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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山水清丽，园林环绕，苏

州的刺绣就是在这出神入化的优美环境里孕育、发展起来的，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吴地苏绣，源远流长，手法精细，是

吴地文化领域中珍贵的遗产，同时也是吴地人民智慧与劳动

的结晶。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以及无数能工巧匠的辛勤耕

耘，使苏绣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它与湘绣、粤绣、蜀绣

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

苏绣，是以精细雅洁为技艺特色的刺绣艺术，是以众多的

生活日用绣品和闺阁绣艺术品以及为皇室宫廷征绣的各类宫中

绣品组成的刺绣品的总称[1]。苏绣在继承前辈艺人所创造的丰富

文化遗产和精湛技艺的基础上，发扬优良的传统，从整理历史

资料着手，搜集汇总了40多种经典针法，开发了线条流畅的乱

针绣和匠心独运的双面绣，并在双面绣的基础上研发了新的针

法。苏绣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取精用宏，丰富了针法门类，完

善了刺绣技术。苏绣还与吴地民间生活联系在一起，具有群众

性、地域性，并在延续社会风俗的同时开放地接纳了外来文化。

苏绣是吴文化重要的构成元素，兼具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双

重内涵。如今的苏绣百花齐放、蓓蕾盛开、载誉中外，这与其

文化底蕴、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苏绣的文化韵味

（一）苏绣与吴地环境

位于江南地区的文化古城苏州，群英荟萃，自唐宋以来高

度发达的经济和天然的优美环境造就了苏州人雅致、洒脱的生

活习俗。苏绣深受苏州文化独特性和深厚性的影响，带有诗情

画意的韵味，绣品精细雅洁，以风雅为上，其所包含的文化底

蕴格外深邃。“传统工艺美术品，是以实体形态的图像形式来表

达内涵的，本身就是传播文化的一种视觉符号形式，真实客观

地存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印记。”[2]研究苏绣所附属的

文化特性我们可以发现，苏绣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

汲取了很多传统文化中无形的精神文化内涵，并将这些文化精

髓通过有形的产品再现出来。

苏州地区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桑蚕业十分发达，自古便

有“丝绸之乡”的美称。优质的丝绸、多彩的锦绣和斑斓的丝

线为刺绣这门艺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苏绣素材多取

材于民间生活，富有生活气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和书法

等，所绣之物惟妙惟肖，精细雅致；苏绣的图案大多采用写意

的手法，适当地进行艺术夸张，并给予图案独特的文化寓意；

苏绣的色彩清雅别致，雅俗相宜，它汲取了绘画艺术的手法，讲

究画面层次，整体秀丽素净、随物赋彩；苏绣的针法精细活泼，

种类多样但各有规律，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誉满天下。

（二）苏绣与民间习俗

民俗有明显的地域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

地方的民俗最能够看出那个地方的文化特性。苏绣中的民间刺绣

紧密联系着苏州地区的民俗风情，从苏州刺绣研究所珍藏的民间

绣品可以看出，苏绣不仅描绘了江南明净透彻的山山水水，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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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俗的融合而反映了苏州人民的文化素养与艺术情怀。

民间刺绣品因其寓意丰富而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

品。苏州民间刺绣题材大多取自于民俗生活中吉祥如意的物品，

极富审美情趣。其图案多根据不同的民俗活动来制定，如周岁鞋

上，多采用葱、夜明珠、菱、梨等组合图案，寓意“聪明伶俐”，

表达了长辈对于孩子美好的期许。结婚用的嫁衣、绣品，多刺有

“龙凤呈祥”“早生贵子”“永结同心”等纹样，一方面增强了结

婚喜庆的氛围，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装饰新房的作用，表达了对

新婚夫妇白头偕老的美好祝福。当然，民间刺绣品的纹样还有民

间故事、十二生肖等。通过图案的刻画、情感的托付，民间刺绣

品由单纯的日用品升华为装饰之物，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展现

了各民族间的情谊。

在审美上，苏绣是最有艺术性和人文格调的。它的空灵、淡

雅、高贵，充分艺术化，一如苏州，水韵悠长，韵味十足。苏

绣作品中往往都呈现出宁静安详的文化氛围，这正是苏州文化

的体现，也是苏绣艺术家们所向往的理想境界。浓郁的文化氛

围与强烈的文化追求，促进了苏绣的发展，成为苏绣必不可少

的文化底蕴，并和吴地文化交相呼应，传承、发展了中国的传

统文化。

二、苏绣的经济基础

“吴为大邑，历代台府咸驻节于此。”[3]自吴越春秋以来，苏州

常盛不衰，这给苏州带来了繁荣昌盛，促进了苏州生产的发展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苏绣相应地发展起来。三国时期，吴地雄厚

