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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刺绣：永远鲜活的女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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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刺绣产生的物质基础、民族传统，分别对画绣和民间刺诱的文化内涵、吉祥

纹样及少数民族刺绣的历史价值做了探讨，揭示刺绣在人的成长、民族性格的培养方面所具有的潜移默

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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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斯曾这样描写中国妇女

的形象：“这些受到世俗限制，并受到歧视性的虐待的跛脚妇

女，丝毫没有表现出理家的本能，⋯⋯”“习惯就是这样的，没有

阳光，没有知识——这就是中国女性的悲哀象征。”[1](P1 91’在他

的眼中，中国的女人毫无生机、毫无情趣、毫无“理家的本能”，

丝毫不懂得装饰生活。不可否认的是，在旧中国，几千年长期

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严重地束缚和压抑着中国女性的身心，

使她们过着屈辱的生活。但令人敬重的是，就在这种极为严酷

的人文环境中，她们仍以自己仁慈宽厚的爱心，勤劳坚韧的品

格，用自己比任何其它民族都要灵巧的“女人之手”，表现了极

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装饰才华，形成了独放异彩、令人赞叹的

女红文化。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基本品质是人性，

人的共同性，即对爱和幸福的追求，其作用是对既成现实进行

“美学转化”，使人超脱异化了的现实。这种超脱，使中国人度

过了许多的困苦磨难，养成了乐观善良、能屈能伸、坚忍不拔的

民族性格。

高尔基说：“过去所创造的东西，对社会可珍贵的东西，都

和今天保持着可贵的联系。”⋯‘脯’刺绣作为一种典型的女性艺

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发明

创造之一，曾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同时也对

世界文明和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种手工艺术，

中国刺绣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它伴随着我国几

千年的文明进程而发生和发展，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它都以顽

强的生命力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妇女的生

活观、艺术观和世界观，反映了中华民族尚美崇善的基本品格。

在我国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它又以新的方式萌发出

勃勃生机，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工艺美术形式。同时刺绣作

为一种产业，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因此，继承、传扬、研

究、开发这一优秀的民族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刺绣在我国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养蚕缫丝、纺织缝纫的发

展。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晚期，我国就开始养蚕，

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在我国的古代传说巾，黄帝的妻子

嫘是饲养家蚕的先祖，因此被作为蚕神崇拜。有专家认为，中

国龙的初始形象也与蚕神崇拜有关。贵州苗族是由巾原迁徙

至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苗族刺绣图案中的“蚩尤”，也称“龙

公”，外形肥胖有节，很像将要吐丝的蚕，当地人称之为“蚕龙。’’；

龙在汉族先民的图腾旗帜上，最初也是一只小小的虫形动物；

甲骨文中“龙”的字形，也颇似一只昂首的蚕儿。这些似乎暗示

了中华龙形的起源与蚕神崇拜的某些联系。最早的刺绣与织

锦并无严格区分，往往是锦绣并用，“锦上添花”，二者被统称为

“锦绣文采”，效果异常华美精致。因此，“锦绣”在中华词源中

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由于它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又被称为

“绵绣中华”。纺织和刺绣工艺相结合，曾使我国的服饰文化大

跨度地超越了其它国家，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文明古国。’丝绸和

刺绣可以说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

刺绣的发明，除了物质基础外，还与我国重视礼仪、崇尚装

饰的民族传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传文化以“礼”为本，甚至将

“礼”上升到安身立命的高度。《礼记·文王世子》中说：“人有

礼则安，无礼则危。”《礼记·乐记》进一步将“礼”诗化和艺术

化了，认为：“合情饰貌，礼乐之事。”《大戴礼记·劝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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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

