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老林狠狠地呷了一口茶，用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

开篇，形容了对当下刺绣产业的直观感受。

老林的家在苏州镇湖，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

便已是“闺阁家家架绣绷，妇姑人人习针巧”的刺

绣之乡，至今 2 万人口的小镇，仍有八千绣娘辛勤

织绣。10年前，老林放弃小有所成的事业，像许多

当地的男人一样，辞职回家帮助妻子经营管理自

家绣坊。由于妻子的刺绣技艺高超，又勤于钻研，

老林家的绣坊在当地算是规模较大的一家。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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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生意不怎么好，看样子，恐怕以后也

会越来越难做。”这些年来，老林见证了刺绣产业

的日益繁盛，也亲历了 2011 年艺术品收藏的狂

热——那年，镇湖绣品街上的 400家绣庄，几乎家

家都在赶工，可到了 2012 年却很少再有门庭若市

的景象，买家们似乎突然回归了理性，只有年底召

开的刺绣艺术节，才又招揽来一些人气。

尽管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是一个

重大的利好消息，但老林一家仍然忧心忡忡：

“像我们这种刺绣产业集聚的地方，竞争太激烈

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也很多，市场上的绣品鱼

目混珠、良莠不齐，想发展，想沉下心来创作，很不

容易。”

不仅仅是苏州镇湖，在 2012 年中国工艺美术

学会刺绣专业委员会年会上，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刺绣行业的发展势头较好，2011年销量更是创

造新高，但 2012 年全国多个绣种的销量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滑。

这一方面与国内经济下行、多方政策收紧密

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昭示出国内刺绣产业在繁盛

掩盖下的危机——人工价格不断上涨，作品却仍处

于“卖工不卖艺”的价格洼地；缺乏合理的认证和评

价体系，市场上的作品良莠不齐，以次充好、欺骗消

费者的行为屡见不鲜；创作与创新乏力，绣品题材同

质化现象较为突出，相互模仿甚至抄袭他人作品的

现象时有发生；全国28个绣种中，粤绣、湘绣、苏绣、

蜀绣等大绣种发展较好，其他绣种发展较为滞后，有

的甚至面临传承危机；人才短缺，年轻人耐不住寂

寞，多不愿学绣，即使是粤绣这样价高俏销的门类，

也呈现后继乏人的状态；专门为刺绣设计画稿的人

才少之又少，而这又导致了绣品的同质化……

这些，都是“非遗”的名头和各类轰轰烈烈的

节会、活动所难以解决的问题。

竞争：

绣品街上演绣品街上演““谍战剧谍战剧””

2012 年 6 月，记者有幸探访了苏州镇湖，发现

绣品街上的大部分绣坊，不仅门面整齐划一，出售

的绣品也颇为“统一”。从常见的苏州园林、静物

花束，到绣工较为复杂的《敦煌天女》乃至《蒙娜丽

莎》，都是在各个店里高频率出现的绣品，各家绣

品的画面和尺幅基本一致，只是因绣娘水平参差

不齐，在绣工和配色方面有些差异。

“这有什么，当然是什么好卖就绣什么了。”当

问及一家绣坊老板出售与别家相仿的作品，会不

会担心惹麻烦时，她满不在乎地答道，顺嘴还补充

了一句：“反正整条街都这样，又不是光我们家。”

只要多逛上几家店，就会发现，各家店里的绣

品摆放都很有“讲究”，靠门口挂着的多是机绣或

和别家相仿的一般绣品，这是卖给不懂行的普通

游客的；收藏级的精品，多被置于内室或者二楼，

看到懂行的、有实力的买家，才往二楼招呼，并且

一般情况下绝对禁止拍照。

“还不是为了防着别家偷学嘛。”老林的妻子、

绣坊的女主人据实相告，“就是因为仿冒作品太多

了，大家只能把好作品‘藏’起来，为避嫌，绣娘之

间一般是不串门的，你看路过别人家店的时候，我

们都离得远远的，目不斜视，不然就该有人在背后

说三道四了。”

而大绣坊正在创作的绣品，也是当地最有价值

的“商业机密”，别家绣坊的老板进不去，就托人在大

绣坊的绣娘里找个内线，了解详情后再跟进仿绣。

“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都不敢把好作品拿出

去展览、评奖，刚得个奖，回来就发现满大街都是

仿冒品，气得没有办法。”老林也尝试过为绣品申

请专利，但作用甚微，“总不能每幅作品都申请（专

利），满大街的一家家起诉去，都是街坊邻居的，以

后也没法相处。”

