而生动的图像，又可以表现山水磅礴的气势，色彩明丽清秀，
针法精湛细腻。

蜀锦蜀绣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动例证，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
共的活态展示。千年时光流转，蜀锦蜀绣从历史深处走来，穿
越漫漫时间长河，在成都大运会的舞台上，再次绽放出耀眼光
芒。这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之光，是天府文化的时代之光。一
经一纬，编织希望梦想；一针一线，绣出时代华章。

而这条由多彩蜀锦铺就的“锦绣之路”，是希望之路，是前
程之路，祝愿每一位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突破自我，青春飞扬，
走向锦绣前程。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陈浩 王嘉

郝淑萍绣制入场引导牌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每个细节都经过了独具匠心的设
计与安排，甚至连引导各代表队入场的引导牌上都充满了
巧思。如果留意，观众一定会发现，这个创新设计的中国
蜀绣引导牌，表达了对大学生运动员的美好祝福。开幕式
中国队入场引导牌便出自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蜀绣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郝淑萍之手。
这个引导牌如何制作而成？耗费了多长时间？昨日，郝淑
萍为读者们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