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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广泛调研重庆蜀绣传承人并查阅民俗文献相关资料,从传承人情况、传承模式、技艺发展和社会各界重

视度等4个方面对重庆蜀绣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针对重庆蜀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加强从

艺者艺术设计方面的培训,对开设刺绣工作室的传承人进行商业培训,设计生产适合不同消费层次的蜀绣商品,让更多的

学校参与到蜀绣的传承与创新中,建立规范的大型艺术品市场,建立蜀绣创意产业园,发展文化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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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重庆都是蜀绣的重要生产地。自2009
年重庆人康宁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后,更多重庆人开始关注和了解蜀绣,政府也积极采取

措施保护蜀绣,使得蜀绣在重庆有了很大的发展,相继

出现了多位市级传承人,重庆蜀绣因此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蜀绣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工

程,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情况,通过了解其发展现

状,分析其传承情况,提出一些具体性的策略,有助于

蜀绣更好更快的发展。

1 蜀绣发展历史及艺术特点

蜀绣又称川绣,起源于巴蜀地区,是四大刺绣之

一。其发展历史悠久,对蜀绣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

朔到西汉文学家扬雄《蜀都赋》中的一句诗“锦布绣望,
芒芒兮无幅”,随后他又在《绣补》一诗中表达了对蜀绣

技艺的高度赞誉。春秋初期蜀国人就开始在丝织品上

进行刺绣。东晋时期,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将

蜀绣与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锦等共誉为“蜀
中之宝”,这说明蜀绣的珍贵与独特。唐末,南诏国进

攻成都,除了抢夺金、银、蜀绣外,还带走了大量的蜀绣

工匠。时至宋代,天下重归统一,蜀绣之名已经遍布神

州。清代中叶,蜀绣逐渐形成行业,尤其以成都九龙

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最为著名,并且出现了官办的四

川劝工局,内设刺绣科,生产出来的刺绣作品作为贡品

供皇室使用[1]。民国初年,蜀绣已经在国际上有了很

高的声誉,并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

得金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蜀绣表现出高度的关

注,并建立了3个刺绣合作社,并在1961年正式建立

了成都蜀绣厂,这使得蜀绣得到了积极地推动与发

展[2]。
蜀绣在长期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严谨细

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虚实得

体的独特风格。蜀绣主要以软缎和彩丝为原料,根据

绣物进行不同的颜色搭配,运用不同的针法将图案绣

在绸、缎、绢、纱、绉等上。其针法一共分为十二大类,

122种,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
针、盖针等。刺绣时根据图案的不同部位将丝线进行

切线,一般切成1/4、1/2,如需刺绣效果更好可以切得

更细。如绣猫、熊猫的毛就用1/4线绣,背景就用1/2
线绣,粗细不同表现出的质地也不同。通过这些针法

交错使用和粗细不同的绣线将绣物表现得惟妙惟

肖[3]。蜀绣所采用的图案题材多为花鸟、走兽、山水、
虫鱼、人物,品种分为艺术欣赏类与实用类,如北京人

民大会堂四川厅的巨幅“芙蓉鲤鱼”座屏和蜀绣名品

“蜀宫乐女演乐图”挂屏,双面异色的“水草鲤鱼”座屏

和“大小熊猫”座屏,还有被面、枕套、衣、鞋、靠垫、桌
布、头巾、手帕等。

2 重庆蜀绣发展现状

2.1 传承人基本情况

历史上蜀绣的发展都是以成都为中心,重庆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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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生产地。从2009年重庆蜀绣大师康宁被评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重庆蜀绣的地位

得到了很大地提高,蜀绣在重庆的发展情况被更多人

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了解和喜爱重庆蜀绣。
蜀绣在重庆发展得越来越好,并且相继出现了多位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些传承人正在为蜀绣的传承与发

展做着不懈的努力。现对几位有代表性的传承人进行

介绍。
李尚余,1933年生,第一批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

化传承人。15岁师从文学良学艺,他原为重庆挑花刺

绣厂、重庆蜀绣研究所技师。1988年评为四川省工艺

美术大师,与康宁、胡惠琴并称为“渝绣三杰”。
胡惠琴,1943年生,第一批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17岁从艺,师从高级工艺师林茂森,
专攻蜀绣,曾得到过苏葆桢大师较为系统的指导。原

