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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
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
、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
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
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
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
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
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人类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
甘美和幽默⋯⋯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一项战略举措。
我们作为受到农民兄弟哺育和培养的知识界、文化界，有义务用学来的知识回报衣我食我的广大农村
的父老乡亲，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约50种图书的撰写工作。
我们组织了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
他们在相关领域里，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
生动活泼的文字，把相关的准确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
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务，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
、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遽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
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
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
    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化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永
恒的春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刺绣>>

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传统文化，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
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真
谛展示给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
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刺绣>>

作者简介

郑珊珊，1997年7月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本科，2007年7月，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获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硕士学位。
曾供职于《民间文化》旅游杂志、《城市旅游》杂志，为国内多家媒体、出版社供稿。
从2005年开始赴欧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旅行，采访当地民间艺人以及考察当地文化遗产保护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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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明代文武官员的公服在常朝视事、奏事、谢辞等场合穿用，也叫常服。
由乌纱帽、圆领衫和束带组成。
在圆领衫的前胸和后背各设一方形装饰，这就是补子。
补子的纹样有明确规定，文官为飞禽、武官为走兽。
明洪武二十四年定制：文武官补子纹样为：文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
、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
武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六品熊罴、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文取飞禽意在文采，武取走兽意在威猛。
明《大学衍义补遗》卷九十八称：“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
，不在文武之数；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象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
鸷也。
”对此定制，文官皆能循章守制，武官却不能遵守，多取公侯补子。
五品至九品极少有人穿用。
这也是现在极难见到传世走兽补子的原因。
清代补子的纹样仍然具有标志作用，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皇室成员用圆形补子；镇国公、辅国
公、民公、侯、伯、子、男以及各级品官均用方形补子。
清代补子的形式和内容都直接承袭了明代官补，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加工，尺寸比明代略小。
补子纹样为文官：一品仙鹤方补、二品锦鸡方补、三品孔雀方补、四品云雁方补、五品白鹇方补、六
品鹭鸶方补、七品鸂鶒方补、八品鹌鹑方补、九品练鹊方补、未人流官员也是练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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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刺绣》讲述了中华民俗刺绣，中华民俗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
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在民俗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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