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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乱针绣文创设计研究

张晶暄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64

摘　要：时代的变迁促使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散发出了更多活力与魅力，也促使人们的审美情趣不

断提高。古老而传统的刺绣针法已经不能再满足现当代人们的要求了。若想满足当代人们的需求，还需

推陈出新。常州乱针绣本是我国传统刺绣之一，其本身绣法自成一格，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将画理与绣理

相结合。本文根据常州乱针绣的特征，探索满足当代人意趣的文创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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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针绣作为我国一种十分具有观赏性的中国刺

绣工艺类型，其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艺术性十分符合

当代人对刺绣的新要求。然而由于常州乱针绣本身

的学习难度、周期长、不符合当下审美以及仿制品

越来越多等各种原因，导致常州乱针绣的传承和发

扬出现问题。在当今新时代，有关常州乱针绣文创

的设计也逐渐提上日程，成为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重要研究项目。

一、常州乱针绣基本概述

常州乱针绣的创始人是杨守玉女士，当年她曾

凭借着精湛的油画笔法和扎实的刺绣技艺，对传统

刺绣艺术进行大胆创新。常州乱针绣是将西洋绘画

和中国传统刺绣结合起来的精髓艺术，同时兼具西

洋绘画的基础和中国传统刺绣的基础，将二点的优

势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集合二者优点的新的刺

绣方式。正因如此，乱针绣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乱针

绣的绣师不仅需要具备中国传统刺绣的基础，更需

要具备西洋绘画的基础。在这二点基础上对绘画技

巧和刺绣技巧进行熟练的磨炼，熟练的掌握画理和

修理，掌握画面中的构图、线条、色彩、明暗等，

并自如的运用针线，这样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真

正绣出巧夺天工的乱针绣。而要训练这样一位独立

操作的绣工，至少需要历经五到十年的训练。经过

这样经年累月的训练，才能绣出绣技繁杂、色彩鲜

艳的乱针绣来。虽然刺绣最初产生的价值主要是为

了实用，不过在历史的发展下逐渐演变成艺术收藏

品。独特的艺术风格让常州乱针绣的欣赏价值大幅

提升，自然也有了非同一般的收藏价值。乱针绣独

特的绣法让其产生强烈的表现力和非同一般的艺术

力，十分极具美感。因此，在当今时代，很多人都

将其当成主要家居装饰品。

二、常州乱针绣文创设计的必要性分析

乱针绣所特有的文化交流价值，使得乱针绣在

市场上流通十分之高，甚至一度炒到几十万的价格。

这样的价格让普通百姓消受不起，更与现代人快速

的生活节奏完全不符。因此，常州乱针绣的传承和

发展也迎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即便常州乱针绣

的巨大价值在近些年来被大力推广，可依旧还是少

有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行业。再加上巨大的利润促

使了很多仿制作品的出现，大大影响了常州乱针绣

的艺术价值，导致乱针绣在当代发展更是阻力重重。

当代经济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不管任何技术到了一

定的瓶颈，都需要创新才能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

好在如今政府大力扶持民间非物质文化艺术。常州

乱针绣艺术同样也需要吸引更多有悟性、耐心和愿

意脚踏实地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才 [1]。当然，继承者

的主要任务不能是一味模仿前人绣作，更要懂得创

造出具有独特生命力的绣作。最好能够一边学习绣

技，一边学习油画基础，这样才能让常州乱针绣得

到真正的传承和发展。

三、常州乱针绣文创设计研究策略

任何一门传统技术的有效传承，都需要强大

的经济基础、社会需求以及政策支持等做支撑。

乱针绣作为我国一门宝贵的传统文化艺术类型，

目前生存情况并不是十分有利。政府和行业内部

人员也早开始做进一步的挽救。只是即便如此，

失去经济支撑、背离社会发展规律的常州乱针绣

也已经濒临失传。

1. 改革落后的传承模式

任何一种艺术的传承都需要良好的传承机制，

才能让这项技术经久不息的传承下去。常州乱针绣

本身绣技难，绣技时间冗长，绣师还需要精通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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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和绣技两项技能，更要在对绣技高悟性的基础上