为重庆挑花刺绣厂、重庆蜀绣研究所技师,退休后开办

了“胡大妈”刺绣坊。1980年研发了双面异彩绣,2005
年被授予“重庆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06年获得全国

工艺美术优秀美术创作奖。
康宁,1955年生,2009年被评为蜀绣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78年在重庆挑花厂工作,从艺

于蜀绣艺人王青云,随后又跟着工艺美术大师唐振明、
李尚余学艺。1995年重庆挑花厂效益不好解体,康宁

下岗后在家里开始了刺绣事业,在刺绣行业的老前辈

和名师的指点下,刺绣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单面绣到

双面绣再到独创的双面异形异色绣,1998年10月被评

为“巴渝十大民间艺术家”,2012年获得“首届中国刺

绣艺术大师”称号。目前,康宁在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成立了“渝康宁刺绣工作室”,继续着热爱的

刺绣事业。
黄敏,1968年生,第一批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四川省优秀专业技术人员。1986年高中毕业

考取成都蜀绣研究院,之后就在成都蜀绣研究院工作。
工作几年后由于厂里效益不好而下岗,回到重庆创业,
开始了蜀绣事业。目前在洪崖洞成立了“爱尚刺绣工

作室”。

2.2 传承模式

目前重庆蜀绣的传承模式主要有家族传承、师徒

相传、学校开班授课和与政府合作等。
重庆蜀绣主要的传承模式是师徒相传。对于收取

徒弟各位传承人要求不一。如康宁招收徒弟要求是大

学学历,年龄在20岁左右,有美术基础,最好是美术学

院学生(康宁教授刺绣的方法是边画边绣),这样可以

保证刺绣图案的美观性与独特性,作为国家级传承人

的康宁以这样高标准招收徒弟可以保证其传承质量,
精益求精。而作为市级传承人的黄敏招收的徒弟范围

比较广,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退休后对刺绣特别喜欢

的年龄偏大的人;第二类是因生活需求,学习一技之长

的人;第三类是在校学生或年轻人等对刺绣有浓厚兴

趣的人;第四类是家庭条件较好,空闲时间多的家庭妇

女。这种招生方式可以扩大蜀绣的影响力,让更多的

人了解蜀绣、学习蜀绣。
其次,传承人与政府合作也比较多,政府经常组织

传承人到国内外进行表演、在全市举行文化宣传活动,
或者协助政府制作对外交流用品。如2011年,黄敏协

助江北区五宝镇农民刺绣专业合作社,创作设计了单

面绣《记忆江北》系列图稿,并绣制了实样,成为了江北

区政府对外交流的礼品。
开班授课的学校主要有小学和高校。在小学授课

的方式主要以讲述为主,目的在于让小学生了解蜀绣

历史,对蜀绣产生兴趣。而在高校的授课方式是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际操作,目的是将刺绣与所学专

业能够结合在一起,将刺绣融汇到其他艺术领域中,使
蜀绣能以崭新、独特的方式呈现在大众眼前。

在传承模式中家族传承这种方式最少,在走访的

几位蜀绣大师中只有李淑兰是跟着自己的父亲李尚余

学习刺绣的。

2.3 发展与创新

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信息传播、人员流动、资源

交换及消费市场等因素,使得重庆蜀绣在发展过程中

在工具、图案题材、技艺等方面都有所改变,融入了更

多现代元素,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更贴近现代人

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4]。

2.3.1 刺绣的工具材料

重庆蜀绣的工具发展到现在没有发生很大的变

化,只是在材质或制作工艺上有所改变。蜀绣所用的

绣架分为立式和坐式两种,主要用于固定绣底和图纸。
传统绣架是实木的,现在也出现了PVC、不锈钢等材

质。还有些绣架的绣框可以360°旋转,方便刺绣及在

刺绣过程中翻看检查。刺绣用的丝线以前大部分是从

成都蜀锦厂购进,现在都是从苏州刺绣聚集地购买,颜
色丰富质量好,可以保证刺绣的效果。刺绣所用的绣

底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纺织生产工艺技术提高了,织
出的绸、缎、绢、纱、绉等织品质量更好,不仅方便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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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装裱效果也比以前更好。另外,刺绣的装裱材料和

