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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荆楚汉绣》的作者通过数年对汉绣所进行的民间访谈、查找文献、搜集资料等工作，对汉绣的
历史脉络、艺术特色、针法技艺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荆
楚汉绣》的框架和基本内容。
全书包括汉绣历史沿革、文化内涵、艺术风采、工艺特色、艺人寻踪、绣品鉴赏等方面的内容。
作者以科学求是的精神对汉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提出了汉绣
是长江流域的四大名绣之一、是近代社会都市民俗的大众艺术、汉绣的六大审美特征等许多富有见地
的观点，这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阈评价汉绣艺术。

　　全书图文并茂，集可读性、知识性和学术性于一体，力求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图例、生动的内
容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汉绣真实的面貌。
既适合于从事这一行业和相关专业的人阅读，同时也适合于关心和热爱汉绣的各界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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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泽民，1951年生于湖北武汉，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服饰文化与史论研究、纺织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先后主持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摹金课题、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以及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
多次获得省优秀教学科研奖，并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出版有《中国古代服装简史》、《
服装发展史教程》、《中西服装发展史》、《倾听火师》等教材与专著，主编《汉绣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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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汉绣艺人访谈录
附录二：汉绣大师文论选
附录三：《武汉工艺美术行业志》节录
附录四：“汉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综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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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明代，刺绣向全国各地普遍发展，当时对外贸易与国内商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兴
盛，刺绣绣品中的商品绣在此时应运而生。
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开始走向繁荣，促进了商品绣的发展，连一直作为闺阁绣的“画绣”也成为商
品。
绣品开始大量由宫廷走向民间，使用范围更为广泛。
同时，商品绣的出现和流通带来了刺绣技艺的进一步提高，各地艺人通过交流与学习促进了刺绣工艺
和针法技艺的日趋完善和齐备，同时也使得商品绣市场进一步成熟，为后来各地域绣种的出现奠定了
基础。
 明代作为中国刺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还表现在这个时期的刺绣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在题材
、色彩、纹样造型等方面形成各地区不同的特色。
到了清代，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刺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清代刺绣最为卓越的历史成就，无过于
地域性绣种的进一步成熟稳定。
以地域特色为标志的绣种开始出现，并在清代确定了明确的地位。
尽管各地的刺绣在此之前都有悠久的历史或优良的传统，但毕竟没有确定的名称。
地域性绣种称谓的确定，多数生成于清代③，这也是目前研究者和学术界普遍一致的观点。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地域性绣种主要有山东的鲁绣、江苏的苏绣、北京的京绣、广
东的粤绣、四川的蜀绣、河南的汴绣、浙江的瓯绣、湖北的汉绣以及湖南的湘绣等。
而经过对相关史料档案的进一步考证，“汉绣”称谓的确定我们认为也应该是这个时期。
由此看来，各个地域性绣种出现和形成的时间相似，前后相差并不悬殊。
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当今四大名绣的格局，但是其他地域性绣种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
都是不容忽略的。
 汉绣作为地域性绣种，在历史上其生产中心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即荆沙、武汉和洪湖。
其发展到全盛时已遍及全省范围内及周边地区，其中荆沙地区是汉绣的早期发生地，武汉地区是汉绣
的主要发生地，而洪湖地区则是汉绣的同源分流地。
为清晰起见，我们先从汉绣的主要发生地开始叙述。
 （二）汉绣的兴盛与汉口镇的崛起 明代以后，江苏、山东、广东以及湖北等各地“绣庄”一类生产
组织的建立，使原来分散在一家一户的刺绣工匠，获得进一步提高的机会；而商品竞争的客观条件，
促使绣工们在学习、吸收其他地区绣艺长处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探索，努力发扬并创造出本地区
绣品的特色。
汉绣作为一个地域性绣种，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也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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