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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针法的基本构成入手,根据传统刺绣中常用针法的构成方式及表现效果,分析了其在点、线、面造型元素中

的表达与应用,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刺绣艺术的表现形式,并更好地运用到刺绣艺术创作中,为传统刺绣的创新设计提供

理论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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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绣是由丝线构成的艺术形式,刺绣在古时又称

之为“针黹”、“女红”,是我国最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
它是使用针线在织物上来回穿插,构成一定的图纹,刺
绣技艺沿传迄今,已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刺绣针法。针

法是刺绣作品中最重要的形式语言,主要用来表现点、
线、面,并采用一些辅助针法来表现特殊效果。目前,
对中国传统刺绣针法的理论研究以各个地方绣种的工

艺特色或创新应用展开论述较多,从平面构成的角度

探讨传统刺绣图式构成的研究较少,文中根据传统刺

绣中常用针法的构成方式及表现效果,分析了不同针

法在点、线、面造型特征中的表达与应用。
点线面是构成画面的最基本的视觉元素。在刺绣

中,针法作为刺绣的造型手段,通过基本针法的单元针

迹的排列组合可以塑造成千上万种形象,例如,打籽绣

中的一个籽,平绣的一个短直针等。单元针迹的延续

产生韵律美的线条,不断重复着基础针法的排列就成

了面的表现,除此之外,每种针法的基本结构及表现效

果也侧重于表现某一类的造型特征,表现点见长的针

法,如打籽绣、挑花绣等;表现线见长的针法,如滚针、
接针、切针等;表现面见长的针法,如齐针、抢针、套针

和参针等[1]。一件绣品要综合运用各自最适宜的针法

来表现点线面,才能更完美地展现绣品的艺术效果。

1 传统刺绣针法中“点”的表现

点是所有形态的起源,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丰富

的表现力。刺绣的一针一线即是一点,在刺绣针法中

以点为基本元素的代表性针法为打籽绣和挑花绣[2]

(表1)。
表1 常用点状针法示例

针法
名称

结构特点 效果图示 适用范围

打籽绣 绕圈打结
花蕊、鸟兽虫鱼

的眼睛等

挑花绣
短直针

十字交叉
独立针法排布

构成纹样

1.1 打籽绣

打籽绣属于刺绣中点绣的一种,亦称“环绣”“豆
绣”“芥子绣”。其绣制方法是起针出于绣地后,将绣线

绕针成圈,向离起针的一二根纱处落针,通过控制绕线

圈的松紧,可形成圈状或粒状的点。绣一针即是一粒

子,通过这些点的分散或组合从形态上来表现刺绣物

象,组成具有特定表象的绣面。在刺绣作品中,单颗粒

子常常用作表现花蕊、眼睛等部位,使画面更富立体

感。当成千上万颗粒子聚合成均匀的平面时,可形成

质感强烈的装饰图案,也有与其他针法绣出的“面”相
结合,来模仿特殊质感的物象,如:杨梅、荔枝、佛珠、树
叶等,十分逼真,赋予作品生动活泼的特色(图1)。

1.2 挑花绣

挑花绣在中国民间又被称为十字挑花、架花、数
纱,分布广泛,其中以湖北黄梅挑花最有代表性。挑花

绣的绣制方法是在粗纱棉布或麻布上,严格按照布料

的经纬定向,用绣针将彩色绣线挑出同等大小的斜十

字形针迹,单面挑针的背面呈“一”或“I”,双面挑针则

正反面同为斜十字形,规则整齐。一个十字交叉代表

一个点,以此为基本单位,通过排列组合构成各式图

案。挑花绣的点在形态上不仅有十字形的点,也有短

直针这种短线形成的点,便于表现不同的形态。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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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一大小的点状单元所构成的纹样呈现出折直线的

几何特征,从形态上亦可称为格律点阵式纹样,朴实而

有个性(图2)。

图1 打籽绣花蕊的表现

图2 十字挑花纹样

打籽绣和挑花绣虽同为刺绣中表现点的针法,但
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区别。在绣制方法上,打籽绣实质