夫远而有光者，饰也。”基于这样的文化传充，中国人自古就十

分重视服饰装束，并且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歌德曾满怀

热情地赞赏道：“存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中国就

有了这么精致优雅伟大的文明。”口儿”’刺绣作为一种装饰艺

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延续和发

展，直到今天，仍然焕发着巨大的生命力。

刺绣古称“黹”、“针黹”、“针绣”，民间俗称“绣花”、“扎

花”、“洒花”，文人士大夫称其为“女红”。它的产生，应当有

4000年以上的历史。据《尚书》记载，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

中，就已有了“衣会而裳绣”的规定。作为一种民族手工艺术，

刺绣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由于它的精美，从一开始就

受到宫廷皇室的特别重视，成为宫廷冕服的专用材料。后加以

推广，形成一种极受欢迎的商品。因此刺绣艺术始终沿着官

方、商用、民间互济互动、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道路发展着，无

论宫廷刺绣、商用刺绣，它的源头都是由广大民间妇女创始的。

贵族妇女巾的闺阁女红，是她们寄托情思、修身养性的一种技

巧，并不具有任何功利目的。劳动妇女在葛、麻、棉、毛等织物

上，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按自己的审美兴趣绣上各种纹样，即

加固了织物，又装饰美化了生活。有人将民间刺绣称作炕头文

化、地头文化、村头文化。由于刺绣工具简便，没有场地、设备

等条件的限制，无论尊卑贫富，随时随地可以操作，因而具有最

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广大劳动妇女在繁重的家务、农务劳动之

余，抽f_}-；点滴时间自绣自用。张道一先生认为：“民间工艺美术

是最生动、最丰富、最质朴、最健康的民族文化，这一源远流长

的文化传统包含着鲜明的民族情感、民族气派和诱发真善美的

艺术精神，它们在生活中就象那无数细微的神经，时时处处牵

系着民族的心。研究工艺美术，有助于了解自己民族的创造才

能，有助于新生民族的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

心。”一1刺绣在民间工艺美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却被许

多人视作为一种女人无足轻重的俗务，不屑于作深入的研究，

更不能公正地评价女性在民族艺术中的创作才华和民族文化

中的地位。

上层淑女的刺绣，用来消磨时间、怡情养性。成品可以装

饰闺房，或作为闺中女友交流文化、表达友情的赠品，因此多倾

向于观赏为主，并逐步形成“画绣”。她们中有许多人还同时擅

长琴棋书画，绣针在她们手中犹如画笔。“覃精运巧，寝寐经

营”。清朝刺锈名手丁佩在其所著《绣谱》的《自序》中说：“闺

阁之间，藉以陶淑性情者，莫善于此。以其能使好动者静，好言

者默，因之戒慵懒，息纷纭，壹志凝神，潜心玩理”。并认为，刺

绣时须“心闲神静”，“绣即闺阁中之翰墨也”。毛泽东主席将绣

花与绘iflii写文章相提并论，说明刺绣具有“文质彬彬”的品质。

勤于刺绣，使这些闺阁淑女形成了一种温婉优雅、耐心精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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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和品性。史料记载最早的画绣艺术家是三国时吴国丞相

赵达的妹妹赵夫人。她是一位极为聪慧的才女，擅长丹青，工

于刺绣，世人称其为“针绝”。应战事所需，为军中绣成一幅《五

岳列国阵势图》，“作列国于方帛之上，写于五岳、河海、城邑、行

阵之形。”。5o用针钱作笔墨，首创了中国山水画的雏形。画绣深

受唐宋以来的文人画影响，与文人画交相辉映，有异曲同工之

妙。画绣在苏州一带最为盛行。富家淑女闺媛争相操作，以致

于形成～种专门教授富家女孩刺绣的职业女性，称为“绣娘”。

宋朝顾氏极具刺绣才华，因家道中落，只得在民间授徒为生，弟

子众多，使画绣走出闺阁，来到民间，在江南发展起来，极大地

带动了刺绣业。苏州地区当时“家家有绣绷，户户在刺绣”。

《上海方志》载有“苏绣之巧”，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小民亦习

以糊口”。以致有“苏州百里无寒女”的说法。“顾绣”在明清

时享誉300多年不衰。。61明朝的韩希孟也是一位才华不凡的刺

绣名家，善诗书，尤善画花卉，她将诗、书、画结合起来，所作画

绣，深得董其昌赞赏，称其为“针神”，说她的刺绣艺术品“望之

似书画，当行家追察时，乃知为女红者，人巧极天工，错奇矣”。

她所创造的画绣风格，被世人称作“韩嫒绣”。’71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

族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定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

会环境和地理环境。”¨1《商君书·画策篇》写道：“神农之地，

男耕而食，女织而衣。”中国汉族文化的主源流是农耕文明积累

下来的文化和智慧，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艺术与自然息息相

关的的联系，自然、社会、人生融合为一体。这种文化内涵所形

成的艺术精神，在汉族民间刺绣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充分的体

现。民间刺绣是汉民族妇女审美意志的结晶。广大劳动妇女

在贯穿于她们一生的刺绣活动中，将传承、创造各种装饰图形

作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运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将

自己理想中和生活中的各种形象，按一定的结构，运用寓意、谐

音、象形等手法，经过变形、简化、抽象，使它们图案化和符号

化，形成了一种能使人共同理解、共同喜好的形式。这种形式

在长期的欣赏、交流过程中，相对稳定地发展下来，积淀为一种

有特殊意义的艺术语言。其中，吉祥主题是汉族绵延数千年的

永恒主题。几乎在纹样发生的同时，先民们就已有了朦胧的吉

祥意识。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是华夏民族

“万物有灵”、“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在艰苦的生存斗

争中孕育出来的审美理想和人生智慧。

“吉祥”的本意为“美好预兆”。《周易》中有“吉事有祥”的

句子。《说文》将其解释为：“吉，善也；祥，福也。”《尚书·洪

范》中认为吉祥的中心为五福：“五福，一曰寿，二曰福，三日康

宁，四日悠好德，五日考终命。”蕴含了人们向往平安生存和富

裕生活的美好愿望，成为人们世世代代不倦追求的人生总目

标，也是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原动力，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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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从平庸淡漠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升华”。。1划民族民间艺术以

