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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文明的宝贵记忆，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显著标识，也是人民群众非凡创造力
的重要结晶。
保护和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创造了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既有珍贵的
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同样值得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她们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蔚为壮观，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浙江源远流长的优秀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浙江人民引以自豪的宝贵文化财富，
彰显了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内涵和道德传统，在中华优秀历史文明中熠熠生辉。
    人民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民。
为传承我们的文化血脉，维护共有的精神家园，造福子孙后代，我们有责任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
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自觉，是对人民文化创造者的尊重，更是我们必须担当和完成好的历史使命。
对我省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一项一册，编纂“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
书”，就是履行保护传承使命的具体实践，功在当代，惠及后世，有利于群众了解过去，以史为鉴，
对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自珍、自爱、自觉；有利于我们面向未来，砥砺勇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加快
富民强省的步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抓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继续推动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与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传承好、弘扬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增强浙江文化软实力、推动
浙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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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瓯绣因温州古为瓯地而得名。
瓯绣历史悠久，唐宋时期，民间女子已精于女红，明清时较发达，百余年前，出现了绣铺（坊）。
经过一代又一代艺人们的不断探索、创新、传承，终形成了构图精炼、绣理分明、针脚齐整、针法多
变、绣面生动、色彩鲜艳悦目的特点，被誉为“中国六大名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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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学术价值。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瓯绣绣品题材广泛，内涵丰富，有人物、走兽、翎毛、花果等七八百个
品种。
它们通过谐音、象征等手法，多有喜庆、长寿、吉祥的寓意，故具有民俗学等学术研究价值。
 2.艺术价值。
瓯绣的制作过程融苏绣等多种技法，针法从传统针法到创新针法多达几十种，绣品密、齐、平、光、
巧，以绣人物见长，深得人们的喜爱。
特别是画片，百年前就被选为艺术礼品，稍后成了富家客厅的挂件。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外藏家曾以三十万美元购得《红楼十二金钗图》。
画片多次参加国内外各种艺术展览，并作为国礼馈赠外国贵宾，可见瓯绣是极具欣赏价值的艺术收藏
品。
 3.经济价值。
旧时，瓯绣是城乡家庭妇女的副业收入之一。
20世纪50年代温州瓯绣厂组建后，专业人员和外加工人员达到两千五百多人，加工点从温州城区延伸
到周边多个县、乡、镇。
到了80年代，出口订单接踵而来，年产值曾达到二百六十一万九千四百元，良好的经济效益不但惠及
地方，也为国家带来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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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刺绣在中国源远流长，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承载着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温州古称“瓯”，素有“百工之乡”的美誉。
瓯绣工艺能以“瓯”冠名，可见其独特的艺术地位。
    我的母亲从小就学会刺绣，为开设在五马街的何华兴绣铺代工多年。
后来进了温州瓯绣厂做绣工，使得我从小就目睹了瓯绣的绣制情况。
说实在话，刺绣是很费眼力的活，看似坐着，但整天坐着，不停地飞针走线，其辛苦是常人无法体会
的。
且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绣艺师们全凭对瓯绣的热爱与事业心坚持下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刺绣随同其他工艺美术品种被收益更高的产业、产品所取代，慢慢地淡出
人们的视线。
于是我便萌生了客观地记录存在于瓯越大地的关于刺绣的人、事、物的前世今生，还原一段辉煌与困
惑交织的历史，希望能给温州社会的发展及温州人的生活带来些许启迪，因而有了《温州刺绣》一书
问世(“温州乡土文化书系”之一种，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今特对该书中丝绣的章节予以调整，对老艺人们再次提供的材料进行比对确认，同时，增加了针法技
艺与传承等相关内容，以突出瓯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地位。
    畲族的刺绣独具民族特色，是瓯绣的组成部分，故附录予以介绍，使瓯绣更有分量。
    在《温州瓯绣》付梓之际，谨向接受采访、提供资料的有关领导、瓯绣绣艺师及其家属表示深深的
感谢(不再一一指名)。
    我从小就接触瓯绣，但毕竟没有从事这一行当。
如今边问边学边写，疏漏欠缺在所难免，还望行家指正。
    作者201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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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温州瓯绣》由胡春生编著：刺绣历史悠久，溯源可自文身始，然后发展为旧时女红之必修课。
随着各地一代代民间巧手的不断创新并融入民风民俗，逐渐形成色彩、技法一针法一极具地域特色的
京、苏、蜀、粤、湘、瓯六大名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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