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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刺绣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 姜浩峰

白色的织物上深红色的绣线，
勾勒出一幅对称、祥和的图案。这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
媛近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应
邀同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夫人纳吉
共同参观布达王宫并茶叙时，欣
赏的一幅匈牙利传统刺绣作品。

这一欣赏匈牙利海兰德瓷器
和传统刺绣技艺的活动，给中国
贵宾留下深刻印象。彭丽媛表
示，瓷器和刺绣是中匈两国文明
的共同符号，期待两国艺术家加
强交流互鉴，推动文明交融。

此前一天，彭丽媛在塞
尔维亚国家博物馆也提到，
“中塞两国的刺绣文化具有相
似性，双方可以加强交流互鉴，鼓励两
国年轻人积极参与其中，推动传统手
工技艺代代相传”。

从中国向西望会发现，欧洲不少
地方有着刺绣文化，有的曾成为欧洲
宫廷服饰和装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还有的在民间传承发展，甚至与包
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地的类似文化发生
着交流。

颇有神似之处
看到匈牙利马丘刺绣作品，不禁令

人有种与中国刺绣何其相似的感觉——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或玫瑰花造型，红得

那么深那么艳，红色的花朵之间则夹杂

着绿色的叶片。

“最初刺绣只用在装饰床单和毯子

上，后来才开始出现在男女服装和桌布

上。渐渐，这些图案也被绘制在板条箱、

盘子和餐具上。”由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的

相关介绍指引，可以到马丘博物馆领略

匈牙利北部小镇迈泽克韦什德的刺绣工

艺。当地原本盛产一种白色短袖夹袄，

特别是年轻的姑娘穿上有马丘刺绣图案

的夹袄，更显得俏丽可人。

上海高校教师、海派旗袍盘扣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秋雁说，当她第一

次看到马丘刺绣的图案时，第一观感就

是与中国北方的一些绣样特别像，无论

是白色的底子还是红色的图案都似乎在

传递着一种信息，“我们早有联系”。

就源于宫廷的一些刺绣来说，欧洲

刺绣与中国刺绣也颇有神似之处。法国

民俗学家拉西内在著作《世界装饰纹样

图典》中特别提到中国清代官服上的胸

缀饰，也就是俗称的补子——“上面绣着

飞禽走兽，文官服采用飞禽图案，武官服

采用走兽图案，有真实动物也有神兽。

官员的官阶不同，官服图案也会不同。

还有一种官服是蟒袍，上面绣着蟒，比朝

服和吉服要短。”尽管拉西内将文官服上

的锦鸡误理解为凤凰，还做了一番自以

为是的解读，令人忍俊不禁，但仍能看出

他确实注意到了中国官服胸缀饰的制度

性含义。

而在法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路

易十四时期发明的紧身制服，无论袖口

还是下摆都用金丝和银丝绣成大量花

饰，能穿着此等衣服的贵族，需要得到国

王亲自签署的证书，堪称“奉旨着衣”。

而女贵族在国王面前，需要身着有刺绣

的露肩裙、紧身衣和灯笼袖。有记载，

1704年路易十四曾因有女士在观看戏

剧演出时忽视此种穿着而大发雷霆。

尽管法国刺绣一度因为大革命前夕

条纹服饰的兴起而有所衰退，但到了拿破

仑时期又有所恢复。有记载称，

有一次拿破仑为了处理巴黎出

现的政变匆匆赶回，半夜里一行

人准备通过卡鲁塞尔凯旋门进

城时，不得不让随行人员各自解

开衣扣，让哨兵看到内里衣服上

的绣花，确认职务官阶后才得以

进入宫廷。

从欧陆到英伦，一些象征家

族标识、职级等的刺绣徽章，逐渐

变得具有抽象意味。而按照拉西

内的理解，中国清代官服的胸缀

饰“带有写实主义和象征性色

彩”。总之，无论中西，刺绣纹样

一度成了官服上的官阶标识。

一切源于交流
2014年，当潮州抽纱被列入中国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许多当地人直

呼意想不到。原因在于，虽然融入了一些

本地刺绣的花样，但潮州抽纱其实来源于

欧洲。《潮州府志》记载，当地抽纱业始于清

末，潮绣艺人将西方国家传入的刺绣抽通

工种与潮州传统刺绣工艺融会贯通，经几

代创设，绣制艺人绵延相传，推陈出新而形

成技艺独特的民间手工艺。所谓“抽纱”

