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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桃源刺绣是湖南省常德市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探究其在当代的发展路径,归纳了桃源刺绣的艺术特

征,分析了其在现今发展中出现的多重困境,结合“遗产资源论”的理论,建构桃源刺绣活态传承的多元路径,并进行设计

实践,为桃源刺绣的传承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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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源刺绣为常德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

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境内。清代至民国时期,桃源

刺绣存世多、艺术风格鲜明,具有较大的湖湘历史、文
化与艺术价值。然而,相比“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及

湖南少数民族刺绣,桃源刺绣———这一湘北地区极富

地域特色的汉族民间刺绣艺术缺乏关注。2021年3月

16日,由湖南省博物馆、桃源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仙境

有花开———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展”,使桃源刺绣首

次从深闺走出,开始被众人所知。但是,桃源刺绣在当

代的发展面临较多的困境,通过分析桃源刺绣艺术特

征,结合其发展困境建构其活态传承路径,并进行设计

实践。

1 桃源刺绣的艺术特征

1.1 装饰与实用并重的艺术功能

桃源刺绣品类齐全丰富,主要分为家居实用、家居

装饰、服饰用品和宗教用品四大类。家居实用类包括

门檐、帐檐、被面、包袱、桌围等;家居装饰类包括镜帘、
插屏等;服饰用品类包括云肩、童帽、童鞋等;宗教用品

类则包括百佛衣、披风、五佛冠等。
从存世品数量来看,桃源刺绣以家居实用类最多,

其次是服饰用品类,可见桃源刺绣是桃源百姓的民间

日用品,以实用功能为主,但同时具有装饰性,因为“织
绣纹样除了“用”的功能之外,还有“饰”的动机”[1]。如

桃源刺绣中用于遮掩房门的绣品就是实用与装饰并重

的典型代表,一般由门檐和门帘两部分组成,门帘位于

下方,绣地为土布,图案采用挑花工艺,这是由于通常

要拉开使用,易磨损,使用土布和挑花,具有耐磨经用

的实用性。而门檐位于上方,以彩绣为主,以起到美观

装饰的作用。

1.2 富有张力的艺术语言

桃源刺绣极具原生性与创造力,形式具有张力,色
彩热烈,技法多变,艺术语言特色鲜明,富有想象力,表
达了桃源人独特的审美趣味。从针法上看,桃源刺绣

以平绣为主,结合许多装饰性针法增强其艺术性,例如

在人物服饰上运用网格针、在动物和人物眼睛与鼻子

处运用垫针、在羽毛处采用盖针等。从造型上来看,中
心式构成是以桃源刺绣祥禽瑞兽纹样为主题的绣品最

为常用的构成方式,即画面的视觉重心位于中心位置。
如图1所示的桃源刺绣的黑呢地绣花间锦鸡,不同于

其他地区的同类纹样的对称式构图,桃源刺绣的构图

上讲究非对称式,强调锦鸡的主体地位,夸大花朵、叶
子的比例,并在色彩上形成强烈的图、地对比关系,视
觉冲击力极强。

1.3 具有民俗特征的内容题材

桃源刺绣的纹样多样,其纹样题材具有地域民俗

寓意,尤以瑞兽纹样与戏曲纹样为典型,反映了桃源人

民的精神世界。
首先,瑞兽纹样是桃源刺绣中的典型纹样,从形式

上看,造型奇特多样,姿态夸张怪异,有独角兽、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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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狮子纹样、麒麟纹样等,瑞兽纹样构图独特,数量上

有单有双,如图2所示的紫缎地绣“太狮少狮”帐檐,双
兽嬉戏于花卉中间,形成以瑞兽为中心、花叶饰周围的

固定图式。瑞兽纹样大量运用于桃源的家居用品和服

饰用品中,蕴含着桃源人民多子多福、升官发财、福寿

绵延的美好愿望。

图1 黑呢地绣“花间锦鸡”门檐

此外,桃源县素有“戏窝子”之称,戏曲故事成为桃

源刺绣的典型素材。在桃源刺绣的戏曲故事中,魏犨

擒貘、李白醉酒、唐明皇夜游月宫等成为较为典型的题

材。大量戏曲纹样除了在形式上具有桃源武陵戏特

征,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意象表现,意象表现的重

点在于通过某种技法将客观景物、主观情趣进行有机

统一[2]。如桃源刺绣中的“魏犨擒貘”纹样绣制于儿童

马甲背面,表达了希望借助神武人物形象保护孩童安

康的愿望,体现了人与物之间情感的关联,同时还具有

忠勇爱国的教化意义[3]。

图2 紫缎地绣“太狮少狮”帐檐

2 桃源刺绣当代发展的多重困境

桃源刺绣在清代民国时期达到鼎盛,遗存大量精

美绣品。然而,桃源刺绣因受社会经济、审美变化的影

响,在当代面临诸多困境。

2.1 刺绣者和研究者较少

笔者在2019年开始对桃源刺绣老艺人进行田野

调查,发现现今懂得桃源刺绣技艺的老绣娘仅数名,且
年龄偏大,基本在75岁以上,而村中年轻人认为刺绣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收益颇少,不愿意进行