的物质条件和繁荣的手工业促进了苏绣的发展，该时期出现了沈

云芝等刺绣大师。到了宋代，江南地区经济繁荣，苏州的桑蚕业

得到了迅猛发展，苏绣趋向于真实生动，促使了观赏绣的诞生，

苏绣得到了大规模发展，名声得以远扬。明代是苏绣极为重要的

发展阶段，社会对刺绣产品的需求促进了苏绣数量的增长，强有

力地推进了苏绣艺术从观赏绣拓展到商品行业的发展[4]。

除此之外，苏州还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

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业成为文

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创产品为旅游业开创了新的空

间。苏绣艺术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了众多游客的

青睐。当下市场中的苏绣旅游纪念品的种类数不胜数，包罗了

日用产品和装饰品两大领域，比较常见的有装饰画、服装、钱

包、丝巾等。作为文化产业的苏州刺绣的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极

大地推动了刺绣业的发展。

三、吴地苏绣与对外文化交流

吴地位于长江三角洲，东海之滨。早在古代，吴地就与亚

洲其他国家开始了经济、文化的交往。当时通过手艺人赴日，已

经将缝纫、刺绣技术传入日本。

近代，随着中外文化、经济的发展，苏绣通过商业贸易及

国际博览会等形式输出至欧洲、美洲等地。新中国成立后，苏

绣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创作了一批既具有东方文化底蕴，

又为世界人民所喜爱的绣品。通过流通、展出与艺人出国表演，

苏绣已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作为友谊的纽带连结着五洲四洋，

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了中国文化，领略了根植于吴文化土壤

中的苏绣艺术的雅致风格。苏绣已成为连接中国人民与世界各

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伴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日益丰富，苏绣领

域里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刺绣艺人出国交往越来越多，镇

湖绣女卢福英、朱寿珍等常赴日本进行刺绣艺术交流和展示。

苏绣因其技艺精湛、独具匠心被作为国家礼品外赠，为对外文

化交流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成为了我国的瑰宝，名扬天下。进

入21世纪后，吴地刺绣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加强文化、

经济方面的交流，使之更加适合人们的需求，为进一步发展、提

高苏绣技艺作出有益的贡献。

四、苏绣的传承与发展

任何艺术都有一个传承和发展的问题。只有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艺术才能得以蓬勃发展，彰显活力。苏

绣艺术也是如此，迄今为止，苏绣艺术在独特人文底蕴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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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基础的依托下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苏绣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观念要转变

人们的审美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人们

已经开始用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角度来鉴赏我们今天的苏绣艺

术。因此，对于如何继承传统，创新设计的问题要有新的观点。

一是要继承传统中的精华，并从传统中挖掘美、创造美。比如

传统中的空间概念，对比、协调、平面构成等因素的运用就具

有东方艺术特点的形式，这也正是我们传统艺术中的精华。二

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善于吸收西方艺术的新观念、新方

法来发展我们的苏绣艺术。

（二）题材要开拓

现代苏绣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应当不断地开拓和创新内容

和题材。苏绣艺术是建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苏绣应

当反映现代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掌握现代人的生活习惯、

思维方式、审美观念，需要我们开阔视野，开拓题材。比如江

南的秀美风光，水国的民俗风情，典雅的园林建筑都可以成为

我们描绘的题材。

（三）技艺要创新

苏绣在技艺方面应加强同各传统刺绣产业的联系和交流，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又要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刺绣传统本色而

不断有所进步，从而增强和丰富自身的艺术张力，取得更完美

的艺术效果，缔造更大的艺术价值。

五、结 语

苏绣的成长离不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民俗风

情和文化底蕴。苏绣在历史名城苏州以最优雅的容貌迎接每位

慕名而来的客人，它的一针一线承载着苏州悠久的历史，讲述

着苏州城的古往今来，它不仅是我国的艺术瑰宝，也是吴文化

的精髓。

虽然苏绣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有赖于观念的转变、题材的开

拓、技法的创新，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上，不

断吸收、融合现代艺术的营养。纵览苏绣历史，可以明鉴现代

苏绣艺术就是在继承传统苏绣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创

新才得以发展和提高的。随着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各

种现代艺术的发展和渗透，只有在不拘于传统的同时，不断创

新，才能推动刺绣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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