“抽通”，都是当时对西式刺绣的中式称谓。

类似的情况还有烟台抽纱。1894年，

英国传教士、北爱尔兰人马茂兰在烟台发

现当地妇女心灵手巧擅长刺绣，于是创办

仁德央行，组织传授欧洲抽纱工艺，并形成

出口产业链。而后，马茂兰夫妇还创办半

工半读的学校增加产量。1949年以后，烟

台地区的抽纱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从业人

员一度超过10万，产品行销60多个国家和

地区。抽纱品种有雕平绣、威海满工扣锁、

乳山扣眼、梭子花边、棒槌花边、手拿花边、

网扣、勾针等，工艺技法丰富多彩，在国际

市场享有盛誉。

海派绒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恒源祥

绒绣工作室首席工艺师李蔷表示，如今成

为上海工艺品一张名片的绒绣，本身也是

起源于欧洲的。绒绣又称绒线绣或毛绒绣

花，是一种用羊毛绒线在特制的网眼麻布

上刺绣的手工技艺。它最早出现于14世

纪的德国，16世纪逐渐在欧洲流行，20世

纪早期传到上海。但当时无论是欧洲还是

传到上海后产生的绒绣作品，大多数绣的

是风景，绝少人物。经过李蔷的前辈刘佩

珍、高婉玉、张梅君、范玲娣、唐根娣等几代

绒绣名家的传承发展，出现较为传神的人

物肖像作品。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大型绒

绣艺术壁画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等重要场合，其中也有李蔷

参与的作品。

如今回看李蔷作品，诸如国际奥委会

历任主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及一

些世界名画，她亲自染色的毛线成了一种

特殊的颜料，创作出不输油画的画面感。

2023年5月，“绣外慧中——上海绒绣环球

旅行记”大型绒绣展览在中华艺术宫（上海

美术馆）举行。从展出的李蔷作品分析，无

论画面透视还是具体造型，一望可知带有

西方油画的许多元素。可实际上，海派绒

绣中的人物肖像真正成为具有一定艺术价

值的作品，是在上海。而海派绒绣除了李

蔷之外，还有多家工作室，呈现出花开数朵

的态势。

在刘秋雁看来，源自中国的一些刺绣

技艺能传入欧洲，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成

为当地人衣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抽纱绣法、绒绣等在

中国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新的非遗，这一

切都是因为交流。世界各地的人们有着不

同的生活方式，如今的交流远比往昔频繁，

互相之间能感受到越来越多源自不同地方

的美好体验。

针法各有异同
有说法认为，近代以来的欧洲刺绣源头

主要有二，一是来自阿拉伯的金丝银丝绣，二

是来自中国的丝绣。不过发展到今日，与中

国有四大名绣等流派类似，欧洲各地的刺绣

也是流派纷呈。这些风格各异的流派，与欧

洲各地的生活方式、人文艺术气质之不同，都

有关系。

在刘秋雁看来，源自法国宫廷的丝带绣

特别具有代表性——它犹如法国油画，画面

带有透视感。据她了解，前不久国内还有源

自美国的大型游乐园品牌准备设计一批法式

丝带绣工艺品，作为伴手礼送给游客。原因

是感觉丝带绣庄重典雅，能做出一种童话中

公主与王子的感觉，与品牌定位比较吻合。

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则有一种绣法大

同小异的珠绣，材料主要是各种珠子，通过巧

妙的搭配产生画面感。刘秋雁感觉，匈牙利

的绣法与自己家乡中国东北的辽绣在技法上

有类似之处，只不过匈牙利的作品在尺幅上

略小，内容上也以小品为主。“英国有一种‘打

籽绣’，我看从法国翻译过来的文献中提到一

种‘结粒绣’，仔细研究下，感觉是大同小异的，

或者说，在技法上‘打籽绣’就是‘结粒绣’。但

英国人的作品和法国人的作品相比，又是几

乎一眼能够区分的——情调不太一样。”

此类作品中特别精致的，在欧洲还是要

数19世纪中叶法国人博纳肖发明的吕内维

尔刺绣，它主打的就是晶晶闪亮——精细的

玻璃珠、闪光亮片、水晶、珐琅和人造琥珀，都

被连缀起来与织物相连。这一技法后来在巴

黎一些高级定制服饰中较为流行，高级定制

或奢侈品店推出服装设计图，确定需要的布

料及颜色，刺绣工作室做出刺绣样品展示给

客户。有时候客户会要求添加或改动，刺绣

者再做出新的样品。当客户最终对样品满意

之后，设计师会将服装版型寄出，由刺绣工人

将图案绣制在服装坯布上，完成刺绣后再寄

回工作室，最终完成服装制作。

在高级定制和成衣市场发达的法国，一

度有较多数量的刺绣工作室，但随着绣花机

械投入使用，手工刺绣行业面临萎缩。统计

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巴黎有约40个

刺绣工作室，如今则大概只有五六家还在制

作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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