刺绣,导致专门从事桃源刺绣的人员较少。此外,桃源

刺绣的传统工艺及其地域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细致的

研究,其传承发展的进程受到了阻碍。

2.2 存世绣品亟待保护和研究

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存世品众多,除被湖南省

博物馆、桃源县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外,大部分被长沙、
常德、桃源等地区藏家私人收藏,另有部分散落在全国

甚至全球其他地区。因此,如何科学地管理和保护藏

品,成为桃源刺绣传承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尽

快对之进行抢救、保护和研究,这需要政府、藏家、传承

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2.3 缺乏创新性发展

第四代桃源刺绣传承人罗明华在与笔者的交流中

说道:“当今桃源刺绣的创新是很大的挑战,如何既尊

重桃源传统刺绣,又满足现代审美需求,是桃源刺绣在

当代传承过程中的最大难题。”因此,如何在当代找到

桃源刺绣的发展创新路径,成为桃源刺绣发展的一大

难题。

3 桃源刺绣活态传承的多元路径建构

针对以上桃源刺绣在当代发展出现的系列困境,
如何传承与发展成为桃源刺绣当下必须解决的问题。
桃源刺绣作为传统民族工艺,需要以“新生态”活态的

方式发展。笔者认为,桃源刺绣的活态化传承路径有

两个层面———“传”与“承”。

3.1 传———留住桃源刺绣的手工艺

第一,保留桃源刺绣传统的手工技艺是其传承发

展的根本,手工技艺离不开人,艺术人类学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研究视野,那就是对人的研究,对从事艺术创作

的艺人们及各种艺术群体的研究[4]。从笔者在桃源县

区域对桃源刺绣老艺人的田野调研情况来看,懂得桃

源刺绣的老绣娘已非常少,且大多是80、90岁高龄,因
此急需发动各方力量进一步发掘散落在桃源县境内的

老艺人,并对老绣娘进行深入采访,对传统桃源刺绣的

制作材料、织绣步骤及针法类别进行详细的记录、研
习,并关注创作桃源刺绣艺术的手工艺人的研究。

此外,“守正创新”是桃源刺绣传承与发展必须坚

持的路径。先要“守正”,即对桃源刺绣进行本真性保

护。在2021年4月24日召开的由湖南省博物馆、常
德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联合主办,桃源县文旅广体局、桃源县文化馆承办的

“桃源刺绣传承与发展学术漫谈会”中,清华大学美术

·05· 纺织科技进展            2022年第1期     




学院教授贾京生谈到:“我认为桃源刺绣需要及时、合
理地进行传承,先别谈创新,首先要研究它本身是怎么

样的。”因此,需要对桃源刺绣的发展进行溯本求源,对
其工艺材料、艺术特征、风格面貌等做深入研究,首先

明确什么是桃源刺绣,找到其核心传承价值。
第二,加强传承人的培养力度,完善桃源刺绣的传

承谱系。在采访第二代桃源刺绣传承人85岁的敬桂

芝老人说道:“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刺绣,后来因为嫁人

后做工赚钱,很长时间没有刺绣,到了前几年桃源刺绣

又开始被重视,我才又拾起了针线。”可见,桃源刺绣的

传承需要有效发挥政府、企业的作用,实施有效可行的

桃源刺绣传承方案,建立文化自信,增强传承人的传承

动力。
第三,运用现代技术对存世绣品进行数字化保护,

建立桃源刺绣数字化平台。将桃源刺绣珍贵的藏品以

及手工艺人的制作原料、制作工艺、制作过程等信息进

行系统、规范的整理,建立一个涵盖内容较丰富的数据

类资源数字库,同时借助现代数字媒介载体,将刺绣纹

样进行数字化的图形图像技术处理,为今后的传承及

开发利用提供准确的数字化信息资料。

3.2 承———实现桃源刺绣遗产到资源的转换

方李莉在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人文资源”思想的基

础上,明确提出了“从遗产到资源”的观点。其要旨在

于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与延续性,提出要将

其转化成一种资源,在创新过程中进行保护,使其成为

适应人们生活的新文化的一部分[5]。
桃源刺绣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该只是放在博

物馆中仅供欣赏,而应该变成一种文化、旅游、经济、教
育资源为现代社会服务,运用“非遗+”的模式,将非遗

与文创、旅游、扶贫、教学相结合,同时运用现代技术、
科技方法进行实现,形成从遗产到资源、从内至外发展

的良性链条(图3)。

3.2.1 打造桃源刺绣文化品牌,建立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6]。文化

更是一个品牌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源,桃源刺绣是我国

珍贵的工艺美术,蕴含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运用“非
遗+文创”的方式将遗产变成文创产品,使之符合现代

