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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州的历史源远流长，建城二千五百多年以来，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在这块得天独厚而又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苏州人在创造物质文 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
的吴地文化，并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而在华夏文 化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苏州地灵水秀，人文荟革。
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其 丰厚性体现在古城名镇、园林胜迹、街坊民居以至丝绸、刺绣、工艺珍品 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
，体现在昆曲、苏剧、评弹、吴门画派等门类齐全 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文化心理的成熟、文化氛围
的浓重，等等。
千百年 来苏州人才辈出，如满天繁星，闪烁生辉。
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 涵的丰富博大，是苏州成为中华文苑艺林渊薮之区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光荣与自豪，但不应 当因之而自我陶醉。
文化之生命力在于繁衍不绝、生生不息的传承和开拓 ，文化长河之内在生机在于奔腾不息、永不终止
的流淌与前进。
苏州的文 化经久不衰，源于世世代代不息的继承和传播，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 又正是由于一代
一代人的辛勤探索与不断创新，使苏州的文化日益根深叶 茂，绚丽多彩。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苏州人民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阔步前进。
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把苏州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科 教先进、文化繁荣、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的地
区，成为二十一世纪新的“ 人间天堂”。
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
 文化的繁荣，渊源于悠久的历史，植根于今天的实践。
全面、系统而深入 地研究苏州文化资源开发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
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认真 总结、研究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苏州文化
的丰富宝藏，博采八 方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苏州市文化局和苏州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苏州文化丛书》，是 苏州文化建设中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
有感于斯，写了以上的话，聊以为 序。
 1999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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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具有悠久历史之苏绣，竟然历数千年而无专著叙述，殊为可惜，且与繁荣发展之苏绣业极不相称。
而一部苏绣专著，及是艰难之作。
刺绣艺术懂行，但不善写，虽亦有人尽力为之，终难称意；世多名家高手，但对刺绣业不熟悉，难以
下笔，或不愿写。
笔者自谓介于两者之间，将苏绣作为系统工程进行谋篇布局，在整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
胆开拓探索，稍予分析研究，因而时有史论，间在笔者心得，总揽古今之荟萃。
不敢掠人之美，引文明尽量附带注明出处，以尊重原著作者。
在苏绣专业中尽量变棘地荆天为曲径通幽，写成轻松活泼的文化之作，以稍减沉闷而有助于阅读。
读者可以更多地从社会人文的角度，进入苏绣的艺术世界中游弋；从苏州刺绣一针一线的形成过程中
，再一次感受到吴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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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尺幅凝霜胜画韵 人人都说苏绣好，苏绣美在哪里呢?美术家讲美学艺术，刺绣者说针法 技艺
，外行人仍然一头雾水，不知其妙。
其实观赏者以不同角度、方法、 心态和修养出发，可以说出各自不同的观感。
