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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爱月：
小小吉祥绣球小小吉祥绣球““抛向抛向””全世界全世界

把自己和外婆的作品捐给服装博物馆

绣球一般由彩绣做
成，为圆形、布面，绣有花
鸟，内装木棉花或豆、米
之类农作物，四角缀以彩
色布带，是中国民间常见
的吉祥物。在吉祥绣球
鄞州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华爱月手中，这一中国传
统走向了全世界。华爱
月今年73岁，擅于制作
传统布艺，她手下的工艺
品细巧精致，承载好运，
曾受邀参加鼓楼步行街、
南塘老街的开街活动，还
参加过宁波市举办的“阿
拉非遗汇”等。

华爱月一只手上套着
顶针，一只手穿针引线，经
过浆布、裁剪、绘图、刺绣、
缝合成球瓣、填充、拼缝等
多道工序，一个小小的绣球
完成了。

小时候，华爱月住在月湖
旁，她的外婆是一名裁缝，家
里兄弟姐妹的衣裳、帽子、鞋
子，乃至一件件版型出众的中

式旗袍均出自于外婆之手。
小小年纪的华爱月就坐在外
婆身边，帮助外婆缠线、扦边，
由此也懂得了一些简单的裁
剪、缝补技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华爱
月调入宁波果品公司二号桥
批发市场任会计。市场设有
招待所，在所里工作的一位阿
姨兼职裁缝，常常会将多余的

布料扔掉。华爱月见状，便
挑选了一些布料，按照电视
里的“绣球制作”教程，开始
学习制作香袋和绣球。

刚开始，华爱月制作手
法不熟练，制作一个绣球大
概需要四五天时间，后来只
需要一两天。让她更开心
的是，这些小玩意得到了同
事们的喜爱。

创意绣球让人耳目一新

华爱月经过长时间的实
践，绣球工艺不断精益求精。
从传统的绣球，到金线穿插加
工，再到珠子点缀，演变为珠
镶绣球，华爱月用一双巧手改
变了绣球原有的模样。

华爱月把各式各样的绣
球挂在墙上。单条翘尾红鲤
鱼意味着“鱼跃龙门”，双鱼
互抱意味着“年年有余”，两
支蝴蝶名为“比翼双飞”，荷
花搭配整个满月则意为“画好

月圆”……
华爱月还会根据季节、

事件等变化及所需，在绣球上
绣上“四季平安”、“百年好
合”、“春华秋实”等字样，还有
本地特色的“阿拉宁波”、“书
藏古今 港通天下”等。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在绣球
上绣上“万众一心”、“齐心协
力”、“中国必胜”、“祝你平
安”、“致逆行者”等字样，送给
周围的人，鼓舞大家。

华爱月曾经想出过一个
令人耳目一新的绣球造型：身
着红色绸衣的娃娃屈膝趴着，
手脚、五指清晰，连头发都根
根分明。她为娃娃取名“人之
初”。为了让娃娃显示出爬行
状态，华爱月在娃娃的膝盖处
塞进了一枚回行针。

华爱月说，做布艺也要有
创意，动物要做得活泼逼真，
绣字的话字要写得好看，这都
是要有绘画写字的功底。

古时，丈夫出门，妻子会
在行李中放上绣球，意在睹物
思人，让丈夫感受到家人的期
盼和牵挂。如今，绣球有了更
加丰富的寓意，传递着真情。

有位居民想为在国外的
儿子送点礼物，专门找到华
爱月制作绣球。华爱月为其
制作了一个中国红的绣球。
还有一对住在新加坡的华裔
兄弟思念家乡，华爱月分别
为他们订制了两个绣着中国

字的绣球。
有一次，华爱月在鼓楼摆

摊，一位外国人带着翻译四处
转悠，寻找带回去的纪念品。
翻译指指眼前挂着的绣球，告
诉身边的外国人，绣球上系有
中国结，绣着中国字，是非常
富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工艺品，
值得留念。听完这话，外国人
一下子选购了8个绣球带回
去送给亲友。

华爱月把自己和外婆制

作的布艺鲤鱼、红绣球、绿色
红锦绸旗袍、鞋楦头等都捐给
了宁波服装博物馆，让更多的
市民朋友参观欣赏。

华爱月家庭还成功入选
2010年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
案例馆“三百宁波人家故
事”。在长达半年的展示中，
华爱月和她的吉祥绣球，成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展
示给全世界的游客。

记者 徐丽文

看电视自学缝制

“每逢教师节前后，梦中总见我中学时
班主任——陈玉娣老师。第一次见她距今
已有50年了，最后一次与她相见是在长春
市，距今亦有42载。她给我一生留下刻骨
铭心的印象是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认真负
责的工作精神，勇于创新的一抹教学艺术，
关爱他人的慈母之心。她是我终身为人做
事的楷模。”

这条微博是李盛潮老人写于7年前。
他是宁波第八中学 1967 届的一名中学
生。1964年秋，陈玉娣成为他的班主任，
同时是学校政治教研室负责人，主要教政
治课。

用自己的饭票给学生买馒头

在李盛潮的记忆中，陈玉娣教书育人认
真负责。当时，陈玉娣老师不到30岁，是3
个孩子的妈妈。

“这位严师更是一位慈母，我们班上59
个学生，没有一个因生活困难而停学。”李盛
潮告诉记者，陈玉娣经常利用节假日休息时
间挨家挨户进行家访。了解情况后，帮助生
活困难学生学减免杂费，解决其他困难。当
时，劳动课比较多，强度大，学生多处于身体
发育阶段，劳动课一结束，陈玉娣就将个人
的食堂饭票和菜票分发给每一位同学，让他
们到食堂购买包子和馒头。这在那个粮食
供应困难的年代，实属难得。

几经辗转得知恩师下落

1969年2月，李盛潮跟班里其他两位同
学即将入伍，陈玉娣老师分别给他们送了纪
念册和毛主席像章，并寄语他们要当“五好”
战士，关怀备至。

1970年10月，李盛潮被部队推荐到长
春市部队院校学习深造，又与陈玉娣巧遇。
1972年，李盛潮顺利结业后，与陈玉娣分
别。没想到，此后两人失去了联系。

为了寻找恩师，李盛潮花了20年通过
不同渠道不停打听寻问，但一无所获。据
悉，陈玉娣跟随丈夫的部队到江苏无锡生
活，但那时通讯不发达，寻人如大海捞针。

随着岁月的流逝，李盛潮思念恩师的心
情愈加迫切。就在退休那年的教师节前夕，
李盛潮突然想起恩师有一位姐姐曾在江北
一所小学任教，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恩
师的姐姐，得知恩师已定居加拿大。后来，
他又通过恩师的外甥找到了恩师女儿的联
系方式。

连年探访再叙师生情

2013年秋天，李盛潮20年的心愿终于
实现。他欣喜地发了一条微博:“今年的中
秋节更有特殊意义，因为我与失去联系42
年之久的班主任老师通电话了。她从加拿
大回到上海才两天，我们在电话里足足聊了
一个多小时。她的声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
她对过去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如初。再次
祝老师中秋快乐。”

随后陈玉娣回到宁波，与李盛潮等多位
学生见面。之后，李盛潮每年都会安排时间
赴上海探望回国的恩师，再叙师生情。

记者 徐丽文

寻找恩师20载
退休后再续师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