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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枕头，是件很不起眼的物品，但对每个人来说，却是一生都离不开。
除非特别场合。
睡觉就要用枕头。
人的一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伴随枕头度过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枕头虽小，功能却很重要。
提起枕头，人们自然想到的是卧具，很少有人去说它的文化。
更少有人从文化遗产的高度去认识它。
李宏复博士推出的这本《枕的风情：枕顶绣的文化意蕴及象征符号》。
使人大开眼界，对于每个人都很熟悉的枕头的文化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李宏复是博物馆专业出身，有较长时间的博物馆工作经历。
三年前，她成为我招收的民族学专业中华民族吉祥物研究方向博士生。
第一次见面。
她带来几件枕顶绣实物样品，并对我说她的枕顶收藏品已有4000多件，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
我见过不少“邮票迷”、“古玩迷”、“书报迷”⋯⋯，却从来没听过还有“枕顶绣迷”。
眼前的这位学生，如果不是执着地追求，不可能搜集到如此之多的藏品。
我自己做过吉祥物课题研究。
还出了一本《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但没用过一件枕顶绣纹样。
她的丰富的枕顶绣收藏，使我感到，枕顶绣虽小，却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个值得一作的有
价值的课题。
三丰的学习，李宏复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掌握了民族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了从“收藏
”向“研究”的转换，完成《枕顶绣的文化意蕴及象征符号研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
士学位。
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
　　作为一种器物，枕的起源很早。
由于这种器物质地的缘故，最初的草质、木质枕不可能保存下来。
但在古代文献中，却不乏记载。
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清代的百科全书式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关枕的文献资料，不胜枚
举。
然而，直到近现代，真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就质料而言，枕头有软质、硬质两大类别。
硬质枕以陶瓷为主，还有石、玉、铜、银及竹、木等种类。
软质枕以布、丝绸、皮等为原料缝制，内有充填物。
在日常生活中，软质枕使用最多，但留存下来的文物却非常罕见。
而硬质陶瓷枕却以其宝贵的文物价值，首先进入现代研究视野。
1919年河北天津第一博物院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对于民国八车河北巨鹿县城出土的陶瓷枕进行了系统
的整理及研究，发表数篇介绍性文章，开陶瓷枕研究之先河。
从此，陶瓷枕成为文物考古关注的一种古代器物。
1954年，陶瓷鉴定家陈万里出版《陶枕》（朝花美求出版社，1954年），这是国内有吴枕的文化的第
一本专著。
其后，陶瓷枕便在考古文物中占据一席之地，引人注目。
张子英编著的《磁州窑瓷枕》(人民美求出版社，2000年）堪称陶瓷枕研究的一部代表作。
作为收藏，香港杨永德的陶瓷枕藏品最丰富，1984年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举办了杨永德收藏
的中国陶瓷枕展览，并编辑出版《杨永德收藏中国陶枕》(大阪，1984丰）一书。
1985年，日本学者矢野宪一出版《枕头文化史》(讲谈社，1985年），其中利用了大量中国陶瓷枕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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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中国的软质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娄别：一种是现代人使用最多的“洋枕”，枕面呈曲线
型，这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进来的。
另一种是中国传统枕，以纺织品缝制成长柱状，两端多呈正方形，上面刺绣各种图案，人们称之为“
枕顶绣”。
具有枕顶绣，是中国传统软质枕与陶瓷枕的一大区别，也是现代“洋枕”所不具备的一大特色。
枕顶绣体现出中国民间传统刺绣工艺水平，同时，其丰富多杀乏的纹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祈福文化价值
取向。
因而，软质枕，特别是枕顶绣应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不该遗漏的一项重要课题。
抓住枕顶绣，也就把握住传统软质枕的文化内核。
近年来，在民俗、工艺研究著述中，已出现一些涉及软质枕顶绣的研究内容，但还没有达到专题研究
的层次。
作者在本书中特别指出：“与文物瓷枕的高贵身价相对照，传统软质枕的枕顶绣却一直受到冷落，无
人问津。
然而，软质枕顶绣的文化、工艺、艺求及民俗文物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如果说，瓷枕已是翩翩登场亮相的雍容贵妇人，那么枕顶绣正是待字闺中的山野妙龄女郎。
软质枕顶绣应该是也可以是与瓷枕交相辉映的枕文化的另一支主干。
”李宏复积多年苦心孤诣的努力，为世人献出这部中国传统软质枕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枕的文
化研究的一个空白。
她以丰富的实物图片，展示出枕顶绣的五彩缤纷天地，并以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深刻入微地揭
示出枕顶绣纹样的祈福文化内涵，解析了枕顶绣纹样的象征符号，论证了软质枕顶绣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中的一份不可忽略的宝贵遗产。
其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值得称许。
　　枕顶绣纹样基本上都是吉祥纹样。
吉凶、祸福、灾祥是人类最早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是古往今来长久不衰的人生最关切的话题。
在中国传统祈福文化中，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吉祥物和吉祥图案。
在传统文化中，吉祥纹样多表现在工艺品、美术品及建筑物中。
近羊来，有关吉祥物即吉祥图案的著作不断涌现，然而，还没有一部著作采用枕顶绣纹样资料。
李宏复的这部著作，向人们展现出一幅门类齐全、包罗广泛、独具特色的枕顶绣吉祥纹样画卷。
