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丘非遗文化展示馆展示的宋绣作品《迎客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岩 摄

田晗临摹敦煌莫高窟壁画绣制的作品
受访者供图

田晗正在绣制唐代周昉的画作《簪花仕女图》
受访者供图

栏目策划栏目策划：：宋圣英宋圣英

执行策划执行策划：：李艾凌李艾凌

丝绸风韵：探访千年宋绣传承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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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便已达到较高
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
一。湖南湘绣、四川蜀绣、广东粤绣和江苏苏绣被
称为中国四大名绣，它们是中国刺绣的杰出代
表，畅销海内外。

2021年5月，在广州的地标性建筑——广州
塔举行的“锦绣华章——四大名绣当代精品邀请
展”令不少游客流连驻足：长达13.8米的粤绣长
卷《岭南锦绣》、长达16米的苏绣长卷《姑苏繁华
图》、双面全异绣湘绣作品《赏荷》、双面异型绣蜀
绣作品《龙凤呈祥》……现场展出的237件（套）四
大名绣精品，让人一睹中国刺绣的锦绣芳华，一
幅幅作品尽显大国工匠精神。

中国四大名绣，均有着千年历史，基于各自
地域劳动人民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针法、
题材，并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

粤绣是流传于广州及其古属地南海、番禺、
顺德等地的民间刺绣工艺，以构图饱满、形象传
神、纹理清晰、色泽富丽、针法多样、富于变化等
艺术特色闻名中外，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给西
方的礼物”。

苏绣是以苏州为中心，流传于江苏多个地区
的一种针绣工艺，苏绣艺人以针代笔、以线代色，
其作品图案秀丽、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
雅，被历代文人称赞为“缩千里于尺幅，绣万趣于
指下”的艺术品。

蜀绣又名“川绣”，是主要流传于巴蜀地区的
一种民间刺绣工艺，其针法特点可概括为“针脚
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

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带有鲜明湘楚
文化特色的湖南刺绣工艺的总称。它有“绣花花
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
美誉。

丝绸是我国古代利用蚕丝制作的丝织品，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中国丝绸以其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艺术、
风土民情、科学技术等有极大的联系。帝王用丝绸彰显其权威，百官用丝绸标志其等级；文人写下咏叹丝绸的诗词，画家在丝绸制成的绢帛上泼墨挥洒；老百姓向各路蚕神祭祀，祈求蚕丝丰产。

几千年前，丝绸从长安沿着丝绸之路传向欧洲，所带去的不仅仅是一件件华美的服饰、饰品，更是东方古老灿烂的文明，从那时起，丝绸几乎就成为东方文明的传播者和象征。本期《应天大观园》，让我
们一起了解丝绸，并走进商丘非物质文化遗产——宋绣。

文/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岩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宋绣非遗传承人田晗在讲解宋绣技法
本报融媒体记者 贾晶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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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大观园开园啦！
艳阳日暖，绿水参差。伴随着和煦的东风，我们

精心打造的“应天大观园”今天开园啦！
这里是文化的盛宴。悠悠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酒文化、茶文化、奇石文化、丝绸文化、饮食文
化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我们在这里喝茶论道，谈
天说地，享浮生悠闲，品文化百态，岂不乐哉！

这里是收藏者的乐园。玉器、瓷器、服饰、钱币，
以及红木家具、文房四宝等，都会搬到园里。每期一
个话题，我们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请来专家
指点迷津，竭力把每个专题做深做透，让您在百忙之
中尽情趣、长知识、开眼界。

最美人间烟火色，请到“应天大观园”。生活中
处处充满智慧。我们会聚焦文旅文创，讲好商丘故
事，深度解读与商丘有关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更多
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为全力建设华夏历史文
明殷商文化之源传承创新区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
欢迎光临！

宋绣收藏：
留下文化记忆和民族瑰宝

宋代刺绣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宫廷刺绣，这得益于宋代绘画艺术的繁
荣以及宋代皇家对织绣创作进行的统一管理。皇室曾于少府设立文思
院、文绣院、绫锦院等，宋徽宗初年专门在翰林图画院内增设绣画专科，
宋代书画艺术为宋绣提供了丰富的养分，纯欣赏艺术刺绣得以迅速兴
起。

宋代宫廷刺绣多以当时的名人书画为蓝本，追摹画意极尽能事，是书画的
另一种表达方式，绣品从装裱到收藏都与书画无异，甚至更为认真妥帖，后世宫
廷和大收藏家也对此视若珍宝。

目前我国能见到的宋绣传世作品多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这
为当代对宋代刺绣工艺的研究、恢复，留下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宋绣《梅竹鹦鹉
图》《白鹰图》《瑶台跨鹤图》《秋葵蛱蝶图》等宋代艺术刺绣，均以追摹宋画笔墨
线条、色彩神韵为艺术标准，佳处比画更胜，其精妙不可言状。