上是一种缠绕打结,挑花绣是等长的短线交叉;在视觉

形态上,打籽绣的点是空心圆形,挑花绣的点主要是十

字形;在应用上,打籽绣多与平针、切针等针法同时使

用,而挑花绣一般单独使用;在空间表现上,打籽绣比

挑花绣的肌理感与立体感更强一些。两种针法绣的点

状形态,其位置、大小、疏密,通过创造性的组合运用,
都能在绣品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给人以美的视觉

体验。

2 传统刺绣针法中“线”的表现

点动成线,无数个点状针迹可连成线条,如打籽绣

中的籽依次排列,挑花绣中小十字的排列等,都可表现

出姿态多样的线条,在刺绣针法中也有直接表现线条

的针法,如滚针、接针、切针等,这些以线见长的针法绣

制出的线条宛转灵活、流畅自然(表2)。

2.1 滚针

滚针是汴绣与苏绣中常用的针法,由于地域差异,

相同针法在不同绣种中的名称有所不同,在湘绣中称

之为“游针”,粤绣中称“扭针”。滚针针针相缠,线条长

短一律,两针紧逼连成条纹,由于两针间不是前后衔

接,而是插入前一针的中间,所以易转折丝理而不露针

迹,转折自然,富于变化,适宜表现各种流畅的曲线,在
绣品中多用于绣制人物的头发,衣服的褶纹,动物的

须、眉,以及自然风光中的水纹、柳条等。
表2 常用线性针法示例

针法
名称

结构特点 效果图示 适用范围

滚针
后针 于 前 针 1/2
处 落 针,针 针 相
缠,不露针迹

水 纹、云 彩、须
眉、衣褶、茎秆等

接针
后针衔接前针末
尾中间,针针相接

叶子茎蔓、文字、
羽毛等

切针
后针回入前针原
眼,针脚短、针针
相连

图案线性部位的
点缀装饰

2.2 接针

接针的针法与滚针类似,是针与针紧密相接连成

线条的针法。特点是针脚长短均等,后针刺入前针末

尾中间,使针针连成一线,绣出的线条细直,适宜绣制

文字、鸟类的羽毛等。接针与滚针也是发绣的常用针

法,通常用来勾勒物象的线条轮廓,呈现白描画的效果

(图3)。

图3 白描发绣观音小像

2.3 切针

切针是刺绣中针脚最短,用线较粗的一种针法。
特点是针针相连而绣,线迹呈粒状,长短一致,绣制曲

线、直线或其他线条均可。针脚显露,富有装饰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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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作为某些部位的装饰点缀,如蝴蝶的翅膀及细密

的图文图案等。
滚针善于表现曲线,流畅自如,接针表现线条挺直

而纤细,在欣赏类绣品中,这2种针法常常配合使用,
或表达卷曲的茎秆,或勾勒外轮廓形,二者结合转折自

然生动。从构成方式来看,滚针、接针、切针这3种针

法都是由直针通过纵向相接的方式形成线条状的针

法,在表现物象内容上也属同一类型,主要用于表现外

轮廓形或花枝等细长形纹样[3]。除了这一组针法外,
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针法用于表现线形态,如辫子股