审美语境。中国刺绣品类众多,建立桃源刺绣品牌有

利于提高其竞争力。桃源刺绣风格稚拙淳朴,造型以

大为美,图案风格极具装饰性,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

美喜好,因此,打造符合其特色的地域刺绣品牌,需明

晰其品牌理念、消费者定位和品牌风格。

文化资源

非遗+旅游非遗+文创

教育资源 旅游资源
从遗产到资源
桃源刺绣的
活态传承路径

非遗+扶贫非遗+教学

经济资源

根：留住手工艺

护：护住刺绣技艺

图3 从遗产到资源———桃源刺绣活态传承的多元路径

结合“非遗+文创”的的路径,将理论联系实践,指
导学生对桃源刺绣进行了设计实践,根据桃源刺绣的

艺术特征,结合当代国潮文化和审美趋势,依据桃源刺

绣中的具体纹样进行灵活创造,实现在礼服、休闲装中

进行不同的应用设计。笔者所指导的梁笑语、李娉婷

两位同学所做的毕业设计作品分别如图4、图5所示。
图4借鉴桃源刺绣中凤凰牡丹的纹样,寓意吉祥、富
贵,沿用纹样夸张、大气的造型特点,在礼服外套、上
衣、右肩部分,进行纹样再次设计,使纹样在位置、材料

上富有变化,塑造优雅、端庄的服装风格。图5则采用

桃源刺绣中典型的瑞兽纹样,该纹样风格憨态可掬,富
有创造力,适合休闲服装,此设计结合电脑绣花、数码

印花的工艺手法将瑞兽纹样运用到休闲服装中,在上

装袖子、外套正面采用局部电脑绣花的方式,在红色面

料则采用满印的方式,使图案在面积和大小上层次分

明,富有变化,同时纹样在色彩上与服装形成对比,打
造时尚、个性的设计风格。

桃源刺绣凤凰牡丹纹样

凤凰牡丹纹样局部

（1） （2） （3）

图4 桃源刺绣纹样在礼服中的的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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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刺绣图案

（2）款刺绣图案

（3）款图案数码印花（1） （2） （3）

图5 桃源刺绣纹样在礼服中的的设计实践

3.2.2 强化桃源刺绣文化符号,加大宣传力度

桃源县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因东晋诗人陶潜所

写的《桃花源记》而著名,县内风景优美,地灵人杰。借

助桃源县珍贵的旅游资源,采用“非遗+旅游”的模式

有助于桃源刺绣文化的再生产。静态展示与动态体验

结合是非遗转换为旅游资源的重要手段。这包括景区

桃源刺绣博物馆的建立,通过展示让人们了解桃源刺

绣的历史源流、制作步骤、技法特征、功用性能等,加深

桃源刺绣的文化印记。
此外,加大宣传力度是提高桃源刺绣知名度的有

效方式,近两年,桃源刺绣在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支持下

尝试“走出去”,并取得了较好成效。2020年11月,桃
源刺绣作为湖湘区域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参
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览。另外,湖南省博

物馆在2021年3月16日推出的 “仙境有花开———清

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展”,是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首个

集中反映湖湘地域文明的原创特别展。通过大型展览

会、博物馆的展示,桃源刺绣开始逐渐被人认知,其宣

传发展还需要政府、企业、传承人的共同推动。

3.2.3 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方式,结合非遗带动经济产业

桃源刺绣经济资源的转化,主要是结合线上、线下

平台,拓宽桃源刺绣的销售模式。据桃源刺绣传承人

介绍,桃源刺绣近年来销售情况并不可观。为使桃源

刺绣获得经济效益,需拓宽桃源刺绣的销售渠道,建立

线上线下新模式、云模式,实现桃源刺绣的互联网线上

销售,拓宽其市场渠道,为桃源刺绣品牌建设和文化推

广提供充足的养分与能量。

4 结语

桃源刺绣作为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手工工艺,是
工匠精神的体现,是先人们留下来的一份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桃源刺绣的传承与

保护任重而道远。如何使日渐远离现代生活的传统民

间技艺重焕生机,是每一位从事民俗文化、民间技艺研

究的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桃源刺绣的传承与发

展进行探讨,探索其活态发展的路径,对桃源刺绣的发

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夏 添.先秦至汉代荆楚服饰考析[D].无锡:江南大学,

2020.
[2] 左洪芬,郭 强,王 盼,等.胶东剪纸元素在女士家居服

设计中的应用[J].纺织科技进展,2021,(8):32-34.
[3] 彭 迪,夏 添,贺景卫.桃源刺绣“魏犨擒貘”纹样艺术特

征及文化内涵探析[J].丝绸,2021,58(3):76-83.
[4] 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3.
[5] 李修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2010中国艺术人

类学学术会议综述[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版),2011,(1):33-35.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StudyontheArtisticCharacteristicsandInheritancePathofTaoyuan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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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oyuanembroiderywasapreciou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Changde,HunanProvince.Toexploreitsdevelop-

mentpathsinthemodernera,theartisticfeaturesoftheTaoyuanembroideryweresummarized.Themultipledifficultiesinitsdevel-

opmentwereanalyzed.Combining"thetheoryofheritageresources",multiplepathsoflivetransmissionoftheTaoyuanembroidery
wereconstructed,andthedesignpracticewascarriedout,inordertoofferideasfor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Taoyuanem-

broidery.

Keywords:Taoyuanembroidery;artisticcharacteristics;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design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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