样式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风

格,比如可以选择具有现代时尚感的画框进行装裱或

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做。

2.3.2 刺绣图案题材

重庆蜀绣过去所采用的图案多为花鸟、走兽、山
水、虫鱼、人物等,如今仍以这些为主,偶尔选择一些西

方油画或者根据顾客要求的图案进行刺绣。

2.3.3 技艺创新

过去刺绣的图案是用铅笔临摹在绣布上,需谨慎

细致防止弄坏绣底且要轻描淡写以免印记太重影响最

后的刺绣效果,所以这个过程耗费的时间较长。而现

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利用数码喷绘机将图案

直接打印在绣底上,方便快捷,节省时间且图案美观性

与准确性更高。
重庆蜀绣发展经历了单面绣、双面绣、双面异形异

色绣的发展过程。单面绣只观赏刺绣的正面,反面针

脚线路不做要求;双面绣是在同一绣底上,一针同时绣

出正反颜色,图像相同,要求正反两面针脚整齐光滑;
双面异形异色绣是康宁独创的目前最为繁杂的绣法,
这种绣法的出现使蜀绣在技艺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也
在重庆形成了独特的“康宁绣”。绣制方法是要在一张

绸纱上同时运用两颗针刺绣正反两面的轮廓相同而内

容不同的图案,并且两面的针脚要互相遮盖。刺绣的

基本技巧是用一枚针来回穿梭后,交换另一枚针再绣,
上面是用眼睛看,背面是用手摸。康宁的代表作《谜》,
正面是神情温婉的宫装美女,反面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骷髅骨架;还有代表作品《眈·啸》,在薄如蝉翼的绸纱

上,一面是鹅黄色的咆哮虎,一面是黑白相间的沉静

虎,两面虎的神态、视觉感受都截然不同。
蜀绣技艺有所突破的同时,刺绣的载体也有所创

新,如在夏布上进行刺绣。夏布是重庆荣昌出产的高

品质手工麻布,黄敏经过长期的摸索与不断地实验后

成功地将蜀绣应用在夏布上,使蜀绣表现出截然不同

的艺术风格。

2.3.4 应用范围

蜀绣的应用比较广,可以用在被面、枕套、衣、鞋、
靠垫、桌布、头巾、手帕、画屏等上。现在多用作欣赏之

物,大部分是装裱后用于装饰。偶尔应顾客需求将蜀

绣绣在衣服或其他地方,但是手工费用颇高。

2.4 重视度与责任感

重庆政府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加大对重庆

蜀绣的保护与宣传。2011年,重庆市渝中区政府举办

了一场蜀绣技能大赛,旨在通过提高刺绣人的技艺,同
时让更多的人了解蜀绣独特的艺术魅力。2013年,在
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组织下,蜀绣及其他

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赴德国、哈萨克斯坦进

行了现场技艺展示。此外政府还在每年5月开展文化

遗产宣传月活动,组织传承人进社区进校园进行非遗

文化宣传。另外,政府对于传承人的创业也给予了大

力支持。2009年,政府将洪崖洞二楼的全部商铺免费

租给传承人,让他们既可以传承重庆的蜀绣文化又可

以自力更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黄敏就是当时的受益

者之一,同样康宁现在的刺绣坊也是政府免费提供的。
同一年,在重庆市政府的支持下,周汝会作为唯一一个

重庆籍的刺绣手工艺师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研究所举

办的中国刺绣艺术研修班。2012年,由重庆渝中区文

化广电新闻中心主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

(重庆)》正式出版。
同时,传承人也表现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例如,招收徒弟不收取费用,并且认真负责教授每一位

徒弟。在走访中,康宁认为自己是从事蜀绣研究的,主
要任务是传承,所以更希望的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