原发性、原创性为其创作特点，就地取材，随其所好，形式活泼，

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由母亲、女儿、情人、妻子们创作的手

工艺术，洋溢着女性的温暖气息，充满真情和爱意，使周围的人

在这种女性文化所营造的吉祥和谐愉快的氛围中，得到美和善

的熏陶滋养，使人不断加深对自然和人生的理解，在艰苦的生

存斗争中，心灵和情感得以升华，创造出了“第二个自然界”，对

生活现实实行了“美学转化”。什么是第二个自然界呢?用高

尔基的话说：“一切称为文化的，都是从自我保护的本能里发生

}H来的，都是人在反对自然界的‘后母’的斗争过程里的劳动所

创造出来的文化——这是人要想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智的

力量去创造‘第二个自然界’的结果。”¨4](嘲’中国刺绣艺术，包

括“l断绣”和民间刺绣，所创造的“第二个自然界”，是中国妇女

呼唤幸福生活的审美理想。这种理想形成的文化以体贴的潜

移默化的方式，往往影响了一个人一生的信仰，对一个人的成

长起重要的作用，以致形成一个人的乡土情结、形成牢固的民

族心理凝聚力。中国人那种儒雅、和平同时又坚韧不屈的气

质，无疑也得益于这种文化的影响。

刺绣艺术发展到今天，已遍及全国各地，并形成了各种风

格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有苏绣、蜀绣、湘绣、粤绣四大名绣，以

及各具特色的京绣、瓯绣、汴绣、鲁绣等。花样、材料不断翻新，

机绣、电脑刺绣已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绣，成为出口大宗，但

民间刺绣和画绣仍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画绣已发展出高难

度的双面异色异样的“三异绣”，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被海外

人士称为“不可思议的魔鬼般的艺术”。新中国第一代刺绣艺

术家顾文霞，曾在伦敦奥林匹亚王室大厅、瑞士洛桑表演刺绣

绝技，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伦敦的报纸作了这样的评

述：“一位仙女般的中国姑娘，用她那神奇的双手，征服了英国

人民的心。”“她的刺绣姿势是如此的美妙，像弹钢琴那样，这使

人们想起了肖邦。”“古老而伟大的艺术，得到如此完美的继承，

使我们确信，中国是一个热情和平的国家。”瑞士一位著名的评

论家也撰文说：“这是东方艺术的精华，是中国的骄傲。”许多刺

绣艺人在海外的表演都得到了当地人的高度赞赏，一位美国朋

友说：“中国的文化历尽沧桑，还保留得那么完美，真是世上少

有的奇迹。”-l纠

画绣在当代已与西洋画、摄影相结合，技法更加神妙。旅

美摄影家杨一俭先生花7年时间研究开发出“中国针画”，所刺

风景画《汕大校园》被李嘉诚先生收藏。另据《广州时报》2002

年9月15日载：由摄影家植汉坤作品为稿，杭州刺绣世家的8

位艺人花费8个月的时间，精心制作的《并蒂莲》双面绣，被一

位新加坡商人以30万元购买。原估价1000万港元的两件画绣

艺术品，宋代张即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五》、明代《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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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夜摩唐卡》在香港佳士德拍卖会被私人收藏家以3087．41万

港币收购，创刺绣艺术品价格的世界之最。民间刺绣、少数民

族刺绣也受到越来越多中外人士的喜爱，纷纷购买、收藏。山

东沂水县高桥镇的民间刺绣作为一种手工业，已经使那里的妇

女富裕起来，2万余妇女中，有8000多人长年从事刺绣业；贵州

兴义市万屯村；近200户人家从事刺绣业，由于销路好，供不应

求，不少女人忙于刺绣，连男人也参与捉针绣花，成为远近闻名

的“男人绣花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上海、北京、西安等大中城市，不约而

同地出现了一些布置雅洁精致的各种绣坊，有些地方甚至当街

挂起了一幅幅刺绣作品，使人们感受到了一丝温馨的女人气

息。有些专营民间刺绣，也有些经营清时代的古刺绣，如北京

国贸地下一层的“绣花张”，将那些原本作为实用的衣饰锈片，

装进了镜框，成为纯粹的艺术品。还有一些号称“欧洲十字绣”

的绣坊，生意也挺红火，实际上欧洲的十字绣只有200来年的

历史，是中国民间刺绣中称为“十字桃花”的一个类型，源头也

在中国。刺绣服装成了许多城市妇女喜爱的装束，上海的姑娘

甚至穿上了绣花鞋和绣花兜肚。闲暇时穿针引线，飞红走绿，

也成了一种时尚。在喧嚣燥动的城市生活的压力下，刺绣作为

一种手工艺术，绣者以静制动，心灵似乎找到了一方可以暂时

摆脱焦燥的净土，在这里修养调息。一位心理学家针对这一现．

象认为，对吉风的喜爱反映了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好奇与对本民

族审美精神的牵挂。女红艺术至今仍然活在中国女性之中，并

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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