在此次刺绣专业委员会年会上，专家们在发

言中屡次提到，苏州镇湖、湖南沙坪等刺绣产业

较为发达、绣坊集中的地方，都出现过这种仿冒

甚至恶意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这已经严重伤害

了刺绣产业的创新和良性发展。

牟利：

朝鲜绣抢滩国内市场朝鲜绣抢滩国内市场

除仿冒外，以次充好也是个别绣坊老板的生

财之道。“比如先用电脑喷绘出图样，然后拿去朝

鲜、东南亚那些人工便宜的地方去绣；还有的就在

当地找一些水平不高的人，简单在机器喷涂的颜

色上盖过几针，就拿去卖。”著名工艺美术学家杨

坚平近年来因写作《中国刺绣》一书，奔走于全国

各地考察。

他发现，一些地方为了减少成本，偷工减料，

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有外国人就说，你们中国

刺绣拿回去放一两年怎么就褪色了？内行人一听

就知道，肯定是偷工减料，本来这部分要绣 20 针，

因为现在有机器喷涂的颜色打底，就只绣10针，颜

料久了褪色，剩那没绣的 10 针就露馅了。而且前

段时间我还发现，现在的绣品光泽度下降，仔细了

解才知道，好多绣坊的老板为了节约成本，采用较

差的蚕丝线。这样欺骗消费者的话，将来还有谁

会去买中国刺绣？”

