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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至秦汉的“素纱禅衣”，到盛唐的“飞天襦裙”，我国古代服饰文化
具有悠远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滋生繁衍
的本土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根基，联系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优雅、和谐、端庄、艳丽、柔美始终是主流的审美倾向。
而云肩更是我国服饰文化中的代表之作，是我国众多精美服饰中的一朵奇葩。
    云肩是一种装饰于肩部的服饰品，由宗教人物服饰演化而来，也常见于隋唐五代至元朝的异族服饰
中，明清被汉族女性吸收搭配于服饰中，自此成为汉民族女性代表身份地位的符号，清末民初渐渐消
逝，转化为戏曲服饰，而发展到民间，则成为婚嫁服饰。
    云肩从独特的款式到精美绝伦的装饰图案，无不展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富含丰富的民俗文化
寓意和社会文化底蕴，是表述民族历史文化流变和社会发展的外在视觉语言，是记述民间情感和习俗
积淀、凝结及发展民俗文化的内在元素，是民间造型艺术与工艺技术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的促进因素，
启示着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蕴含着民族情怀和质朴豁达的审美情趣。
从精神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是精神和审美的直接表现，是一种生活文化，是
和生活融为一体的。
    因此，从不同的视角(使用、社会文化、民俗、艺术、人类学等)审视云肩，它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
实用品，同时，它在创造过程中又孕育了丰富且深远的象征性文化符号：礼仪的符号，表现身份和自
身地位的符号，传情达意的符号，艺术审美的符号，文化遗产的符号。
    云肩是社会身份的体现    从造物的角度看，云肩源于自然物质世界，而一种物质的产生必然被赋予
其独特的意义。
在云肩制作、使用、装饰和造型等的变化中也传达出了深层次的文化含义，反映出人们的身份地位、
文化交际、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内容。
    明清时期女子出嫁时佩戴的云肩精致繁复，不输现在时尚典雅的高级定制。
云肩向我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和符号：逼真的图案描绘，鲜艳且富有情趣和感情的色彩，精美绝伦的
工艺技术，独具匠心的款式⋯⋯共同演绎着当时上流社会中各种^物的社会活动特征。
汉民族服饰文化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在这不断变化和发展中，云肩的形制、制作以及穿着的场合与
人群都在发生着变化，逐渐成为汉民族女性彰显社会地位的重要载体。
因此，它不仅能体现古代妇女的审美文化，还能表现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二者相得益彰。
    表现宛如天上云彩铺洒，又洽似锦绣繁花的主要是刺绣艺术。
刺绣是展现传统女性自身价值和家庭地位的工具。
在我国广大民间，女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绣花、剪花样等“女红”技艺，这是传统文化中衡量女『生
是否“心灵手巧”和决定其在家庭中身份、地位和关系的象征物的标志之一，同样也是女性出嫁后在
夫家地位高低、是否受到尊重的一种衡量标准。
女子出嫁之时，不仅以嫁妆的形式带来许多织好的布、缝好的衣、绣好的物件，还用自己精心制作的
荷包、鞋垫等赠送亲友，以确定与新家庭的人际关系，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绣品便是云肩，作为绣
工最为繁复的一件装饰品，是新嫁娘女红技艺的最好展示，于是一件小小的绣品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
，“妇女装饰技艺出于自尊和确立自我地位的需要，针线活不再是女性唯一的职责，它的目的也不再
是为家庭成员提供衣服、鞋子和床上用品。
刺绣变成了个人创造力的一种自我选择方式”。
因此，在民间，容貌美丽和心灵手巧是旧时女子寻找好的婆家和婚后在夫家树立自身地位的孪生条件
，而最直接表现“心灵手巧”程度的就是该女子的刺绣手艺如何。
传统中国家庭对媳妇的评价标准是“针线茶饭”的水平，这与“衣食住行”中“穿衣”排在第一位是
一脉相承的，可见社会生活中穿衣与实现穿衣的技艺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旧时，出嫁前的女子要为自己做嫁妆，要为未来夫婿缝制衣裳和体贴的绣品，要为未来公婆姑叔等亲
戚准备赠礼，这么多的手工活的完成无异于一场出阁的考试，它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日后其在夫家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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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对此有这样的说法：“一看窗子二看帘，三看新媳妇蛮不蛮。
