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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绣的历史沿革、困境与期冀 

鲍文姬 

锡绣，作为苏绣的一个分支，历经明清两代无锡绣娘的努力，明代中期就已特色初显，并独树一帜。伴随社会

发展和科技进步，锡绣也经历了起伏变迁。一方面绣艺不断成熟精雅，另一方面却面临严峻挑战。如今锡绣技艺虽

被列入“非遗”却处于历史低谷。作为绣艺传承者，不仅需要技术上的精进，也需要在锡绣发展中积极探索，提升

市场应对能力，增加文化自信。 

一、锡绣的历史沿革 

无锡的刺绣艺术，历史上是苏绣的分支，萌发于宋元，创新于明，锡邑尤仲骥之妻余氏创作了堆纱绣，巧夺天工，曾被作

为贡品。锡绣技法还有戳纱绣、挑花绣、列针绣、顺色绣等，一般用于新娘嫁妆和日常用品。至清代光绪年间（1875-1908），

锡绣又吸收了上海露香园顾绣和著名刺绣艺术家丁佩技法，技巧更为成熟。顾绣始于明嘉靖间，以绘画为绣品稿本，“画绣结

合”，以画辅绣，针法精巧，“丝细如发，针脚平齐，浓淡合度”，为人推崇，名噪一时，对江南刺绣影响巨大。清嘉道年间

的刺绣名家丁佩，其作品取材自然山水，格调高雅，“以针代笔，以嫌素为纸，以丝绒为朱墨铅黄，取材极约，而用极广”，

不仅体现“山椒新绿成林，溪中碧水鳞次”的景色，还反映“舟过梁溪，斜照满山”的感觉，令人耳目一新，被誉为“闺阁中

之翰墨”，这种“闺阁绣”直接影响了锡绣风格的形成。 

清光绪三十三年，锡邑刺绣大家李佩黼、李韵和创立了锡山绣工传习会，李佩黼任总教习，入会妇女达 100 多人，任教无

锡竞志女校的日本教师金原村子也于此学习，风雨无阻。李佩黼将传统绘画理论运用于刺绣技艺，强调必须先掌握画理，才能

“神其技于刺绣”；配色上要求注重天然色泽，然后“默运神工施以针绣，自然光彩夺目”。绣工会成员在吸收顾绣艺术精华

基础上，不断创新，对绣品大面积烘染和远景的处理，画绣结合，以画辅绣，创立了“填色稀铺”的新绣法。无锡刺绣艺术由

此渐趋成熟，别具一格。 

20世纪初叶，锡绣发展达到鼎盛。1915年，在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华璂、陈少云、秦素瑾的作品分别获奖。1921年在宁

举办的江苏省地方物品展览会上，锡绣获奖 11项，列全省第一。一时“锡绣盛称于世，不惟国人知之，薄海内外靡不知之”。

在南洋劝业会研究报告书中，对华璂、华均姊妹的绣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实比苏绣，湘绣为优”。华璂传世之作甚少，

仅在无锡中华绣品厂、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苏州刺绣研究所各收藏有一幅。华璂的风景绣把锡绣艺术的风格和技巧提高到空前绝

后的境界。1938年 12月，华璂与许频韵合著的《刺绣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国内首部刺绣教材，专述刺绣技法，是继清代

《绣谱》《雪宦绣谱》之后的又一部刺绣专著，是对刺绣实践经验的集大成，也是对锡绣艺术长期发展的理论总结。 

二、锡绣面临问题与发展“瓶颈” 

1950 年，无锡成立了绣花工艺所、中华绣品厂，对 100 多种锡绣传统技法进行整理，使锡绣技艺得以存续。戳纱绣、切马

鬃绣作品还多次在各类展览中获奖。1979年，无锡恢复了对锡绣技艺的传承；1981年，又研制推出了“精微绣”，其特色是绣

幅精巧，绣工雅致，“精微绣”逐渐成为锡绣的代名词。2008 年，无锡精微绣作为苏绣的拓展项目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和所有的传统技艺一样，锡绣艺术受到市场经济冲击，遭遇了发展瓶颈，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大众审

美情趣的变异和文化的日趋多元、生活上的实用化取向，以及锡绣自身耗时多、实用性功能退化、产量微小，都制约了锡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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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常生活的接轨。以往传统锡绣开幅较大，常用来作为老式房屋装饰，或悬挂中堂，或装裱为家居屏风，或是墙壁上的欣

