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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196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后，被分配到温州瓯绣厂担任美术设计工作。
一经接触刺绣，便被祖国这朵传统工艺之花所吸引，并迷恋上它。
经过几年的从事和了解，既看到其优越处，亦感到其弊端，即艺人们画绣脱节、墨守成规，技法和题
材少有突破。
于是，自己在设计绣稿之余，也向艺人们学习针法、设色、配线等整套工序。
后来，自己拿起针线，坐在老艺人身边穿针引线，做起了刺绣。
一起来翻阅《温州乡土文化书系：温州发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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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敬先，1937年2月出生，江苏省沛县人。
温州大学（原温州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温州市人像绣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2年
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从艺四十余年来，专攻水彩画和人像绣艺术，走画绣结合的道路。
近年来先后出版了《魏敬先水彩画选》、《魏敬先水彩画》、“中国水彩画家系列丛书”——《魏敬
先》和《瓯绣技法》、《中国发绣艺术》、《现代人像绣技法》等书，在发绣现代人物肖像理论方面
，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
　　魏乐文，1973年9月出生，浙江省温州市人，高级工艺美术师。
自幼随父学习画绣艺术。
1991年进入温州市人像绣研究所工作。
长期从事发绣人像艺术研究，以创作实践为主，走画绣结合之路。
曾参与研究所内的美国历届总统系列绣像的制作。
其创作的名人肖像作品曾先后于欧、亚、美各地展出，并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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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刺绣有着久远的历史。
早在原始社会，中国的先民们就开始用骨头磨制的骨针穿鬃毛，把兽皮缝制成衣物遮体，继而又在上
面刺绣一些简单的图案花纹，以示美感。
    公元前两千年，即舜的时代，就创立了“章服制度”，规定“衣画而裳绣”，开始从人的衣着、纹
饰上分出品位的高低。
年代最远的中国刺绣品遗物，据说是保存在英国马尔米博物馆中，与一尊商代青铜器“觯”的绿锈粘
在一起的刺绣残片。
瑞典考古学者西尔凡在1949年曾对这块刺绣遗物做过研究，她认为，这块约三千年前的刺绣遗物是用
丝线绣在织物上，并用“辫子股”针法绣成的。
    距今两千多年的春秋时期的《左传》中，便有“衣以纹绣”的记载。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中，也发现有“绢地长寿绣”、“绢地乘云绣”等手工刺绣服饰的实物
残片。
在中国敦煌石窟千佛洞中，也发现了唐代绣品《观世音像》。
古代有善男信女们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绣制佛像供奉以表示虔诚，顶礼膜拜的，这也可以看做是人
像绣的起源吧。
数千年来，由于历代能工巧匠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刺绣这一古老的工艺之花越来越丰富多彩，并且形
成了各家的独特风格。
比较突出的有“四大名绣”，即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四川的“蜀绣
”。
除此之外，还有温州的“瓯绣”、北京的“京绣”、河南的“汴绣”等。
以上各绣在针法上虽大同小异，但色彩效果、表现风格及所绣题材各有特色，并且也都有自己的代表
作。
    在研究各绣针法、特点的基础上，多年来，我选择了一条画与绣结合的道路，自画自绣，把绘画的
原理运用到刺绣中去。
    发绣在中国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过去的刺绣艺人多是绣花鸟、山水、传统人物之类的题材，绣
制现实中的人物还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
近年来，我们在学习和掌握刺绣的各种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走画绣结合之路。
着重在发绣艺术领域里进行开拓和创新，以绣现代人物肖像为主，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中国刺绣作为造型艺术领域的一个门类，既有写实性，又有一定的艺术抽象性，而画笔只能起到描
稿的作用，完成一件刺绣作品还要通过高超的手工技艺、千针万线制作而成。
一幅好的刺绣作品，能够达到其他艺术手段所不及的效果，这才能体现刺绣本身的艺术价值。
    刺绣人像艺术作为“中国一绝”，正以它特有的绮丽风姿走向世界！
