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针尖和丝线传承文化散播爱 

奉献南洋教育四十载的易杰老师 
 

孙秀燕 

 

  走进图书馆，阳光从落地玻璃流泄入馆，柔光四溢，即便在室内也能享受明亮和

煦的自然光。在后侧墙面光线稍未能及之处的柱子上，悬挂着两幅书法作品：一幅条

幅“花香琴韵书声中”1及一幅对联“有书常满架，惟德自成邻”。沿着宽阔的楼梯拾

级上到二楼，视线向右平移九十度，前侧整道玻璃墙引景入室，图书馆的空间往外延

伸，仿佛雨树也是在馆内呢！就在玻璃间中的两根柱子上，一对对联藏在了背光处—

—“重学尊师傅，藏书教子孙”。 

  上述几幅书法，结构稳实厚重，笔法或苍润朴拙，或秀丽雅致，庄重中带有几分

温文静逸。对许多中化人来说，这字体是那么熟悉而亲切啊！是的，明眼人一看，那

是出自陈人浩校长之手无疑。然而，走近一看，每幅作品的落款处，除了“人浩”及

其印章外，下方尚有“ｘｘｘ绣”。咦？贴近一些，翰墨竟有微微凸起的立体感。再

仔细一瞧，字体是由绵密的黑色丝线交叠而成的！原来啊！这是 1950 年代，学生用刺

绣工艺将人浩校长的翰墨给绣了出来。而传授学生刺绣的，是来自湖南，擅长湘绣的

易杰老师。 

独立自主新女性，只身下南洋 

  易杰，字南英，1896 年 2出生于中国湖南醴陵 3一个官宦世家 4。虽然家境优裕，

但受新思潮洗礼的易杰不愿遵守旧俗，少年的她选择离家到长沙就学，就读于衡粹女

子职业学校，专攻刺绣。衡粹女校由湖南首批留学日本女学生黄国厚 5于学成返中国

后所创立，其创立宗旨即为“培养女性自立自强，解除封建束缚”，并设有艺术师

范、缝纫及刺绣三科，培养学生就业技能。衡粹女校与陈人浩校长母校——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颇有渊缘。上海美专刘海粟曾大力推荐该校优秀毕业生到湖南任教，而衡粹

女校亦深受其益，在艺术师范造就了不少人才 6。 

  自衡粹女校毕业后，易杰曾在母校及长沙县立女子中学任教。1918 年，22 岁的易

杰只身经上海南来，初受聘于吉隆坡坤成女校美术专修科图工刺绣教员。1921 年她改

任马六甲培德女校教员，三年后到麻坡任教于化南女校，当时化南校长为洪斌。1928
年受新加坡南洋女校刘韵仙校长之邀赴星执教。1932 年，她返中国省亲再度南来，从

此定居麻坡，任教于本校直至退休 7。 

教授刺绣成果卓著 

  易杰老师在化南主要教授刺绣，教学成果卓著。1933 年 5 月 3 日，麻坡举行农艺

展览，中华与化南学生制作图工参加展览；化南学生周玉章、杨朝春所绣苏丹像获最



优等奖 8。1938 年麻坡青年励志社举办筹赈美术展览会，化南女校师生 40 余件刺绣精

心杰作入选
9，陈人浩、刘抗和易南英亦被视为是次展览会圆满举行之大功臣 10。1947

年化南女庆祝创校廿九周年举办书画作品展，主要展出陈人浩校长及岭东五画家的书

画，化南女校刺绣作品亦参展，虽仅为配角，亦获佳评 11。 

  易杰老师最丰硕的教学成果展要数 1955 年 4 月本校庆祝创校四十三周年所举办的

刺绣图工展览会了。展览会场设在丹绒新校舍一楼共 6 间教室，其中 4 间展示刺绣作

品——中学部作品 3 间，小学部作品 1 间。据唐雪（李冰人）的记载，会场“使人如

像走进了一个长满了琪书琼花的宝山，觉得满眼尽是葱碧玲珑，五色缤纷，令人不忍

空手而返”。中学部作品计有椅垫 32 个、男女童衣 70 余件、桌布 26 张、枕头 66
对、床布 2 件、书包 8 个、花瓶 4 个、洋娃 4 个、企鹅 3 只、对联 2 对、诗词屏风 3
件；小学部亦有各类较小件之饰品数十件。作品义卖标价最高者五百元，最低者一元
12。目前收藏在图书馆的刺绣书法，即为当年的学生作品。 

展现教育爱的师道典范 

  易杰老师宅心仁厚，关爱学生，充分展现了教育爱及师道的精神典范。她任教期

间将她的大半收入用以资助贫苦学生，作升学之用 13。1955 年，时任麻坡华校教师会

主席，也是本校校长陈人浩倡议为服务教育四十年的易杰老师筹募“易杰助学基金”

以表扬她对教育的贡献，提案获李汉臣、陈应时、谢瑞琼、徐民谋等老师齐声附议 
14，但却为她所婉拒 15。1956 年杪，易杰呈辞，10 月，中化学生在庆祝教师节联欢会

上赠送易杰老师一面绣有“中华教化化南邦”的旗帜以示对老师多年无私付出的感恩
16。董事会感念易杰老师的奉献，特通过设立养老金每月四百二十元奉养两袖清风的易

杰 17。然她倦鸟知返，于翌年毅然决定告别她生活了四十年的南洋，北归中国 18。 

  “花香琴韵书声中”、“有书常满架，惟德自成邻”、“重学尊师傅，藏书教子

孙”，陈人浩校长的字在绣者细致的针法下，保持了其神韵与内蕴。我想，当年学组

们在动手绣之前，必定先是领略翰墨中的精神气质，再通过针尖和丝线在布面上频密

地来回穿梭，展现出原书法作者字中的灵魂。对的，就是灵魂！这几幅字恰如其分地

立在图书馆的墙面及柱子上，不仅是一幅幅艺术作品，更隐隐然穿透时空，轻轻道诉

着阅读的美好，以及蕴藏在其中的柔和与力量。 

  下回到图书馆，在借还书之余，或是阅读的间中歇息，不妨在馆内走走，到这几

幅刺绣书法前伫足，欣赏书法与刺绣这两种中华传统艺术的巧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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