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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绣与吴地民俗
＋

苏绣是 中国 的 四大名 绣之
一

， 有Ｌ＼苏绣的品类
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ｎ＿＾系，

：
没

中 ， 苏绣麵顏了 自 己祕格
， 明苏碰麟功腳途分为欣赏品

代王鏊在他主编的 《姑苏志 》 中将其和 日 用 品献类。 欣赏品取径书画 ，

特点总结为
“

精 、 细、 雅 、 洁
”

。

＇凊多以山水、 花鸟和人物等为麵 ， 品

代 ， 苏绣技艺进
－

步发展 ， 乾隆时修位高雅 ， 技 艺精Ｉ 欣赏 品脱胎 于

编 的 《上海方志 》 这样描述 ：

“

苏绣ＩＩ ‘
‘

關绣
”

， 其创作主体是 家境殷实 、

之巧 ， 写生如画 ， 他处所无。

… …

其ＩＴ
Ｙ＾Ｉ生活无忧的名 门 闺媛女子 ， 绣品主要

＇

法劈丝为之 ， 针细如毫发 。

”

苏州几乎Ｉ量ＩＩＩ用于装饰书房 、

＇

深闺或作为文人
、
名

“

家家有绣棚 ， 户户在刺绣
”

， 因而苏ＩＩＩＩＩ媛 间礼 尚 往来 的赠 品 。 主要 指 日 常

州 也被誉为
“

绣市＇ 近代
，
苏绣艺术１ １ １Ｉ８起居生活 中的实用绣 品 ， 如鞋帽 、 服

品屡获 国际博览会上大奖 ’ 现当 代苏１ １ １Ｉ Ｉ亂 枕顶、 帐沿 、 桌帷 、 轿帘 、 油 面

绣精品 中的花鸟 、 小猫 、
金鱼

、 肖像ｔｉＩＩＩｗ榻和扇袋等 ， 多 以 民间流传的吉祥 图

绣以其鲜明 的特色 、 高超的工艺 ， 享｜｜Ｊ案、 吉祥话语等题材装饰
，
表达人们

誉世界 。■■？祈福求吉 、 禳灾祛邪的美好愿望 （ 图

屬 羅 囑－至 图 三 ） 。 此类绣 品也称为
“

民 间

绣
”

， 绣制主体是城乡 劳动女子 ， 以满

？ｆ
足生活消费为主要目 的 。

图一 如意和合福寿双喜发禄袋

苏绣与吴地民俗

苏绣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
，
它

与人们的衣食住行、 人生礼仪、 审美

情趣有着密切的关系 。 旧时
，
学 习刺

縣好祕籠。 苏騎托 了人们

的美好愿望 ， 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 ，

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 。

層 妇姑人人 习巧针

ｗＭ旧时 ， 苏州女子无论城 乡 ， 自 幼

图 二 四季春懸腦Ｖ便学习刺绣女红 。 刺 绣技艺关系 曰 后

苏 州民俗博物馆藏的谈婚论嫁
，
不少婆家以绣 品 的 图案

针脚来判断未来媳妇是否 心灵手巧 ，

＿ｒ 有中意 了绣品 ， 才答应看姑娘 ， 再

图三 本固枝荣 ． 玉树临风雜
商议嫁娶之事。 家境不好的女子 ， 更

苏州民俗 ｉｆ物 馆藏以綱贴补家用 。 清代 沈复在 《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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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记 》 中记其妻陈芸 ：

“

芸 既长 ，
娴久 的生命主题 ，

它从 图腾崇拜、 自 然

女红
，
三 口仰其十指供给

，
克昌从师崇拜 、 神灵信仰 、 宗教信仰 中走来 ，

修脯 无缺 。

”

包天 笑在 《锁 影楼回 忆ｊ
ｋ是人类为生存繁衍共 同存在 的心理情

录 》 中 介绍 自 己 的母亲 ， 也是靠 刺＾感 和精神追求 ， 承载着人们 的祈愿和

绣 辛苦持家 ：

“

父 亲故 世后 ，
几乎全１兄福 ， 是民 族的精神纽带。 吉祥民俗

靠她 的女 红收人 了
…… Ｈ源远流 长 ， 生 生不息 ，

－ 脉 相

红 ，

． ． ． ． ． ． 至 多 每夜 不过 睡五 六个小承。 苏绣与人们 的衣食住行 、 婚丧嫁

时。

”

苏州的方志 、
碑刻收 录了 不少

壓
， 祕 ：货漏娶等人生大事密切相联 ， 大量 的民间

以绣治家的
“

贞女孝妇
”