针、钉针等。

3 传统刺绣针法中“面”的表现

点的聚集和线的排布都会生出面,面与点、线相

比,所占据的空间面积较大[4],刺绣中最适宜表现面的

绣法称为平绣,平绣的主要针法包括齐针、套针、抢针

和参针等,绣制的块面细密平整,富有质感(表3)。
表3 常用面形针法示例

针法
名称

结构特点 效果图示 适用范围

齐针
起落针均于纹样
外缘,线迹排列均
匀整齐,不露地

花鸟、人物、山水
等

抢针
短直针分批绣制,
批批匀净

叶子茎蔓、文字、
羽毛等

套针
分层相套,针针镶
嵌,不露针脚,镶
色和顺

花 卉、树 石、走
兽、鸟禽的 翅 膀
和眼睛等

参针
长短线条参差排
列,层层镶嵌,针
脚显露

花 鸟、人 物、树
石、书法等

3.1 齐针

齐针也叫直针、缠针,是以平行直线的针迹表现单

色块面的针法,按丝理的不同可分直、横、斜3种,即直

缠、横缠、斜缠。齐针的绣法是用直针线条均匀、齐整

地排列成平面,起针和落针均位于纹样边缘,针脚排列

紧密,绣面匀称平整,每个块面间不重叠,不露底。一

般采用单色绣线绣制小型的花瓣枝叶等,适宜表现小

面积的细长形纹样,当图案面积相对较大时,常常将图

案分割为多个不同块面,然后施绣。

3.2 抢针

抢针是用短的针脚并列成块面,按照图形轮廓分

层刺绣的一种针法,每一批头尾相接而互不交错,层次

清晰。根据绣制程序和表现效果的不同,可分为正抢、
反抢、叠抢3种。正抢是齐针分批前后衔接而成,由外

向内顺序绣制,反抢与之相反,由内向外顺序进行,叠
抢则是在一个刺绣小单位中,均匀地分为奇数层,隔层

绣制。抢针针法在用色上或渐变、或对比,并且在颜色

分层处有明显的边界,其针法的构成结合用色,从视觉

效果上来看,类似于色彩构成中的色彩推移,形成很强

的装饰效果,适宜表现一些带有图案意味的纹样[5]。

3.3 套针

套针是分层相套,达到晕色渲染作用的一种针法。
特点是将纹样分批绣制,批与批之间相互嵌套,不露针

脚,根据其针法组织与表现效果可分为平套、散套和集

套。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平套针同一批的针脚是等长

的,整体较为规整,而散套针针脚长短不一,根据物象

特征灵活把握,由于散套用针细密,丝理转折自然,其
和色效果更胜于平套针,成为现代欣赏性刺绣中最为

常用的针法。集套针法组织与平套基本相同,主要用

来绣制圆形或椭圆形纹样。套针适用于大块面的花朵

图案的绣制(图4)。

图4 套针绣牡丹图案

3.4 参针

参针针法组织与散套不同的是散套针线迹重叠,
参针线迹平铺,层层镶嵌,针脚显露但镶色和顺。施绣

时,如纹样结构有叠加关系时,一般在其交界处留出一

线空白绣地,俗称“水路”,这也是参针区别于套针的一

个明显特征。
这4种针法都是由直线通过横向平行排列的方式

形成块面。从针法上来看,它们的构成方式相似,互为

变体,适宜表现的主体形象也属于同一类,但从表现效

果来看,几种针法所呈现的绣面效果各有不同,齐针的

绣面非常均匀平整,单个块面不分批,线迹不重叠,抢
针、套针和参针均为块面内分批绣制,(下转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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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最低限度范围内。
(5)浆纱是保证织造顺利进行的重要工序,也是减

少经纱毛羽的重要工序,做好浆纱工艺路线、浆纱配方

设计与制定,是降低布机停台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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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ymeasuringthestoppageconditionoftheairjetloom,thedataoftheinfluenceofwarpandweftyarndefectsonstop-
pageinair-jetloomwereobtained.Accordingtothedataanalysis,yarnhairinesswasthemostimportantfactortocausestoppage,

followedbytheyarndefectssuchassnicks,bigneps,bigimpurities,self-unknot,flyingsandbigknot.Themeasuresofimproving
thequalityoftheyarn,reducingthewindingyarnhairinessandsizingyarnhairiness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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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页)
更适用于对绣面颜色的调和,抢针的分层层次清晰,套
针则更为和顺。在应用上,由于齐针与抢针的针法简

单灵活,规律性与装饰性极强,在民间实用品中的应用

较为广泛;套针与参针对针迹的长短把控难度较大,镶
色和顺,故在艺术品刺绣中更为常用。

4 结语

针法的表现手段是固定存在的,表现方法却是灵

活多变的,从构成的角度去分析针法,可以发现,各种

针法的原理基本相同,均来源于针线在织物上下、左右

来回穿梭,通过直行、环绕、打结3种基本方式组织成

不同的针法类型。任何一种针法都能通过单元针迹的

排列组成点线面,但在具体运用上,需要结合物象特征

选择适宜的针法来表现,灵活运用各种针法组合构造

绣面,才能将刺绣艺术更好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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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tartingfromthebasiccompositionofneedling,itsexpressionandapplicationinthemodelingelementsofpoint,line

andsurfacewereanalyzedaccordingtothecompositionandperformanceeffectofcommonneedlingintraditionalembroidery,which

wouldhelpustounderstandtheexpressionformofembroideryartmoreclearly,andprovidecorrespondingtheoreticalhelpfort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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