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4 挑花 

（黄梅挑花、花瑶挑花） 

时间:2006年  类别：民间美术 

地区:湖 北,湖 南 编号：Ⅶ—25  

 

  

申报地区或单位：湖北省黄梅县   

                湖南省隆回县 

 

    挑花是一种具有极强装饰性的刺绣工艺。流传于湖北省黄梅县和湖南省隆回县的挑花技艺

各具特色。 

    黄梅挑花又名架子花、十字挑花，广泛流传于湖北省黄梅县。相传起源于唐宋时期，成熟

于明末清初。长期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农家妇女的精研细作，这门工艺日臻完善，以明快的

色彩组合、精巧的图案构想凸显出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黄梅挑花被国内许多民间工艺研究专家称为彩挑。黄梅乡下百里棉区的彩色挑花更为精

美，花样丰富多彩，地方特色浓郁。当地有俗谚说：“黄梅有女皆挑花。”蔡山、新开、孔垅

等地的挑花工艺最为兴盛，女孩刚懂事就跟着妈妈或婶婶做针线活，一直做到出嫁。当地人把

不会挑花的女孩叫做“整巴掌”，这对女孩是一种羞辱。 

    黄梅挑花不同于一般刺绣，刺绣重刺，挑花重挑。黄梅挑花以元青布作底，用针将五彩丝

线挑绣在底布经线和纬线交织的网格上，形成色泽绚丽、立体感强的图案。其中针脚为“×”

字形的称“十字绣”，针脚为“一”字形的称平线绣。作品最初主要有头巾、衣边、门帘、帐

沿、床围等，民间妇女用它们来打扮自己和装饰居室。  

    黄梅挑花的主要原料是当地的家机布，又叫大布，这种布被染成青色作底，艺人依靠一根

相关传承人: 

石九梅    奉雪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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