， 她们坚守女绣生动形象地反映了 人们祈福纳吉 、

红 ，
日 夜綱 ， 将其作为维持生活 、

禳灾祛邪的 民俗心理和对美好生活的

侍养老人 、 抚育孩子 、 排忧解 闷 、 修 追求 。

身养性的重要手段 。苏州人把婴儿满 月 作 为 初生 儿

随 着商 品 经 济 的发 展 ，
明 清 时 的第

－

件喜事 ， 有为孩子刹胎发 、 戴

期 出 观 ｒ职绣 丨

： ．
她们 从绣 丨 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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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站领取原料 ， 在家刺绣
，
成品 交给还在腹中躁动的时候 ，

年轻 的腿就

绣庄 ， 计件领取工钱 ，
工钱按照人工开始飞针走线 ， 绣上几顶虎头帽 、 兔

巧拙 、 绣品粗细而定 。 并逐渐形成了Ｚ 代子帽、 虎头鞋。 孩子周 岁 时 ， 要穿上

绣品的地区性特点 ， 如光福以绣制被
寄名 袋一

件以 向
一

百户人家募化的布 帛 、
丝

面 、 枕套 、 帐沿为主 ， 香山 以绣制寿
办 ６

绸缝 制成 的
“

百家衣
”

， 上绣
“

梅雀

衣 、
寿被为主

，
横塘 以绣制戏衣 ＇ 宫争春

”

、

“

菊桂腾香
”

、

“

季季 兰芳
”

等

货为主 。 同 时还形成了刺绣工艺的地瑞花祥草 ，
意在借助百家的福气和力

区性特点 ， 如光福 、
东渚的俄针 ， ？量 ， 护卫孩子成长。 此外还要穿

－

双

墅的打籽绣 ， 麵的平金绣 ， 白 马涧象征聪明伶俐的绣花鞋。

的盘金绣等 。苏州 旧 时有
“

寄名
”

的 习俗 ， 要

民 国年间 ，
苏州 的支 Ｗ３ 山下 、 白／用红布缝制

－袋
，
称寄名 袋 （ 图 四 ）

，

马涧 乡 村
－賴好封多艺 ， 人人＼／則 、儿年庚于其 中

，
社绣有

“

独 占

都会刺绣 ，
她们从神袍戏衣店领取原／１［头

”

、

“

鲤鱼跳龙门
”

、 兰花等吉祥图

料 ， 利 用种 田
、 抬轿 、

养蚕等
一

切 空案 ， 希望孩子健康成长 ，
平安富贵 。

闲 时机刺绣神袍戏衣等简单的物品 ，孩子上学时 ， 则要绣制
一

只藏书袋 。

绣好后交给神袍戏衣店 ， 同时领取 自
图五 五毒肚兜

己 白勺劳
１

动报酬Ｉ ，
ｋＡＢ占补家用 。

苏州 民俗博物馆藏

每 年七 夕
，
苏 州女 子 要乞巧 、

卜巧。 农历七 月初七晚上 ， 她们在 院

子放上
一

张桌子 ’ 桌上摆放香烛、 巧 ｖ

果 、 时令縣 ， 舒正 巾ｍ

鸯水
”

（即河水与井水按相 同比例混合

ｉ ｆｔ］ 成的 水 ）
， 飯点起香烛 ， ＩＬ拜牛 郎 、

织女双星 ， 默默许愿。 第二天中午 ，

太阳 照射麵賴纟 ，
７ｊＣ赃麟 ，

她们便各枯
－

枚绣樹 ， 轻賴浮于

水面上 ，

“

视水底针影 ， 械云物、 花

头 、 鸟 兽影者 ， 有成鞋及剪刀 、 水茄


影者 ， 谓乞得巧 ， 其影粗如槌 ，
直如

图六 独 占鳌头肚兜

轴 ’ 则拙徵矣 。 苏州＃子七夕乞巧 ’

苏州民俗博物馆藏

是希望 自 己能得到织女的保佑 ， 从而

贿高超嶋鱗姐技艺 。

如 今
，

“

镇酬绣 ，

一

枝独秀
”

。

苏州 的镇湖继承和弘扬了刺绣这
一

特设计 、 绣制 、
销售于

一

体 。

色传统产业
，

１ ９ ９７ 年建造 了 １
７００ 多

米的绣品
一条街 ，

人住的前店后坊 的苏绣里的吉祥 民俗图七
－ 甲传妒名片袋

刺绣专业户商铺 ３ ００ 多家 ， 集绣 品的吉祥民俗文化是 中华民族古老悠苏州民俗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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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 ， 孩子要戴虎头帽 ， 穿绣有老

虎或
“

五 毒
”

（蛇 、 蜈 蚣 、 蝎子、 壁

虎
、 蟾蜍 ） 的红肚兜 （ 图 五 ）

、

‘ ‘

五毒

衣
”

， 以避毒怯邪 ， 保佑安康 。 因此在

孩子成长醜
－

ｉ
， Ｘ獨補赌

对孩子的深深挚 爱和殷殷期盼 （ 图 六

结 婚是 人 生大 事 ， 场 面 十 分 隆

重 ， 结婚 中 的 用 绣 自 然 也 是丰 富 多

彩 。

一

本民 国元年的
“

妆奁簿
”