人才而不是追求利益。黄敏也提到自己这样做是想用

同样的方式回馈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为蜀绣

的传承做出贡献。这些传承人还经常给下岗女工和残

疾人进行培训,使她们能够再就业解决生活问题。还

有传承人李淑兰将其父李尚余生前的多件设计手稿捐

赠给重庆市渝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蜀绣

传承人及爱好者学习借鉴。这些都表现了传承人对蜀

绣的文化自觉,并且以自身的自觉意识影响地方民

众[5],以这样的方式让蜀绣在重庆发扬光大。
重庆的一些学校对蜀绣的关注度也逐步提升,经

常邀请刺绣传承人给学生上课,教授他们刺绣的基本

针法。其中还有一些高校申请了和蜀绣有关的项目并

与刺绣传承人合作。如重庆荣昌的某职业技术学院申

请了关于在夏布上做刺绣的项目,并邀请了黄敏与他

们一起合作完成,还有近日四川外国语大学创作了一

个有关于蜀绣与京剧结合的剧本,邀请黄敏介绍关于

蜀绣各个方面的知识,以便将蜀绣与京剧相融合。

3 重庆蜀绣面临的问题

重庆蜀绣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
第一,蜀绣作品创新速度慢于苏绣、湘绣和粤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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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绣为例,其品种的更新速度达每年20%左右,且产

品风格多样、题材丰富、价格也较低。而蜀绣作品的风

格、样式比较单一,图案多是传统图案,现代装饰图案

较少,题材中展现人文风情的也较少,应用范围小,价
格高。

第二,没有形成大规模产业链。苏绣已经建立了

以苏州镇湖为生产、加工、销售的基地,形成了完整的

刺绣文化发展链。湘绣在长沙星沙建立了规模巨大的

湘绣城,成为全国最大的湘绣生产基地[6]。相比之下,
蜀绣的生产还是以家庭作坊和工作室的形式存在,自
产自销,生产者暨传承人们基本都没有销售经验,没有

形成一体化的模式,没有品牌效应。2009年,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重庆洪崖洞开了多家蜀绣工作室,但是

由于有些生产者对市场不了解,没有销售经验,没有自

主品牌,最后导致经营不善关门。
第三,教学科研机构对重庆蜀绣的研究效果还不

够理想。一些学校以重庆蜀绣为研究对象申请了科研

项目,申请成功后出现了投入力度不够、实施计划不完

整、不能全面体现蜀绣的价值等问题。
第四,政府对重庆蜀绣的保护与发展目前以宣传

为主,通过宣传让大众了解、认识和接触到蜀绣,在一

些实质性的措施方面政府的扶持力度还不够。

4 重庆蜀绣发展建议

4.1 注重人才培养,重视产品创新

加强刺绣人员艺术设计方面的培训,成立专门蜀

绣设计中心,提高蜀绣创新率。大部分的刺绣人员没

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受到美学方面知识的影响,对
艺术设计知之甚少,导致在绘图时不能准确把握形状,
刺绣时因循守旧,只能简单模仿,创新时力不从心[7]。
通过艺术设计培训,可以让刺绣人员了解现代美术的

各种风格,熟悉各种风格的构图方式、配色、图案题材

等,了解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将现代美术融入刺绣中,
将蜀绣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教授刺绣人员掌握设

计软件的使用方法,利用软件进行图案创作,设计好后

直接喷绘在绣底上,方便快捷,同时也降低了成本。成

立专门蜀绣设计中心,由设计师进行蜀绣的设计,开发

具有艺术收藏价值的高端刺绣作品。
对开设刺绣工作室的传承人进行商业培训,掌握

现代营销手段。对蜀绣传承人进行商业培训有助于他

们了解市场行情,形成从市场调查、生产、宣传、销售、
售后的完整商业计划;学会通过利用网络、微信、电视

等现代传播手段加大对蜀绣的宣传;拓宽销售渠道,打
造个人品牌,设计精美商标。

设计生产适合不同消费层次的高低端蜀绣商品。
低端产品可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产品销量,为高端产