经过五到十年的研习方能出师。与其他类型的刺绣

相比，常州乱针绣刺绣的人才培养机制明显太过于

落后，传承模式也过于保守老旧，不符合当今时代

人们的学习需求。因此，常州乱针绣除了得到政府

的支持外，自身行业还可适当加大推广力度，并改

进专业教学模式，进一步建立专业的人才传承梯队

模式，各个工作室之间也应该加强交流和学习，绣

师的眼力和技能更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学习。

2. 增强刺绣者素质

乱针绣虽然是从苏绣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绣技，

但其本身的要求却要远高于苏绣。刺绣者的综合素

质更是要求极高。乱针绣的独特性需要刺绣者具备

很高的画技和较高的艺术趣味，其绣师更要在空间、

造型、色彩、明暗、材质肌理等方面的把握能力要

求更高。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常州乱针绣各个工作室，

虽然有带头人具备了常州刺绣的针法造诣，但却很

少有传承者具备这项能力的。可见乱针绣的创作之

路十分艰难。再者，现当代的年轻人都过于浮躁，

很少有人能沉下心静下气来学习一门高深的艺术。

这就导致了年轻人一代虽然身上担负了传承乱针绣

的担子，却由于缺少母辈哪些刺绣技法和功能。现

当代社会的迅猛发展让年轻人更喜欢简单直接的方

式。通过对电脑技术，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了用电脑

的形式刺绣、构思和布局，在掌握电脑硬件基础上

传承原创。

3. 无需局限于乱针绣载体

工艺美术是否能在当代焕发新生活力，要看

能否在当今时代依旧顺应时代潮流。而工艺美术究

竟能否在当代顺应时代潮流，还需取决于工艺美术

是否能符合当代人的喜好和欣赏 [2]。只有真正受到

当代人的欢迎，乱针绣才能在当代继续保持蓬勃的

新鲜活力，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传统刺绣之所以

可以在一个时代绽放新鲜活力，同样也是迎合当时

人们的喜好，才拥有了持久的稳固力和发展力。不

过目前市面上的乱针绣成品载体仅仅只是墙上的画

框，作为观赏品罗列很多，但并未来得及当成是收

藏品为人们所喜爱和认识。且根据市场划分，乱针

绣其中一种是当成高端收藏品来收藏，主要用途是

传承和发扬针法的独特魅力；另外一种则是用于市

场的开拓，主要是将乱针绣与服装、配饰、家居、

公共环境等结合在一起，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

物质文化需要。

4. 增加乱针绣题材的创新力

乱针绣传统题材一般涉及的种类有静物、风景、

人物、飞禽、走兽等，绘画也有素描、油面、摄影、

水墨、工笔等多种形式。这些传统的形式和题材一

直都流行于常州乱针绣行业当中，不过现代社会已

经对这些千篇一律的产品有些抗拒，人们需要更新

颖更个性的形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当代人们

希望刺绣发展的趋势，同样也是乱针绣发展的新方

向 [3]。对于传承美感形式上，乱针绣可以尝试将题

材拓展到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平面艺术等多个方

面， 并结合抽象、野兽、朦胧、后现代等多种绘画

风格结合在乱针绣绣技，从而让乱针绣在现代都产

生更多更有个性和生命力的针绣作品。另外，乱针

绣绣师可以尝试走进艺术院校或者画廊加强自身的

修为和能力，或者与当代书画家合作，拓展乱针绣

原创刺绣领域和题材，让乱针绣换发新的活力！当

然，乱针绣刺绣行业中的优秀传承者可以利用自己

在大学所学的优秀文化知识、美术理论和绘画技巧，

提高个人的整体综合素质，利用合一的刺绣记忆注

入新的能力和理念，从而为创作注入新的能量和创

新理念。

四、结束语

乱针绣是我国传统刺绣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瑰

宝，在国内外都有着崇高的艺术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力。当今时代，由于乱针绣技术难度较大，制作周

期较长，传承模式老旧等多种原因影响，导致如今

从事人员越来越少。为了可以继续弘扬我国乱针绣

艺术精华，培养和发展针绣团队，创作出一批富有

时代气息的乱针绣作品，是当代常州乱针绣文创设

计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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