至于朝鲜绣，记者也在绣品街上看到过，同尺

寸的朝鲜绣只有苏绣成本的 1/10，但是有些绣坊

却将其冒名为苏绣售卖。由于这些人并未进行过

针法的学习与训练，大部分只是绣制一些较为简

单的风景或静物，质量与正宗苏绣有明显差距，不

仅用料较差，颜色过渡也十分僵硬。“那些朝鲜工

人一天的工钱才 5 块人民币，成本当然要低得多，

但是购买这样技艺粗糙的绣品毫无收藏价值，这

与街头贩卖的按色填充的十字绣没什么本质区

别。”杨坚平如是说。

“这些现象提醒我们该有意地去进行国内刺

绣产业结构的调整。分清商品与艺术品的区别，

提升自身绣品的质量，打造‘名人、名作、名牌’，走

高精尖的路子，才是正道。”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

理事长唐克美在本届刺绣艺术学会年会上表示。

实际上，就记者了解，我国刺绣产业结构的

“调整”已然是暗潮涌动，承担分包制作业务的不

仅有朝鲜、东南亚，也包括镇湖、沙坪这样产业发

展集中的地方。刺绣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些

地方绣种因产业规模小，绣娘人数不足，便将自己

的订单分包至产业聚集地，这些绣品运回后，贴个

标签，便摇身一变成为本地绣品。更有甚者，将国

家某重要会议场所定制的广绣条屏，分包到长沙

进行刺绣，一时被业内传为笑谈。

“不同绣种的针法、特点区分本来比较鲜明，

现在是越来越趋同了，长此以往，可能到时候就只

剩下一种‘中国刺绣’了。”杨坚平一直呼吁，在产

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各地方绣种艺术

特色和地方风格的传承和发展。

原创：
几乎无解的难题几乎无解的难题？？

其实，绣坊间的仿冒成风以及被低价绣品抢

滩市场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当下中国刺绣的创

新乏力，这也直接导致了国内绣品竞争力的降低。

2010 年，上海某公司一纸诉状将苏州市古吴

绣皇工艺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认为它侵犯了其对

画家刘令华创作的油画《贵妃醉酒》享有的专有使

用权，此事再度引发了刺绣界的思考和讨论。

自古以来，绣娘们就习惯于从书画作品间寻

找创作题材，近代摄影技术出现后，摄影图片也成

为刺绣的重要选材之一，及至上世纪的国有或集

体工艺美术企业中，均有专属画师为绣娘们绘制

绣稿，而在私人绣坊林立、刺绣产业面临前所未有

发展机遇的当下，绣娘们却陷入了无材可选、无画

可绣的境地——绣当代名画，怕被诉侵权，绣古代

作品，怕乏人问津。

私人开设的绣坊规模小，负担重，很难再像从

前聘请专属的画师作画，绣娘中有美术修养的又

是少之又少，这意味着原创一幅绣品，对普通的绣

坊和绣娘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与

此同时，书画作品价格随艺术品市场的水涨船高，

也让绣娘们对画作版权望洋兴叹。

一位绣娘向记者透露，她也曾尝试过找画家

合作，但要么价格谈不拢，要么画出的作品并不适

合刺绣，最后只好作罢，还是回去绣那些老题材。

然而，正如专家们在年会上说到的那样：“刺

绣要发展必须创新，不能够坐吃山空。”在这种情

况下，一些绣娘开始自学美术、摄影，解决原创难

的问题。个别产业集聚地如湖南，则采用“产学

研”一体的办法，设立学校培养刺绣工艺、设计的

专门人员，这为湘绣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报道，湘绣目前共有企业 100 多家，从业人员近

20万人，年产值5亿元，出口交货值2.8亿元。

这也令其他绣种的从业者们十分艳羡，“人家那

里的政府是下了大力气的，很重视，像我们这样单打

独斗，最后可能还是不成气候。”一位绣娘毫不隐

晦地说。

创新：

新与旧的新与旧的““天人交战天人交战””

尽管产业发展的迅猛程度比不上陶瓷、木雕

等更为艺术品市场所熟知和青睐的品类，但中国

刺绣在近些年来仍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批热爱

这项事业的中青年绣娘和“绣郎”，逐渐在新老更

替的时代潮流中，成为刺绣

产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

部分人，更是勇立潮头，大胆

突破进行创新。

如苏绣名家梁雪芳，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在

苏绣中植入了现代艺术理

念，对传统刺绣进行了从题

材、内容到装裱方式的改良，

近日，她又采用了最新的纳

米防护技术处理绣品，在保

证绣品色泽、手感等品质不

降的前提下，解决了以往普

遍存在的绣品防水、防潮、防

腐的难题。

中国刺绣艺术大师、杭

绣名家金家虹新创的《青花》

系列，大胆摒弃使用实体青花瓷瓶作为载体的一

贯思路，将瓷瓶造型简约重叠为女子背影，仅挑一

处重点细细施绣，不再像传统刺绣般将整幅修满，

而是用水粉在透明材质的留白处进行晕染，整个

画面唯美简约，精致灵动。

浙江台绣的陈克和林霞大师，为解决台绣在

服装上更加广泛的应用，采用喷绘的方式为原本

的单色绣染色，并为此专门研制出了多次水洗也

不会掉色的染料。

尽管梁雪芳的突破得到了年轻一代的认可，

金家虹的《恋恋青花》在首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

年展以及各类业内展会上备受瞩目，陈克和林霞

的喷绘技术拯救台绣产业于危机之中，但这些人

的创新仍然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

许多业内专家认为，传统只能够尊重和继承，

而不应去改变和突破，“创新应该是立足于传统的

创新，是将传统烂熟于心的创新，而不是置传统于

不顾的刻意求新。比如台绣，刺绣本就应该是一

针一线绣成的，用染色的手法，岂不是偷工减料？”

金家虹作品中所应用的画绣结合，也曾被指“投机

取巧”。

然而，在时代审美已逐渐改变、消费群体日益

年轻化的当代，一味固守传统，重复自我，是否也

是一种“投机取巧”？

在与本届刺绣专业委员会年会同期召开的

“一代刺绣艺术宗师沈寿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

国 28 个绣种的近百位刺绣艺术大师和专家学者

们，回顾了清代苏绣艺术大师沈寿的艺术成就。

这位清代的奇女子，曾参照日本和西方的美术表

现手法，创立了独特的“仿真绣”，这使中国刺绣

的题材从传统花鸟纹样和文人画中突破出来，得

到了极大地解放，及至今天，后人们仍承其余荫。

刺绣创新的尺度与方向，在这次会议上多次

被探讨、争论，但正如沈寿对于今人的启示，提升

自身审美能力、加强创作，优化产品的市场功能和

实用性，这两点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最终还是为众

人所认可。

也许这样的争论还会持续，也许这争论正从

另一个侧面昭示着，有着 3000 年历史的刺绣，在

今天依然焕发着不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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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绣娘现场展示蜀绣技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新疆柯尔克孜族刺绣。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苏州镇湖绣品街一角。 本报记者 焦 雯 摄

梁雪芳根据现代装潢需求设计的刺绣装裱方式颇受年轻人的喜爱。

本报记者 焦 雯 摄

少数民族绣种传承仍面临危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对于刺绣来说，这也许是一个纠结的时代。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