”意思是：要看新媳妇手艺活有三个方面，一是剪窗花，二是铰或者绣的门帘，三是看新媳妇身上的
新嫁衣是否技艺精巧、妆饰华美。
可见对于新娘来说，良好的手艺是迈入人生新起点的重要手段。
民谣有述：自己能绣的，就被称为“巧媳妇”，这个说、那个也说，哪家娶了爪巧媳妇；如果是京货
铺子买下的，不管花子再好，都要被人说是个“拙媳妇”。
“拙媳妇”将很难在村子里抬起头来，自然在夫家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云肩是民间情感的流露    从不同角度和视点审视传统民间服饰都有不同的文化含义，其中包含了强
烈的情感因素。
民间妇女在云肩上凭借手工刺绣艺术语言和织造工艺技术，结合大自然的动植物和生态现象的特征，
联想并织绣出她们朴素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
这些图案内涵与织绣意义的表达，没有简单的说教和直白的提醒，而是寓教于乐，寓情于景，把中国
传统的文化用一种无声的艺术语言传递给人们，并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女诫·妇行第四》中道：女有四行，一日妇德，二日妇言，三日妇容，四日妇功。
这“四行”即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女子“四德”。
作为“四德”之一的妇功又称“女红”，可见女红对于一个女人是多么重要。
刺绣作为重要的女红技艺，注定会成为展现传统女性自身价值的工具，刺绣作为传统服饰装饰技艺的
主要表现手法，承载了我国旧时女性的主要生活内容。
作为终要嫁作他人妇的女儿，刺绣显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待到摽梅之年，女子要为自己准备嫁
妆，要为未来的夫婿缝制衣裳和体贴的绣品，要为未来公婆姑叔等亲戚准备赠礼，想来也是极其辛苦
浩大的工程，但正是因为这一针一挂念一线一思量的刺绣，让女子显得无比细致贴心。
古时的女子大多不知道自己要嫁的是哪位男子，但那套嫁衣却从不马虎，尤其云肩是最为细致，盘金
打籽极尽繁复与精巧。
待到着一袭红衣、披着自己亲手缝制的云肩为人妻子，到一个陌生却要终其一生的新家，是忐忑是期
盼吧，然后是“针线茶饭”周而复始的生活。
女人的一生就是丝线缠绕的一生，是百花盛开的一生，都在出嫁之前寄托在了云肩之上。
从此流年似水，红颜不再，一个女人将她对爱情的甜蜜怀想，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对家人的真诚祝福
，全都放到一件件绣品之中，从自己官人蝶恋花的荷包，到给自己子孙虎虎生威的围嘴，到给公婆缝
制的猫蝶(耄耋)胸兜⋯⋯女红几乎贯穿了女子的一生。
云肩在中国延续了千年，可现代的女子连颗扣子都缝不好了，社会的压力和变化环境也让手工艺者的
生存举步维艰，每当想到这些就觉得遗憾揪心。
    其次，女红是传递情感的艺术符号。
传统女性最重要的女红就是绣花手艺。
贡布里希对装饰艺术魅力做了论述：“我认为装饰艺术中这种形式和图纹的摆弄，只不过是更广泛的
人类创造活动的一个特殊例子。
不管是诗歌、音乐、舞蹈、书法，还是任何一种工艺，都证明了人类喜欢节奏、秩序和事物的复杂性
。
”“这种装饰艺术的起始是表达民间女子情感和美好愿望的手工艺术。
在妇女们看来，凡与织物有关者，都可以在其上进行刺绣装饰，如同过年过节张贴年画、剪纸和挂门
签，新婚时房间里所用的绣品，在表达一定愿望的同时，渲染着生活的气氛。
这些装点不在于物质本身的价值，更多的是刺绣作品本身以外的精神内涵，传情达意，期望美好，寄
托爱f青和祝福。
因此，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刺绣艺术走向了繁复和堆砌，成为姑娘和媳妇们争巧斗艳和互相比美的手
段，制作的精细、装饰工艺的繁复、图案的奇巧等都在传达一种视觉和情感符号，是青年女子浓浓情
意的信物和寄托载体。
而透过这个视觉符号和载体，可以审视制作者的技巧、智慧以及天生流露的审美意识，属于爱的心理
需求，云肩上绣满的凤戏牡丹、瓜瓞绵绵、蝶恋花⋯⋯在一件件绣品之中，这种种寓意吉祥的图案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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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着女人们对爱情的甜蜜怀想，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对家人的真诚祝福，这似乎也符合中国人内敛的
表达方式一“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同时，年轻女子还会将女红作品作为信物送给情人以传递爱情，民谣为证：“七彩花线细又长，纳双
鞋垫送情郎，物轻人重奴l青深，伴君稳步走四方；七彩花线细又长，奴家日夜绣花t}亡，黄连怎知相
思苦，万线千针寄鸳鸯；七彩花线细又长，情人行商在他邦，莫踏野花勿重财，榴子红时还家乡。
”又有民谣：“王小姣做新娘，赶做嫁衣忙又忙。
一更绣完前大襟，牡丹富贵开胸膛；二更绣完衣四角，彩云朵朵飘四方；三更绣完罗衫边，喜鹊登梅
送吉祥；四更绣完并蒂莲，早生贵子喜洋洋；五更绣完龙戏凤，比翼双飞是鸳鸯。
”商洛民歌如是赞美：“一把扇子两面花，乖姐爱我我爱她。
乖姐爱我劳动好，我爱乖姐会绣花。
”这是汉民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地表达情感的方式。