详细

记录了苏州人结婚的嫁妆情况 ， 其 中

的织绣品特别丰富 ， 主要有
“

ｈｉ绣ｎ．

宝盈盆
”

、

“

大红麵齐备
”

、

“

五彩 台

毯全福
”

、

“

印花镜袱全备
”

、

“

洋印 门｜
帘 四喜

”

、

“

大红 ｎ触彳Ｍ
”

、

“

誠发

禄千年
”

、

“

雛状醜对
”

、

“

雜台

中可见陪嫁织绣物品种类丰富 ， 数量

苏 州 人 的结婚喜堂 可 以说是刺

绣的 世界 （ 图八至 图 十 ）
。
新 床四 周

． ｜ ｉ

，ｌ

ｉ

“

如意和合
”

、

“

鸳 鸯戏莲
”

、

“

双鱼戏

水
”

、

“

龙凤合欢
”

、

“

和 合万年
”

、

“

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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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幸福 的天堂 （ 图 十八至 图 十九 ） 。

＊？ｆ

＇

ｒ
： ＂

＂

ｒ
＂

＂

＇
！ ，

＇

ｒ ＇
：

Ｖ ＇

＂

一

１ ，／１总之
，
苏 绣 在苏 州 人 的不 同 年

｜
ｒａ １

（＾）Ｉ乂ｆ 丨
丨 ？＾＿丨龄阶段 起 着 传 达 祝福 和 礼 赞 的 作

１ １ ！ＶＩＬｐＪ
＊

３＾
ｓ ｉ

＊ｉ

用 ， 它 丰 富 了 人们 的生 活 ， 寄托 着

１ １ｍａｔｔ人们 的美好愿 望 ， 具有 鲜 明 的苏 州

Ｈ（纽编辑 ： 李珍萍
）

Ｐ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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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ＷＷＶ／ａｒ／ｉ１
图十五 耄耋富贵钱褡ｃｗｍＫ

＇

．

苏州民  ｉｓ 獅腿

结同心
”

的 图案象征着幸福美满 ， 既

■ 好ｆ
ｔ】

牡丹 图 案 的花 衣 （ 图 十 二 ）

、 花裙 （ 图． ．？．

十 三 ） 和
“

玉 堂富贵
”

纹 样 的绣花

鞋． 花鞋的花样 由玉兰 、 海 棠 ． 芙蓉

和桂花等花卉组成 ， 各取花卉名称 的 图十六 福寿双全钱褡

一

个字
，
或
一

个字的谐音
，
组成

“

玉 苏 州民俗博物馆藏

兰富贵
”

的名称 。 此外还要准备两双
“

福寿齐眉
”

、 齡竹雜鞋 ， 结腿

鞋均绣有万年青纹样 ， 象征麵夫妇

百年好合 ， 脾储 。鲁麻

Ｍｎｗｌ
^

観生命的长久 （ 图 十四 至图 十 六 ） 。

传统社会里 ， 做寿十分讲究仪式和排

场 ， 子女亲戚竞相赠送寿桃 、 寿糕、

寿面 。 有条件的人家做寿还要精心布

置寿堂
，
寿堂

一

般设在正厅 ，
正中悬

挂
“

寿
”

字中堂 （ 图 十七 ） 、 寿星图 ，

也有挂 《松鹤 延年 》 、 《八仙上 寿 》 、

《瑶池集庆》 绣轴或画轴的 ， 女性做寿走进了祝寿活动 ， 时至今 日 ，

一

些做／５＼／ｔｋ
则挂 《麻姑献寿》

。
Ａ仙信仰在

＇

江南盛寿人家：还要请堂名 或宣卷到家中 ， 演＊？／＆＼ ／ｆｉ＼
行 ， 深受人们的喜爱 。 八仙有明 暗之唱 《祝寿歌》 、 《八仙上寿》 等助兴。＿

九

／Ｓ
Ｉ

ｆ

分
， 明八仙为绣 制或缂丝的八位仙人寿鞋为丧葬 习俗 中 的 主要绣品 。１ １

醜 ， 取 彳畴
、

ｉａ雜吉祥職
，
暗 雜－般不纖 。 女雜猶社通 ｉ

￥ｉ

八仙则绣制ａ鮮巾雛ｔｉ ，
有暗巾 餘有 自莲 、 雜叶、

红荷花 ， 花叶Ｉ Ｘ－ｍ－ｔＭａ

护佑之意 。 苏州祝寿
，
最信八仙

，
ＡＳ头绣以金 黄梯 子

，
梯头 绣有 万 年

仙故事流传甚广 ，
深人民心 ， 因此祝青 ， 寓意

“

脚踩莲花步步高 ，
阴 曹路１

寿活动 中的八仙题材很多 。 八仙戏也 上好风光
”

， 祝愿逝者
－

路走好 ，
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