可以说，民间枕顶绣，就是一部中国传统吉祥纹样的缩影。
本书对于中华民族吉祥纹样的研究，无疑是个重要突破。
作者在论述枕顶绣所表现的吉祥纹样时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从天子到庶民，尽管每个人的价值
取向相去甚远，但都把‘福’作为人生命运的最高追求，这点毫无二致。
天子有‘洪福’，官宦有‘禄福’。
平民百姓所追求的是平安如意的‘小康之福’。
枕顶绣所反映的正是传统社会平民百姓的如意之福，也是农业社会小康之福。
”通过枕顶吉祥纹样认识传统文化，本书有独到新见。
本书的出版，对于方兴未艾的传统吉祥文化研究，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对于现代年轻人，本书研究的带枕顶绣的枕头，不要说没有枕过。
恐怕大多数见都没有见过。
传统软质枕正在消亡过程中，抢救和保存这一文化遗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李宏复博士这部著作，开辟了软质枕研究的新天地。
但也仅仅是起步而已。
本书采用的材料，基本局限在东北、华北地区，更广阔的地域还没有涉足，特别是有吴西部地区少数
民族的枕文化。
更是亟待发掘。
希望李宏复博士再接再厉。
锲而不舍，将枕文化研究继续下去，再出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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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复的成果问世前，要我写几句话。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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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宏复，吉林人，满族。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院，获博士学位。
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
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主要代表作有《怎样枪救民族文物 》、《一部珍贵的民族画卷——》、《中国北方民族桦树上皮器物
的造型艺术》、《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枕顶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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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枕头的起源、历史演变及社会文化功能枕头的起源、传承和演变枕头的社会文化功能枕顶绣的造
型、色彩、工艺和分类枕顶绣的造型与色彩枕顶绣的工艺与分类枕顶绣纹样的祈福文化内涵企盼子孙
繁盛与延年益寿婚姻美满与家庭幸福的祈求富贵平安与富庶有余的渴望友情长久与仕途荣华的向往雅
俗共赏的平民情趣憧憬戏曲偶像的价值取向枕顶绣纹样的象征符号阐释象征符号及其在枕顶绣图案中
的应用枕顶绣图案的鸟兽象征符号枕顶绣图案的植物象征符号枕顶绣图案的仙道人物象征符号枕顶绣
图案的器物象征符号枕顶绣图案的字符象征符号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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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掩卷睹物，思绪万千，一本书一个作品的产生犹如学者一份生命。
从收藏到整理和对每件绣品的考证分析研究都包含着我的心血和投入的全部精力。
本书是对民族学“物象”研究的一个尝试。
在指导老师祁庆富教授的鼓励后，我下决心选择了这一题目，枕顶绣是个小到不起眼的“物”，然而
真正做起来，就感到它所涉及的知识面太广泛。
通过本文写作，最深刻的体会是以小见大之难！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就有关本文的结构、内容和分析与我的导师祁庆富教授作了多次的商议和探讨
。
祁先生提供了很多的文献资料。
提出许多的宝贵意见。
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感谢导师使我对枕顶绣的研究及追求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承蒙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宋蜀华先
生、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孔祥星先生、中国艺求研究院研究员邓福星先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理先生
，就本文的理论应用、写作方法、论文内容与结构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修改而成。
并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多少个难忘的瞬间，多少次真情的感动，多少个梦想和期盼，多少次拼搏和奋进，多多少少丝丝
缕缕，都离不开朋友、亲人的关心扶持和照顾。
领我走进中央民族大学这座殿堂的宋兆麟先生，让我真正进入了民族文物鉴定研究的领域。
资源流散文物鉴定家刘岩、国家博物馆李露露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冯晓琦研究员及学妹金灵。
她们在学习及生活上给予了我极大的关爱。
摄影家胡宝玉先生、祁宝龙先生、资深记者宫军先生为此书的图片拍摄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的母亲、姐弟、爱儿和师母杨玉老师，在我攻读学位期间，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爱，也就没有今天的
成果。
　　最后，对促成本著尽快出版的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尹绍亭教授、担任本著的责任编辑马清
、版式设计张跃兵表示由衷的谢意。
真诚的感谢爱我的朋友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也就没有这本书。
　　如今，人类跨入了新的世纪，美的追求又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无论您是研究绣品的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您都会对此书有一种细腻委婉的茭的享受，即便只
是看看图片。
也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唯美心境、丰富宁静和谐的一切有所了解和喜爱。
希望您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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