发绣的难点    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笔者体会到利用发丝作绣和丝线绣相比，难点有三：    其一，头
发不像丝线那样柔软。
若在放大镜下看，头发本身是圆柱形的，又有一定的弹性，绣在缎底上往往不服帖。
所以，运针时必须抽拉均力，切不可轻一针，重一针。
一般用发丝作绣时，抽拉的腕力比用丝线作绣时稍重一些，方能显得绣面平服，发丝紧贴缎面，不至
于反弹弓起。
    其二，头发不像丝线那样，一条可以分成几丝、几十丝。
相对而言，用发绣表现人物面部的浅淡部位和五官细微处的转折，就困难得多。
由于发丝不能细分，从明到暗推晕的层次也就相对较少。
特别是绣制受光部位的微妙变化时，要百里挑一找出最细的头发，因为粗发会使明暗推晕不自然，绣
在缎底上感到太黑太跳；丝路方向转折不好，又会影响结构的表达；针脚太乱，又会有失质感的体现
。
    其三，由于发丝的色彩比较单一，若要用来表现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和丝线绣相比难度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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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充分利用头发仅有的深浅、粗细差异，用素描的原理，以发丝和缎料为载体，通过巧手丝理，
描绘出万物的神韵来。
    大自然的丰富多彩，人物形象的千变万化，都可以通过青丝银针的巧手丝理，使之活灵活现于绣面
。
其作品的优劣，艺术水平的高低，除针工技术的熟练程度之外，更主要的还取决于作者的艺术修养，
有了坚实的造型艺术功底，才能使一针一发起到既塑造形象又传神的作用。
这也是笔者从多年来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的。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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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者196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后，被分配到温州瓯绣厂担任美术设计工作。
一经接触刺绣，便被祖国这朵传统工艺之花所吸引，并迷恋上它。
经过几年的从事和了解，既看到其优越处，亦感到其弊端，即艺人们画绣脱节、墨守成规，技法和题
材少有突破。
于是，自己在设计绣稿之余，也向艺人们学习针法、设色、配线等整套工序。
后来，自己拿起针线，坐在老艺人身边穿针引线，做起了刺绣。
    虽然瓯绣历年来以绣传统人物为主，如“八仙”、“仕女”、“福、禄、寿三星”等民间吉祥寓意
的题材，当时也十分畅销于国际市场。
作者便在绣制传统人物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势，以针作笔，以线代色，结合自己绘画的功底来试
着绣制一些现代人物肖像，甚至有时也在家中对着镜子绣自己的肖像作为尝试。
    不久，“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工艺美术被称作“封、资、修”黑货，被打得“落花流水”，工
厂停工，大家都无所适从。
在那种特殊年代里，作者开始试着绣制革命领袖和中外名人的肖像。
当时绣制的毛泽东、爱因斯坦、鲁迅等领袖、名人肖像，一经问世，就颇受好评。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有时会和老艺人们一起日以继夜赶制革命领袖肖像，或绣制一些当时流行的“样
板戏”剧照，及时完成有关单位的订制任务，或赴国内外参加作品展览。
    用丝线绣制肖像的同时，作者也开始尝试着用发丝代替丝线，充分利用其扎实的素描功底，把西方
绘画的精髓深深地融入到中国传统工艺刺绣中去，为温州刺绣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并以发绣人像为载体开展“发绣外交”，引起广泛关注。
    从此，发绣在温州这片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
它伴随着作者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青丝银针不了情，一鼓作气数十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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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用丝线绣制肖像的同时，《温州发绣》作者魏敬先和魏乐文也开始尝试着用发丝代替丝线，充分利用
其扎实的素描功底，把西方绘画的精髓深深地融入到中国传统工艺刺绣中去，为温州刺绣开拓出一片
新天地。
并以发绣人像为载体开展“发绣外交”，引起广泛关注。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州发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