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7 苏绣 

时间:2006年  类别：民间美术 

地区:江 苏 编号：Ⅶ—18  

 

  

申报地区或单位：江苏省苏州市 

 

    苏绣为苏州刺绣之简称，它以产生之地命名，历史上曾广泛存在于苏州城乡。近十年来苏

绣行业逐渐萎缩，现主要集中于苏州市区和高新区东渚镇、镇湖街道一带。 

    苏绣技艺的起源不详。现存的宋代以来苏绣实物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状况

和实际水平，如元代苏绣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一件作品运用9种刺绣针法；明代绣品多采用文人

画稿，开始形成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清代苏绣成为行业，商品绣极为发达，苏州因此有“绣

市”之称。道光年间，苏州女子丁佩总结刺绣技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刺绣专业著作《绣

谱》；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创“仿真绣”，晚年口述《雪宦绣谱》，总结刺绣经验；20世

纪30年代，苏绣名家杨守玉创“乱针绣”，丰富和扩展了苏绣的题材与内涵；20世纪50年代，

苏州刺绣研究所建立，聚集、培养了大批苏绣人才，她们在继承传统绣法的基础上研究和创制

了多种绣法与针法，使苏绣技艺不断发展和提高。 

    自明代以来，苏绣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目前尚有确切传人并有影响的苏绣可分为三大谱

系，  

    一是传统细绣，二是沈寿所创的“仿真绣”，三是杨守玉所创的“乱针绣”。这三大谱系

的技艺都有着丰富而多变的适应性，完整而系统的技艺法理，具有传统的书画品味和浓厚的地

方色彩。 

相关传承人: 

李娥瑛    顾文霞     

 



相关链接: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6 备案序号:京ICP备06042631号 

   网站地图 | 收藏本站 |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版权与免责声明测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