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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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考察及查阅相关地方市志，探究温州发绣的历史溯源、发展历程、艺术特征及其与佛教、

民俗、绘画之间的深层关系。研究表明：温州民间发绣艺术和其他民间艺术息息相关、互为影响，尤其是西方绘画

艺术对现代温州发绣的影响深远，使温州发绣从线性发绣发展到注重明暗的立体人像发绣，从单色发绣发展到彩色

发绣、再到做底补色法发绣，实现了题材的拓宽和技法的创新。剖析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温州发绣传承创新

的途径，旨在实现更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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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绣是以头发代替丝线为原材料的民间刺绣艺术，因其细滑且有弹性而不易刺绣。温州发绣始于元代大德九年(1305),距今

已有相当长的历史，[1]温州发绣在借鉴传统刺绣针法的基础上，从绣制对象的造型特点出发，运用绘画原理，选择合适的发绣技

艺，以形写神，塑造出蕴含温州民俗文化和审美意蕴的独特艺术，充分体现了卓越的创造力和雅致的生活情趣，彰显了温州独特

的地方文化特色，享有“东方一绝”的美誉。2012年，温州发绣被评为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1年，被

评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本文就温州发绣的历史溯源、艺术特征、工艺特征及其与佛教、民俗、绘画之间

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剖析，旨在全面、立体地了解温州发绣艺术的发展历程，有利于温州民间发绣艺术的复兴和传承创新发展。 

一、温州发绣艺术的历史溯源和早期艺术特征 

清代出版的徐蔚南《顾绣考》一书记载，发绣最早起源于唐朝上元年间，[1]其间，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发展，发绣题材和刺绣

手法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起始的用头发绣制佛经、佛像以表达对佛的虔诚礼敬之心，到将刺绣艺术运用到绘画当中，以表达对故

人的追思，发绣作品的艺术性得到了大幅提升。温州发绣始于元代，其间，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发绣大师，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温

州永嘉的王振鹏，他的发绣作品《端阳竞渡图》,刺绣技法精妙，神似白描，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温州发绣最早的可考实物。[1]

他的学生夏明远的发绣作品《滕王阁》《黄鹤楼图》(见图 1、图 2),惟妙惟肖，极富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到了清代，发绣技艺

日渐衰落，几乎断档，唯一留存于世的只有《水月观音》,现收藏于成都文殊院。民国六年(1917)七月，沈寿绣成《谦亭》赠予

张謇，这是有记载的沈寿唯一的发绣作品。
[2]
进入 20世纪 50年代，温州发绣得以进一步发展，《瓯江孤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底稿现保存在温州博物馆。由于发绣艺术历史久远，目前很多作品都已失传，流传下来并有文字记录的作品仅 20余件，被国内

外博物馆所收藏的存世作品不超过 10件，[1]如宋高宗妃子刘安绣制的《东方朔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发绣实物作品，[2]现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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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图 1《滕王阁》 

 

图 2《黄鹤楼图》 

早期发绣佛像、佛经通过相应的发绣技巧再现白描的艺术风格。所谓白描就是单纯地用线条勾勒出想表现的对象，通过改变

线条的造型、用笔力度、干湿度等来塑造物体的质地感、体积感、动态感和空间感，是一种平面的形象特征，且颜色为单一的墨

色，有别于西方绘画水彩、水粉、油画、素描等通过明暗来表现形象的方法，因而又称“墨绣”。发绣作品大都是以线性绣形式

出现，不露墨痕，绣品整体朴素高雅，人物生动传神。这种独特的造型方法，强化了线的形式趣味，使线的运用方式具备个性化

的特质。[3]为了更好地贴合白描画的艺术风格，发绣工艺多用接针、切针和滚针等不同针法来绣制，通过发质颜色的浓淡、粗细、

曲直等来刻画原作人物衣履长纱的飘逸镜像，最大限度地表现线描人物飘飘欲仙的造型特征。早期发绣作品整体呈现素雅、单

纯、质朴，造型工整、简练、清晰、明快、朴实无华的艺术效果。[3]发绣题材几乎都是佛像、佛经，具有很强的宗教属性和精神

特质。随着宋元时期白描绘画艺术的发展，促进了发绣技艺的进一步提高，发绣佛像在数量和质量上取得了质的飞跃。宋人周贞

观十三岁时制作的发绣《妙法莲花经》,共七万余字，耗时十年才绣制成功。通过对博物馆所保存的现有佛像绣实物研究发现，



 

