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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刺绣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
刘诗雨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刺绣是我国特有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是非文化物质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十大国粹之一，也是我国著名的文化艺术标签，

以针线为载体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沉淀和艺术价值。随着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刺绣这一传统技艺也越发受到人

们关注，不仅关注优秀刺绣作品，更强调这项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本文将在此背景下，以传统刺绣为基调，采用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行文思路，从传统刺绣到相关概念论述出发，逐渐深入到在新时代传承现实困境，进而探索其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期促进传

统刺绣在新时代实现更好发展，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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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刺绣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利

用针线在布料上绣出图案进行装饰，在不同，国家也呈现出鲜明

的文化色彩，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如中国的湘绣、蜀绣，法国

的刺绣等等，人们在刺绣作品中表现出风格迥异、个性鲜明的风

土人情，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国传统刺绣有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底蕴，逐渐演变成不同的刺绣形式、工艺、风格等，根

据地区演化为多种刺绣种类，其中苏、湘、蜀、粤为四大名绣，

在清朝时期更是达到技艺巅峰，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深受人

们喜爱。然而，随着现代经济发展，数字化产品的崛起和快节奏

的生活状态，传统刺绣在传承与发展上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机

遇，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保障传统刺绣实现传承与发展，成为

人们新的时代课题。一、传统刺绣相关概念论述

（一）传统刺绣的文化价值

传统刺绣技法多种多样，如错针绣、网绣、三角针、十字针

等多种形式，运用不同的技巧搭配不同类型的线和布料能得到截

然不同的效果。刺绣主题取材限制小，可以以人物、风景、动物

为主题，也可以在刺绣作品中融入重大历史事件等，其画面表现

形式通常富有立体感、层次感和肌理感，重视对细节的琢磨，技

法精妙绝伦、栩栩如生，给人独特的美感，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

和艺术价值。传统刺绣在我国艺术领域和文化领域都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地位，是一种依托针线传达情感和思想的艺术形式，将

不同文化、不同风景表现在织物上，不仅展现出当地的文化特色

和民族风情，更是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色彩，如民族传统文

化、价值观等。传统刺绣作品其高度精致的画面和极佳的表现力，

使其在古代成为贵族文化的特征，更是家族兴衰的标志。在漫长

的发展历史和演变中，刺绣逐渐向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深入，成为

人们情感表达的重要寄托，成为人们了解历史、链接时空的桥梁，

是民族文化底蕴和审美的象征。随着现代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刺绣逐渐衍生出更多创新形式，在现代化文化的冲击下变得更多

元，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发展形势。

（二）传统刺绣的传承方式

传统刺绣的传承方式趋于稳定，主要以家庭、师徒两种形式

为主。以家庭为单位是刺绣技艺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受中国传

统文化影响，家庭是更为紧密的整体，是技艺传承的最佳单位，

刺绣在技艺和情感上的特有属性更呈现出为一种家族文化传承。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思想下，刺绣技艺往往由家族中的女性承担，

并代代相传。女性长辈通常采用亲身示范和指导的形式，传授后

辈刺绣技巧和精髓，如针法的运用、材料搭配、选材与设计等，

既能保障刺绣技艺得以传承，又能保障正统性，有效避免技艺流失、

泄露和变异，同时还能保障技艺传承的家族知名度，提高艺术价值。

同时，家族性传承往往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思想交汇，既能培养

家族下一代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有助于促进刺绣技艺创新

发展。

师徒传承也是刺绣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与家庭传承相比，

师徒之间更重视专业性和个性化发展，刺绣技艺学习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徒弟一般要经过多年的重复练习和技艺精进，师傅也会

根据徒弟的能力和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传授刺绣技巧

和个人经验，同时还注重对他们品德修养和艺术能力的栽培，在

传承的基础上强调创新发展，从而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高质量刺

绣艺人。

二、传统刺绣在新时代传承的现实困境

（一）学习难度较大

传承是创新的基础，也是传统刺绣实现长足发展的必备条

件，但是由于传统刺绣学习难度大、周期长的特点，人们在学

习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传承工作难以保障。一方面，刺绣

技艺自身学习难度大，刺绣技艺种类繁多、工艺复杂，学习者

要掌握选线、配色、取材等理论知识，还要熟练掌握各种绣法

和针法，前者要求艺术天赋，而后者则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才

能达到熟练的地步，对他们的耐心、专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不断重复单调的练习工作，需要长时间坐得住“冷板凳”，花

费数周甚至数年时光才能完成一部作品，从而实现成长和发展。

另一方面，刺绣这一艺术和现代快节奏的生活理念和态度截然

相反，愿意学习相关技巧的人越来越少，愿意终生投入刺绣艺

术并不断钻研的人也不断减少，年轻人倾向现代化产业，刺绣

艺术逐渐朝着老龄化趋势发展。

（二）缺乏创新意识

在多元文化、网络技术等现代环境的冲击下，刺绣技术还

未与其形成深入的自然融合，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对冲的状

态，创新发展受到阻碍。刺绣主题仍沿用传统的主题，如“花

开富贵、年年有余、梅兰竹菊”等，虽然能体现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具有很强的中华传统文化色彩，但是与当下年轻群