 为了更好地对绣品有较好的理解，识得其神技奇艺，只能先对苏绣品 制作的基本情况说两句。
刺绣是一项艺术的劳作，是“工”和“艺”的结 合。
在“工”以前，先要有“艺”的构思设计，在“工”的过程中施以“ 艺”的表现。
所以，整个刺绣作品的完成，大致需要经过创作设计图案、 研究刺绣针法、用线设色、如何绣制，刺
绣完成后将绣品装裱起来或成合 加工等过程。
一件绣品的完成，实际上是各个方面通力合作的成果。
 （一）画绣之工 欣赏苏绣艺品，要从绣稿谈起。
“绣工未动，画工先行。
”画师要努 力根据刺绣图案的特点、针法和色彩的运用，选择题材，设计图样，创作 出既适合发挥
刺绣技艺又满足人们观赏或日用习俗需求的图稿，提供绣稿 和色稿。
画与绣的艺术效果是不一样的。
画是用笔和色彩依照国画、油画 、水彩画等不同的绘画技法来表现的，自有其墨韵浓妆淡抹的特色；
绣是 通过无数纵横的彩色线条组成的画面，受光反射出的丝光回动而有明有暗 ，产生很有生气的活
动感、实物感。
因此，刺绣画稿又不同于一般画稿， 有它的特殊要求，需适应针法色彩的表现特点，服务于刺绣技艺
的施展， 构图简练，用笔工整，线条清晰，色彩鲜明。
欣赏艺术品，就要体验画师 的一番心意。
 绣工则对图稿进行分析研究，考虑先用什么针法绣什么部位的物像， 用什么粗细的线色绣成什么效
果的绣品。
如果刺绣仅满足于摹仿一幅画， 成为画的复制品，那就失去了刺绣艺术的价值。
刺绣艺人要根据不同的画 稿，充分运用苏绣的针法、色彩诸传统特点进行艺术再创造。
经过刺绣的 艺术加工，一些精致的绣品本身就是一幅锦绣的画面，并被誉为“佳者较 画更胜”，达
到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真正体现出刺绣艺术的美。
 经过著名画家和苏绣大师的共同努力，才能创作成一幅珍贵的艺术欣 赏品。
 苏绣日用品的绣稿设计，大多取材于生活及民间传说的题材。
解放后 随着苏绣的发展，图案设计队伍的壮大，接连出版了由绘画设计人员整理 创作的画册。
1962年9月，徐绍青主编的《苏州刺绣图案》由朝花美术出版 社出版。
在书中精选了123幅图案，品种包括被面、靠垫、袖边、花边、衣 边、椅垫、枕套、枕巾、剧装、腰
带、背心等十多种，是一本汇编古今苏 绣日用品图案的珍贵资料。
 1980年，柳炳元编绘的《苏绣传统图案》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该图 案集中有龙、龙凤、凤、狮子、鸳鸯、鹤、锦鸡、孔雀、寿带鸟、翠鸟、 腊嘴鸟、画眉鸟、鹰
、鸽、喜鹊、黄鹂、燕子、白头鸟、鹦鹉、芦雁、鸡 、绣眼、鹌鹑，共计300幅清新秀丽、变化多端
的苏绣传统图案。
如“二龙 戏珠”、“凤穿牡丹”、“狮子滚绣球”、“鸳鸯戏水”、“松鹤延年” 、“喜鹊登梅”
、“白头桃柳”、“孔雀开屏”等传统图案题材绣制的刺 绣日用品，都曾畅销一时。
后来又继续编绘了第二集、第三集。
他的5个女 儿都在工艺美术行业从事创作设计绘画工作，如柳金燕、柳增燕等，受其 父影响，都成为
业中高手，被称作“五燕齐飞”。
 1981年，由苏州刺绣厂、苏州绣品厂、苏州刺绣研究所合作绘制的《 日用苏绣图案》由轻工业出版社
出版。
按日用品中的被面、枕套、床罩、 帐沿、靠垫、台毯、胸花、方头巾、长围巾、裙边、手帕、拖鞋
等12个大 类品种，选绘了620幅不同的花样与图案，设计新颖，日用性强，反映了苏 绣的图案设计古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州刺绣>>

为今用不断创新的成果，从中可看到苏绣日用品的丰富多 彩。
 同样的图案，还因日用品的不同造型和装饰需求，构成不同的图形。
 刺绣绘画设计人员随时根据人们的生活需求、习俗爱好而不断推陈出新， 从传统画稿开发出新颖画
稿及卡通等装饰性强的图案。
同时，日用绣品首 先要分清是销往何处的，“百里不同风”，不同地区、不同顾客对绣品有 不同的
爱好和要求，以市场为定向。
如以不同顾客而言，江南大城市的喜 欢色彩淡雅的；长江以北的喜欢色彩鲜艳、花型要大；港澳地区
的则喜欢 龙风传统图案。
外销的还要考虑到各国人民的不同爱好和习俗忌讳。
 （二）绣制技艺 苏绣名品所以能展现高超的技艺水平，关键还在于艺人熟练地掌握刺 绣的线条、丝
理，熟悉各种针法和绣法，灵活自如地进行创造性的刺绣操 作。
 我们所看到的刺绣品实际上都是由刺绣线条构成的。
据苏绣工艺美术 大师李娥瑛介绍，如绣山茶、玉兰、荷花等肥厚的花瓣，就用粗而密的线 条来表达
肥厚的质感；绣紫薇、罂粟、风仙等轻薄的花瓣，就用细而稀的 线条来表现轻薄的质感。
运用不同粗细、不同色彩的线条，就能绣出形象 生动、色彩鲜艳的作品。
即使绣石头、树梗等没有生机的实物，如果排针 、线条运用得当，也能表现出它们坚硬质感，反映出
它们高低不平的特点 。
刺绣线条能起到这样的视觉作用。
 从业内术语讲，刺绣线条排列的方向称“丝缕”、“丝理”或“丝路 ”，最能表达物体的凹凸转折
、阴阳向背。
如绣一朵侧形的牡丹花，花瓣 有凹有凸，有正瓣和反瓣，同一片花瓣上也有正反瓣，就是通过刺绣的
丝 缕来表现的，如果掌握不好，正反瓣不分，就会使整朵花的花瓣显得生硬 松散。
能熟练掌握丝缕变化的规律，就能表现花朵迎风争艳、鸟儿枝头跳 跃、小猫呼之欲出、金鱼娓娓而摆
的生动姿态，增强绣品的艺术效果。
 P24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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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州刺绣》是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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