步入商丘古城东门商丘非遗文化展示馆宋绣展厅，一幅两米多宽、
一米多长的宋绣《迎客松》摆在正中间，远远看去，迎客松枝杈向外延伸，
就好像在向客人摆手，挥舞手臂，热情欢迎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南北
两面墙上均挂有各种题材的宋绣作品，带给人美好的视觉享受。这些作
品均出自河南工艺美术大师、睢阳区宋绣非遗传承人田晗以及她培养出
的绣娘之手。

田晗出生于河南省封丘县，祖籍商丘，其曾外祖母李玉兰（商丘市睢阳区
人），是清末的宫廷御用绣娘，跟着祖母韩秀英长大的田晗受长辈的熏陶和影
响，自小就喜欢宋绣，至今田晗还保存有曾外祖母和祖母用过的宋绣绷架、宋绣
手稿及宋绣作品。

为了传承和发展宋绣，田晗和其妹田广娥、田笑娅、田淑雨，其徒王慧
萍、赵甜甜共同努力，出品宋绣代表作百余幅。这些作品都是根据传世名画
绣制的，比如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唐代周
昉的《簪花仕女图》、唐代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
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赵佶的《写生珍禽图》和《听琴图》、北
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一幅幅精品佳作传递着宋绣的典雅之美。

近两年，宋绣收藏及销售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是《千里江山图》。“我们
根据这幅画创作的收藏级宋绣作品《千里江山图》，可谓是当代宋绣作品中的佳
作。目前我们接的多是海外订单，一幅十余米长的《千里江山图》，13位技术娴熟
的绣娘要绣一年才能完成，市场销售价在百万元以上。”田晗介绍说。宋绣传承
的是一门古老而传统的工艺，民族特点非常浓郁。近些年，经过传承创新后的宋
绣艺术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成为收藏爱好者
的新宠。

宋绣探源：
书画惠及刺绣艺术的传世珍品

桑蚕丝织伴随着中华文明走过了五千多年的风雨岁月，从远古到今日，一片薄
薄的丝绸承载了多少的历史和文化。早在夏、商时期，商丘及中原地区已经是全国
重要的丝绸原产地，也成为汉代以后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和
重要源头。

宋绣历史悠久，据《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桀骄奢淫逸，残害忠良，仅女
乐就有3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秀衣裳者”。为了削弱夏的力量，商汤采用大臣伊尹的
策略，命令部族妇女日夜赶制“文绣”，用来换取夏人的粮食。通过发展商业贸易，商
族粮食日益增多，国力日渐强盛，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宋绣即发源于此时。

商丘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乡，也是“丝绸之路”的东起源头之一，在“丝绸之路”
这条久远、神秘的商道上，见证、记录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两汉时期，襄邑
（今睢县）就是中原丝织刺绣和服装制作的中心，这里盛产优质丝织品。朝廷在襄邑
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丝织和刺绣作坊。睢县北湖西北有一濯锦池，至今濯锦池遗
迹尚存。千年古城，锦绣襄邑。如今到此凭吊，可以透过历史的层层烟霭，想象到当
年这里商贾云集，宝马奋蹄，把一匹匹襄锦运到长安，销往西域，为我国丝绸之路增
光添彩的壮观景象。

宋绣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刺绣工艺宋绣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刺绣工艺，，在中国刺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刺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绣工精以绣工精
致致、、针法细密针法细密、、图案严谨图案严谨、、格调高雅格调高雅、、色彩秀丽著称色彩秀丽著称。。宋绣与商丘的渊源在哪里宋绣与商丘的渊源在哪里？？据据
史料记载史料记载，，对宋绣的注释是对宋绣的注释是：：商丘手绣亦称宋绣商丘手绣亦称宋绣，，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工艺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工艺。。之所以之所以
称为宋绣称为宋绣，，是因为最早起源于周朝是因为最早起源于周朝，，当时周朝有一个诸侯国称为宋国当时周朝有一个诸侯国称为宋国，，而宋国则而宋国则
为商丘的古称为商丘的古称。。

经过长期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发展，，宋绣借鉴了苏绣宋绣借鉴了苏绣、、湘绣等绣艺的长处湘绣等绣艺的长处，，吸收了河南民间刺绣吸收了河南民间刺绣
的乡土风味的乡土风味，，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了大量针法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了大量针法，，既长于花鸟虫鱼既长于花鸟虫鱼、、飞禽走兽飞禽走兽，，又善于山又善于山
水图案水图案，，刻画人物形象细致传神刻画人物形象细致传神。。绣品既有苏绣雅致活泼的风格绣品既有苏绣雅致活泼的风格，，又有湘绣明快豪又有湘绣明快豪
放的特点放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当代宋绣绣工精致细腻从而形成了当代宋绣绣工精致细腻、、色彩古朴典雅色彩古朴典雅、、层次分明层次分明、、形象逼真形象逼真
的特色的特色。。