    云肩是装饰艺术的载体    云肩是艺术，是古人披在肩上的艺术。
    “传统民间、民俗服饰上的图案题材大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对自然界形态的模拟或抽象概括，如对
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人物形象、自然景观和喜庆场面以及宗教活动与民间生活场景的描述等等。
通过模仿、转换、联想、组合、夸张、类比等艺术手段，将它们表现于服饰、服饰品以及家用纺织品
上，有的是对传统图案形式的变异模仿，有的赋予它们特定的民间、民俗意义，有的是民间艺人或手
艺灵巧女子无意识的自由创作杰作，创造了精美无比的纺织、印花图案艺术和民间刺绣工艺艺术。
”    云肩上繁复的纹饰所展现的是女性心灵美和技艺美。
每个地区都有符合当地民俗特色的形制和装饰工艺，但在制作上，民间装饰工艺又有一定的创作自由
性，有时甚至是随心所欲的，这种自由性是随着民间女子的个人喜好和手艺技巧的差异而不同的，心
灵手巧程度是我国民间衡量女性才艺和心灵美的主要标志。
笔者在山东沿海民间采风调研时，遇到一些年轻的女性在工作之余绣着漂亮的鞋垫，她们没有在鞋垫
上画图样就直接在上面绣简单朴素的花卉和几何图形，我问她们为什么绣这样的图案，她们的回答也
很简洁：“随便绣的呀！
”这种创作的“随便”包含了绣花者的审美认知和对自己手艺的自信，其实对于这些心灵手巧的民间
美术家而言，其样式早已在心里藏着，她们默记或收集前人的样式，或照搬，或作为革新的依据。
在保持总体的题材、寓意、形式的程式化的同时，寻求个体的变化，这使得“程式”与“求异”成为
一组相互对立又相互促进的二元。
她们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在刺绣时，也只画个大样，而最后的色彩效果、形象变化是在边绣、边
配线、边改变图样形象中完成的””。
    这种肩头上的艺术、针线上的生命是通过女性习俗化的民族信仰、寄情化的艺术特征、意寓化的语
言法则以及工巧化的技艺来表现的。
从性质上来说，云肩是艺术与生活双结合的产物。
云肩艺术是一种生活样子的表达方式，是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生活活动的再现，是融合了生活、
艺术、技术、功利等因素从而达到群体文化认同的心意信仰。
从艺术特征来说，云肩是针线艺术的表现，是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结晶。
因为云肩无论从其构造、布局还是用色、图案来讲都是取向于自然界，取向于生活。
无论取自于植物、动物，还是建筑、器物、节庆习俗，都是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深层结构上表
现的天人合一的意念。
云肩的艺术灵魂就在于应天应地应时的天人合一的造物理念。
从内容上来说，云肩是把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态度、生活情思物象化的载体。
在女性肩头上的方寸之间承载出了女性的情绪、情思、情爱、情理等种种理念，而使云肩艺术各具其
形各含其意。
从技法上来说，云肩可说是工巧技美，它赋予针线以灵性，通过针线规律的穿梭来往，以材具来表达
意图，追求技艺的精妙，以求云肩不同的形态，从而达到以形传神、以形像神的目的。
云肩的技艺可谓是追求华美，穷工极艺，成为女子争奇斗艳的工具。
    云肩以一种特殊的针线语言作为表现精神理想的媒介，极尽造物的工巧，通过表层的物化符号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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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的文化内涵，表现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精神理想，使之成为肩头上别具一格的艺术品。
    云肩是民俗文化的缩影    云肩中饱含着深邃的民俗文化内涵与丰富的象征意义。
它同时具有民俗文化的物质和社会性、色彩搭配的民族民俗性、民间工艺技术的传承性，以及装饰运
用的情感象征性和纹饰的乡土性含义等等。
    云肩首先作为古代女性传统服饰的礼仪装饰品，是种“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长期传续下
来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追求。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它是古时劳动人民创造力的结晶
，同时也是人民智慧的结晶。
这种物质在制作过程中被赋予新的精神信仰，处处渗透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民族情感以
及风土人隋。
在这小小的方寸间，云肩通过传统的造型工艺唤起我们对祖先、对地域风情、对历史的想象，是一种
价值观念、一种精神思想，也是一种独特的将要或已经完全逝去的文化情怀，收藏这份“物化”了的
情怀，就是收藏了我们独有的生活历史。
    云肩起源之初，本来是神仙传说中一些仙人所披戴之物，后由于融入各民族的审美情感，赋予云肩
以新的形态。
同时，在历史的积淀过程中，人们为云肩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穿着和制作习俗。