 3 

当时的发绣工艺不同于传统丝线绣的密针排线和封底密绣，而是通过针脚的疏密变换、叠加，应物施针来绣制佛像、佛经。此时

的佛像发绣绣迹清晰，通常采用白底上用黑色头发刺绣、黑底上用白色头发刺绣。如南宋刺绣《达摩渡江图》(见图 3),惜墨如

金、概括简练，是典型的宫廷绣绘相间的绣画形式。运用滚针、接针、切针等不同针法刻画出白描干净素雅的艺术形态，图像生

动文雅、针迹细密、对比鲜明，人物衣纹、眉毛线条勾勒简练，眼神和肌肉刻画得逼真传神，清晰地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发绣技艺

水准。 

古代发绣绣品的另一特色就是在丝理的运用上，如元代管道昇的《观音像》(见图 4),绣品中观音披肩而飘的黑发、面部表

情、手指等都是由管仲姬用自己的发丝绣成，[4]体现了其独一无二的情感性特征。 

 

图 3《达摩渡江图》 

 

图 4《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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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州现代发绣艺术的诞生和发展 

发绣艺术几经沉浮，在朝代更迭、政治运动、审美取向以及刺绣技艺的变化中不断发展。温州现代发绣中素描的运用得益于

仿真绣和乱针绣的发展，其中的仿真绣是 1905年沈寿赴日考察时，受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将西方油画的技巧和色彩的表现力

融合到刺绣艺术中，把传统刺绣平铺直套的针法改为旋针，并根据物体纹理走向，巧妙地结合旋针和传统针法，通过色线组合进

行润色调绣，体现出物体在光线下的明暗变化，一改传统刺绣作品缺乏立体感的呈现形式。杨守玉借鉴西方油画的色彩和素描的

衬影法，并结合绘画和刺绣的纹理走向发明了乱针绣，绣面整体层次丰富、立体感强，从而拓宽了各类题材的刺绣表现技法。[5]

任嘒闲则运用西方素描的绘画技巧来处理绣品的远近虚实，她发明的“虚实乱针绣”采用纵横交叉的针脚，通过运用不同的针

法和改变绣线粗细来表达笔触，突显出了物象远虚近实的效果，作品更为活泼、奔放。这三种刺绣技法的诞生与发展，为温州现

代发绣融入素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技法借鉴。 

(一)人物肖像发绣的诞生 

 

图 5人物肖像发绣《爱因斯坦》 

发绣和绘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温州现代发绣艺术作品的突破，源于温州现代几位发绣大师熟练掌握绘画技巧。20 世纪

60年代，水彩画家魏敬先开始在温州探索用头发来绣制现代人物肖像，他将绘画原理融入发绣作品，运用套针、滚针、交叉针、

虚实针等瓯绣技法并结合沈寿的仿真绣技法，将人物肖像绣得出神入化。1970年，魏敬先完成了他的发绣肖像作品《爱因斯坦》

(见图 5),为了更好、更准确地表现这位伟人喜怒哀乐的表情特征，他采用平针绣、施针绣、虚实乱针绣等绣法，有针对性地处

理人物各个部位的形象特征，使发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情丰富、个性鲜明，改变了以往发绣作品单一的平面感，在工艺美术界

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他的发绣作品——世界名人肖像被誉为“东方一绝”“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作品常被送给各国领导人，因

而他也被称为“发绣外交家”[6]。 

(二)彩色发绣的诞生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审美意识的改变，墨绣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艺术的需求，为了适应现代审美，丰富和提升发绣作品的艺

术效果，温州发绣第二代传人孟永国开始尝试采用不同色泽的头发来表现人物形象，通过光线的明暗对比，来增强绣面的质感和

层次感。他的作品《蒙娜丽莎》(见图 6)就是温州第一幅彩色发绣作品，其打破了以往发绣的单一墨色。[7]彩色发绣以不同人种

的天然色泽发丝为材料、遵循色彩变化的基本规律、选择合适的针法进行绣制，绣面因为增加了色彩变化而显得层次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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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效果更佳。另外，他拓宽了以静物为原型的发绣创新思路，其创作的发绣静物作品《收获》(见图 7)是世界上第一幅彩色乱