目前以商丘特有的符号为内容的宋绣产品目前以商丘特有的符号为内容的宋绣产品，，主要有主要有《《桃花扇桃花扇》《》《五老图五老图》《》《西陂六西陂六
景图景图》》以及商字城雕以及商字城雕、、王亥像等王亥像等。《。《五老图五老图》，》，又称又称《《睢阳五老图睢阳五老图》，》，是和商丘有关的一是和商丘有关的一
幅国宝级的书画真迹幅国宝级的书画真迹，，目前被美国几家博物馆珍藏目前被美国几家博物馆珍藏，，上海博物馆珍藏有临摹品上海博物馆珍藏有临摹品。《。《五五
老图老图》》““五老五老””德高望重德高望重，，德德、、才才、、寿兼备寿兼备，，备受人们敬重备受人们敬重，，为当时睢阳画家为当时睢阳画家（（宋人宋人））创创
作作。。成图时成图时，，五老都还健在五老都还健在，，并分别为图题诗抒怀并分别为图题诗抒怀。。

《《睢阳五老图睢阳五老图》》原画为绢本设色原画为绢本设色，，手卷手卷，，原五人像后各有七律诗一首原五人像后各有七律诗一首，，另有欧阳另有欧阳
修修、、晏殊晏殊、、范仲淹范仲淹、、韩琦韩琦、、邵雍邵雍、、文彦博文彦博、、司马光司马光、、程颢程颢、、程颐程颐、、苏轼苏轼、、黄庭坚黄庭坚、、苏辙等苏辙等1818
人的奉和诗人的奉和诗。。从北宋中期算迄今近千年从北宋中期算迄今近千年，，流传曲折流传曲折，，简直是一部中国名画小史简直是一部中国名画小史。。如如
今今，，历代从绘画历代从绘画、、砖雕砖雕、、木刻木刻、、刺绣刺绣、、陶瓷等方面借陶瓷等方面借《《睢阳五老图睢阳五老图》》开发出来的物品开发出来的物品，，已已
经又成了文物经又成了文物。。

宋绣传承：
创新让宋绣风韵流传千古

宋绣随着中华文明绵延了数千年，虽历经时代变迁、朝代更
迭，但不变的是那独有的宋绣风韵流传千古。

多年来，在精心研究宋绣技艺的同时，田晗一直致力于非遗
传承与创新。2001年，田晗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刺绣工艺有限
公司，多年来以师带徒的形式累计培训刺绣技术工人800余人，
2005 年她被河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评为高级手绣工，
2015年当选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宋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流传下来的传统针法仅有十余种，
1958年已发展至二十余种。田晗和她的团队加强了针法的创新
研究和改革，让宋绣更好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在商丘非遗文化
展示馆，一组《石磨》系列作品吸引了记者的视线。田晗说：“这是
我和另外两位河南工艺美术大师翟清梅、张清丽共同创意完成
的，整体上我们采用乱针绣法，不同的位置穿插井字乱针、斜纹
乱针等，可谓乱中有序，整幅作品虽然色彩不艳丽，但层次分明，
立体感极强，是我们创新宋绣技法的佳作。”

田晗说：“宋绣是商丘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我
有责任和义务将这项技艺传承好、创新好，让宋绣更加生活化，走
进千家万户。”为了实现宋绣生活化的目标，田晗和她的团队研发
出几百种文创产品和工艺品，小到笔筒、台灯、书签、围巾，大到屏
风、十米长卷等，宋绣产品广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2022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到商丘视察时，走进
商丘非遗文化展示馆，现场观看了宋绣技艺，并和非遗传承人交
流。回忆起那天的场景，田晗记忆犹新。她说：“楼书记嘱咐我们
非遗传承人要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特质、风貌，又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科技元素、表
现形式，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更好地传承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楼书记的话是鼓励更是激励，我一定会努
力传承好这项传统技艺，让宋绣走进千家万户。”

在商丘古城文创产品旗舰店，记者也见到了不少宋绣
作品——《桃花扇》、工艺摆台《荷》《梅》等，绣工精致、针法细
密、图案严谨、格调高雅、色彩明丽，一件件绝美的工艺品，让人
赏心悦目，成为商丘古城比较受欢迎的伴手礼之一。

睢阳区长江路上有一家经营中国宋绣的店铺，老板李文
龙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素花的孙子。这间约 90 平方米的店
面，摆放了上百种精美的宋绣产品，让人目不暇接。李文龙说：

“我在这里经营了 18 年，宋绣产品越来越受到商丘人民的欢
迎。尤其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欣赏水平的提高，购买宋绣作
为居家装饰品的人不断增多。”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成就了许多城市美丽的名声和繁
荣的梦想，一些城市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丝绸的历史。宋绣之于
商丘，也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这些历史的记忆浸润在丝绸的风韵
里，让人触摸沧桑岁月里中华文化的历史年轮，感悟劳动生活中
中华民族的睿智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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