体的主流审美具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往往借助箱包、饰品或者

工艺品的形式展现出来，难以适应以年轻人为主的现代消费群

体的主要需求，缺乏创新意识也是刺绣技艺无法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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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刺绣在新时代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政策，加强社会保护

在新时代，刺绣的传承与发展要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就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首先，要明确相关部

门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全面、准确地了解刺绣文化的

内涵和价值，从而根据其特点制定出最符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

政策。其次，要通过相应的奖励、扶持和激励等方式，鼓励更多

的人参与到保护、传承和发展刺绣文化的工作中来。此外，要在

社会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了

解刺绣文化、主动参与到保护和传承刺绣文化中来。通过这样一

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推动传统刺绣在新时代下得到

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立法来保护传统刺绣文化，

将刺绣文化纳入到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当中。除此之外，

还要强化对刺绣艺人和刺绣机构的保护。在我国，有很多地方都

存在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薄弱的现象。因此，必须要强

化对这些地区和人群的保护意识，将其纳入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工作中来。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刺绣艺人和刺绣机构的保护

工作，确保他们能够在当地得到良好地传承。除此之外，还要积

极协调政府、学校、民间组织、企业等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确

保他们在保护刺绣文化的过程中能够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二）弘扬传统文化，重视人才培养

传统刺绣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价值不可低

估。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对传统刺绣进行创新，使其与时代相融合，

让刺绣能够与时俱进，符合大众审美。新时代背景下，要重视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能仅仅将其视作一种工艺品，而是要将

其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将传统刺绣融入现代生活中，不仅

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更能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此

同时，新时代背景下要重视人才培养。传统刺绣是一项需要具备

一定专业知识、文化知识以及技能的技艺性工作，在传承和发展

传统刺绣过程中需要培养专业人才。这是实现传统刺绣传承与发

展的重要保障。首先，需要对传统刺绣人才进行培养，让其成为

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次，要重视传统刺绣人才的选拔与

培养，并将其作为高校专业课程开设的重要内容。高校需要根据

社会需求以及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课程，让传统刺绣能够与时

俱进。再次，要对传统刺绣人才进行培养，让其能够在专业领域

发挥自身价值，并实现传统刺绣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最后，要对

传统刺绣人才进行培训。由于传统刺绣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工作，

在培训过程中需要涉及多种知识内容，因此需要对传统刺绣人才

进行系统培训。例如可以让其掌握图案设计、色彩搭配以及构图

等相关知识，并能熟练掌握刺绣技巧。

（三）加强文化推广，融入市场经济

文化推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传统刺绣发展的基础。

文化推广可以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借助互联网技术，将传统

刺绣文化与其他行业相结合，从而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各种宣传活动，将传统刺

绣文化和地域文化相结合，让更多人了解当地的文化底蕴。此外，

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将传统刺绣融入到日常用品中，让人们通过

日常使用来感受和认识传统刺绣文化。例如：将传统刺绣运用到

衣服上、书包上、帽子上、书包背在身上等，让人们在使用中感

受和认识到传统刺绣的魅力和价值。除此之外，还可以将传统刺

绣融入到服装设计中，例如：在服装设计中运用传统刺绣元素，

让传统刺绣融入到服装设计中，这样不仅能够提升服装的品味和

文化价值，还能使传统刺绣得到更好的传承。在一些重要节日时，

也可以将传统刺绣元素融入到活动中，例如：在春节期间可以将

传统刺绣文化运用到红包上、灯笼上、对联上等，这样不仅可以

提升节日的氛围，还能使传统刺绣得到更好的传承。总之，在新

时代背景下要加强传统刺绣的文化推广和融入市场经济，只有这

样才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传统刺绣文化的魅力和价值，从而推动传

统刺绣文化的发展。

（四）结合时代潮流，创新表现形式

传统刺绣与当代设计相结合，不但能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设

计的结合，还能使其得到创新发展。设计是创新的基础，对传统

刺绣进行创新设计，才能使其更好地与现代社会接轨。在现代社会，

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对传统刺绣的设计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设计师在进行传统刺绣的设计时，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审美

需求，还要注重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发扬。设计人员在进行

作品创作时，应深入挖掘传统刺绣的文化内涵，并与当代文化相

结合，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相结合，从而使其更具特色与魅力。

在利用传统工艺进行现代设计时，设计师应注重对市场的调查与

分析。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应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与消

费心理，从而为传统刺绣设计注入新鲜血液。在进行传统刺绣的

创新设计时，设计师还应注重对刺绣图案、色彩、材料等方面的

创新，并对刺绣工艺进行改良与完善，使传统刺绣更具时代感，

并将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从而使其得到创新发展。在进行传统

刺绣的创新设计时，设计师应充分结合当代社会潮流，使其更具

创新性和时代性。除此之外，设计师还应充分考虑到传统刺绣的

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并对其进行合理规划与安排，从而使其在

新时代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四、结语

刺绣是一种文化，它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随着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刺绣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在现代社会，

传统刺绣技艺的传承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如手工艺人年龄老化、

后继乏人等。对于传统刺绣的保护和传承，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人们对传统刺绣的认识与理解；政府加大

对传统刺绣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强传统刺绣人才队伍建设，为其

提供发展平台；与高校合作开展刺绣专业教育；提高绣娘的文化

素质；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多种途径，促进传统刺绣在新时代

传承和发展，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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