针发绣静物作品，石榴和苹果造型饱满立体，竹篮质感逼真、栩栩如生。可见，现代温州彩色发绣是利用不同人种的自然发色进

行刺绣，通过其色彩变化，打破以往墨绣单一的绣面质感。针法采用“大乱针”“小乱针”“交叉针”等发绣针法语言，通过绣

者对所绣制对象的分析，设计相应的针法进行塑造，力求对静物特征进行深入的刻画，同时，利用不同人种头发的色彩冷暖对比

来丰富绣面形象的视觉美感，改变以往单一黑发的单调感。 

 

图 6彩色发绣《蒙娜丽莎》 

 

图 7彩色乱针发绣《收获》 

(三)做底补色法发绣的诞生 

为了有效弥补发绣色彩的局限性，使发绣语言更加丰富，艺术表现力更强，创作表达更为“随心所欲”,真正达到“法随心

意”的艺术境界，孟永国在彩色发绣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法创新，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2012 年，他研发的做底补色法发绣，有

效弥补了发绣色彩不足的问题，使发绣作品达到绘画的意境，从而有效拓宽了发绣的表现题材。图 8是孟永国运用做底补色法制

作的发绣作品《丝语廊桥》,图 9是蔡淑明绣制的《花间意》。可见，绘画艺术对发绣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起初的模仿还原对

象，到如今的将艺术语言和手段融入绣者的情感元素来提升发绣作品的艺术价值，这无疑是发绣史上一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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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丝语廊桥》 

 

图 9《花间意》 

温州发绣在继承前辈艺人的艺术成就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发掘发绣艺术精髓，并从时代审美需求出发，融合当代艺术手

段，推陈出新。如果说魏敬先是温州发绣人像绣的开创者，那么孟永国就是温州彩色发绣的创新者，因此，温州发绣的发展离不

开几代发绣艺术大师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求新求变的精神。 

三、温州发绣艺术的传承途径 

温州发绣艺术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手工艺的传神和伟大。近年来，在温州市政府和温州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温州发绣的人才培

养和团队梯队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老、中、青三代发绣创作梯队逐步形成，这为传承和保护温州发绣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

力的人才储备。当前，温州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阶段，温州发绣作品应在延续传统文脉的同时也要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因

此，在发绣的题材、材料、针法、技法及形式上还要有所突破。 

(一)发绣题材的拓展 

目前，温州发绣除了走高端的发绣外交路线外，也承接一些亲子的发绣题材，但是还没有形成产业规模。因此，首先需要拓

宽发绣表现题材，做好个性化定制服务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如可以通过挖掘爱情、亲情、友情等题材(脚印、手印、唇印);

另外，可以结合时事、科技、抽象画等进行题材挖掘，以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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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绣新材料的开发 

科技的发展为发绣材料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后，可探索用不同材料的绣布来呈现发绣作品的艺术效果，使其具有耳目

一新的视觉效果；另外，还可通过开发装裱材料，用反衬或烘托的方式进行碰撞设计，以提升发绣作品的艺术效果。 

(三)针法、技法的创新 

不同针法的组织规律不同，表现的排列效果也不同。因此发绣技法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发绣针法的创新，但是，针法的创

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未来可通过巧妙利用头发弹性的特征设计出独特的针法，以展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 

(四)形式的突破 

发绣在题材、材料、针法、技法方面不断创新的同时，形式也随之需要不断突破。“跨界”是发绣创新的另一个特征，“跨

界”指发绣与其他艺术形式合作、结合，寻求形式的新突破。绣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艺术修养，接触各类艺术作品，以期

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另外，在宣传形式上也要有所创新，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网络直播、短视频、VR体

验等进行发绣题材和作品传播；也可以通过非遗新媒体或开发旅游纪念品等形式进行传播，这对发绣市场的拓展具有非常好的

传播效果。 

四、结语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

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1发绣作品需要进行市场细分，

既要出精品、艺术品，也要有贴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顶天立地”可以解读为做出精品、艺术品，精品可以作为外交礼品以及收

藏用品进入高端市场；“铺天盖地”就是要求我们要普及发绣艺术，让更多人知道发绣艺术、了解发绣艺术，并会制作发绣作

品。总之，发绣被视为艺术的宠儿，运用绘画原理，以头发作为原材料表现自然界的千事万物及现实生活。如今，发绣不单单是

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和生活技艺，其已成为一个地方的标签与象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标志。为了更好地传承、创新这门传

统手工艺，需要我们找准定位，还原发绣非遗的文化属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非遗发展的良性循环，使绣者更有精力潜心钻研和

提升发绣技艺，从而提升发绣作品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盘活传统手工艺，进行活态传承是发绣传承必经之路，如果不能找到

合适的发展模式，那么保护和传承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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