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道：“云肩，须与衣同色，近观则有，远视若无，斯为得体。
即使难于一色，亦须不甚相悬。
若衣色极深，而云肩极浅，或衣色极浅，而云肩极深，则是自首判然，虽日相连，实同异处，此最不
相宜之事也。
”同时他还说：“云肩之色，不惟与衣相同，更须里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则夹里之色亦当用青，外
色是蓝，则夹里亦当用蓝。
”。
道出了云肩的用色习惯。
另外山东还有习俗称，云肩一般在春天做，因为此时手指细腻柔软，不粘丝线，做出的云肩明亮、板
整。
    云肩，这种活的化石在我们今天的民俗研究中有着显著的历史价值。
同时它又是劳动人民所创造，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寄予的精神文化，所以又是我国民族文化中
璀璨的一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活动中创造的，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接民
族情感的纽带，它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都彰显着巨大的民族文化价值。
    云肩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云肩的历史起源、创作过程、创作技巧及其使用艺术价值中存在的大量闪
耀着人性智慧的无形文化，可以有力地证明我国汉民族具有灿烂的民间服装发展历史。
从云肩的用途和基本功能来看，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实物财
富。
    从云肩的视觉形态、内在结构、深层布局等形式来看，云肩富含深邃的社会与精神文化，反映出的
是使用者的地位角色、等级差异、情感寄托、精神信仰等因素，这些部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范畴；同时
这也表明了云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层面上有着巨大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精巧传统手工技
艺的价值。
它是前人通过高超的技艺以及伟大的智慧赋予云肩深厚的文化底蕴。
它集中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民族情感、风土人情等内容。
现如今，审美是传统手工艺品存在的主要方式，所以一件好的手工艺品需要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才具
有艺术价值。
而云肩因其精美的刺绣、独特的形制、华丽的色彩等内容使其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是一种内外相结
合的美的艺术品。
    云肩作为一种“有形的”“静”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是作为一种“无形的”“活”的精神文化
的载体而存在的，所以它具有双重的价值。
云肩是集前人的高超技艺、伟大的智慧以及深厚文化底蕴为一体的物质形态，它反映出民间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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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魅力，是民间艺术的杰出代表，也当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保护之列。
但是，如今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传统手工生产，使得标准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也致使我们丧失了手
工，丧失了趣味，丧失了我们的文化财产，加之现如今的女子已不再学习云肩的技艺，有很多已经失
传，因此我们要及时抢救这一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搜集、保留、研究以及传承
传统手工技艺，让云肩的魅力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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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最美云肩(繁花似锦之纹饰)》由王晓予著：云肩是一种古代妇女披在肩部的服饰品，由宗教人
物服饰演化而来也常见于隋唐五代至元朝的异族服饰中。
明清被汉族女性吸收搭配于服饰中，自此成为汉族服饰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末民初逐渐从日常生活中
淡出，转化为戏曲服饰，而发展到民间则成为婚嫁服饰，云肩有独特的款式丰富多样的纹饰，逼真的
图案和鲜艳的色彩，云肩是一种超越语言和文字的符号传递着佩戴者的情感、爱好身份以及生活背景
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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