品的研发提供资金。低端产品的图案面积较小,针法

也相对简单,可以大批量生产,价格自然也比较低。商

品类型可以是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品、车载装饰、服
饰配件等。高端的、具有艺术收藏价值的蜀绣产品,就
需要由具备丰富的艺术文化知识和娴熟技艺的传承人

设计制作,价格自然不菲。

4.2 充分结合蜀绣资源与教育资源

充分利用蜀绣资源和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学校参

与到蜀绣的传承与创新中。重庆地区的高校可以将蜀

绣融入到相关专业的学习中,比如服装专业就可将蜀

绣与高级定制时装结合,将刺绣图案应用在服装上或

将刺绣中有特点的针法装饰在服装上。中职院校可以

成立学习蜀绣的特色专业,采用与刺绣大师工作室合

作、“订单式”培养的方式,在工艺美术大师的引领下实

现“教、学、做”一体化,培养质素较好的刺绣学员,将蜀

绣更好地传承下去[8]。中小学可以安排一些关于重庆

非物质遗产文化的理论课程或者实践课程,让更多的

学生了解到非遗文化的魅力,了解蜀绣独特的艺术风

格,了解蜀绣的刺绣过程及技艺特点,增强对非遗文化

的认知感和对蜀绣文化的认同感。

4.3 政府扶持,形成文化产业规模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建立规范的大型艺术品交易

市场,设立蜀绣创意产业园,形成新的旅游点。据了

解,在上世纪50~70年代重庆的挑花刺绣厂是重庆的

一大旅游景点,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参观并购买蜀绣

作品。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借助这一形式宣传蜀绣和带

动蜀绣的发展。发展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出符合现

代人审美观念的文化产品,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建立蜀

绣文化园区。园区包括蜀绣博物馆、蜀绣艺术工作室、
蜀绣培训班、蜀绣互动区、蜀绣销售区,形成研发、培
训、生产、展示、交流、交易的完整模式,配套酒店服务、
旅游观光等,将这里作为重庆对外宣传的窗口,不仅使

旅游观光者了解到重庆传统文化而且还带动了经济发

展。

5 结语

蜀绣在重庆的发展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体是

平稳的。重庆蜀绣传承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需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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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共同努力来解决。蜀绣的发展必须要在传承保护

的过程中根据时代的发展需求不断创新,改变传统观

念,融入新时代元素,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符合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审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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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marketorshuembroiderycreativeindustryparkanddevelopedcultural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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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苎麻纤维标准正式发布

  日前,两项与苎麻纤维相关的标准由国家标准委

发布,并将于2015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
《苎麻落麻》(GB/T31811-2015)由中国纤维检验局

归口,湖南省纤维检验局/国家苎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主持,湖南苎麻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明星麻业有限公司

等单位参与起草。该标准首次确定了苎麻落麻纤维线密

度、平均长度、15mm及以下短纤维率、40mm及以上长

纤维率、硬条率等5项质量指标,并明确确定了苎麻落麻

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的评定标准。
《苎麻精干麻》是由中国纤维检验局主持,湖南省

纤维检验局、湖南华升集团公司、湖南明星麻业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精华纺织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修订。本

标准 主 要 是 参 考 了 湖 南 省2008/2009年 度 和2009/
2010年度苎麻精干麻公证检验的大量数据,并以此为

依据保持对《苎麻精干麻》(GB/T20793-2006)国家标

准部分技术指标进行修订。
《苎麻落麻》国家标准的发布,填补了苎麻落麻标

准空白,《苎麻精干麻》(GB/T20793-2015)对旧标准

进行了修订,弥补了旧标准对于苎麻生物脱胶技术的

缺失。两项苎麻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对我国苎麻企业

的发展提供了指导,苎麻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对苎麻

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苎麻属荨麻科植物,中国古代重要的纤维作物之

一。用苎麻做出的面料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

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
洁白。苎麻面料的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

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且散湿效率

高。于棉花相比,苎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7倍以上,
而且延伸性小,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

(摘自 “中国纺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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