赏品，需求量较大。但精微绣开幅变小，精细考究，费时费工，只适宜近距离欣赏。而传统刺绣图案多为花鸟虫鱼、古代侍女

等，难以满足人们现代审美需求，这些都使得锡绣的传承发展受到挑战。 

此外，造成锡绣日渐式微的原因，还有锡绣人才的稀缺。目前，从事无锡精微绣的艺人大多年龄较大，精微绣对视力要求

很高，绣娘生涯很大程度受年龄、身体素质制约，面临后继乏人问题。同时，要成为优秀的锡绣传承人，不仅要掌握多种针法

技能，还需要较好传统文化修养、审美和艺术感悟以及绘画功底，并兼具创造性思维；此外，从事锡绣艺术需要心态沉稳、不

急功近利和被金钱诱惑，做到这些实属不易。这些，都加大了培养高素质锡绣人才的难度。 

在当今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下，女性早已成为家庭经济的半边天，刺绣艺术周期较长，劳动力成本高，收入却不丰厚，并

非普通人心目中的理想职业，故鲜有父母希望子女以此作为终生职业。 

无锡又是一座工商经济发达的城市，务实进取，追求高效和实利，在社会经济转型和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对锡绣这样的

纯手工、劳动密集型行业淘汰非常迅速。此外，机绣、电脑绣的出现，也直接冲击了锡绣市场，手工锡绣因价高而难以适应市

场竞争，锡绣艺人面临严峻生存问题。 

三、探索锡绣的创新发展 

锡绣的出路在哪里？作为锡绣艺术的传承者、实践者，笔者认为未来锡绣的保护传承发展，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建立完整有序的产销机制，在生产环节上加以保护。锡绣是一种诞生于民间的纯手工技艺，要绵延传承，需要导

入当代的产业体系积极参与生产实践。如果无法导入当代产业体系，其在生产实践中得不到积极保护，那么再辉煌的历史也会

走向消亡。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热情的恢复，想购买正宗的锡绣艺术品的客户并不缺少；然而，绣娘找不到销售渠

道，需求者却买不到货真价实的锡绣艺术品。因此，打造一个公开、透明、合理的产销平台，才能让绣品拥有畅通的产销渠道。

只有绣品拥有良好的展示平台和销售平台，给绣娘以信心，锡绣才能有一个光明的前景，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投身这一行业。 

其次，“绣娘”应向“绣师”转型。从锡绣从业者角度看，传统绣娘大多学历低、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不高，高素质人才

不多，难以适应不断进步的社会需求。因此，不仅要吸纳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锡绣行业，传统绣娘也应努力提高自我，积极向

“绣师”转型。通过培训、自学等渠道，提升观察、感知和艺术创新能力，在掌握刺绣技艺的同时，全方位锻炼自己的创造能

力、传授技能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锡绣在新旧更替中不乏人才，让锡绣技艺得到更好传承发展。建议在政府主导下，依托高

校开办精微绣研究所，为锡绣搭建一个交流学习提高的平台，聘请刺绣工艺大师走进高校指导授课，邀请艺术专业教授传授艺

术理论知识，使艺术理论和实践操作紧密结合，这是培养绣娘向绣师转型的必由之路。 

其三，推动传统手工艺与艺术市场需求的结合。今天，锡绣已基本脱离实用性功能，而走向观赏性艺术品层面，可以结合

精微绣的绣种特点向高端精品发展，在表现传统艺术基础上，提升艺术原创性，使之成为高附加值的艺术商品，把创新型锡绣

与首饰、高端服饰、精品装饰设计相结合，使之能够更符合艺术市场的需求。 

最后，锡绣要传承发展，必须二者双轨并行。传统锡绣和创新锡绣开发“画绣结合”是锡绣未来发展的另一个重点。设计

者从充满意境之美的国画中提炼需要的元素进行刺绣底稿的再创作，可以规避侵权问题，又可以搭建一个跨专业、跨行业的交

互平台，从常规的刺绣作坊转型为当代刺绣研制团队，使锡绣作品具有当代性，增加艺术含量与设计含量，提高她的文化附加

值，注重创意创新，强调交互融合的大艺术理念，紧密合作推动民族文化元素，拓展大众消费市场，探索个性化定制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