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蚕丛及鱼凫”
蜀绣的历史源远流长

文献记载，到汉末三国时，
蜀绣已驰名天下，并经常作为
重要物资去交换北方的战马。
清朝中叶后，蜀绣逐渐形成行
业，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
誉，更是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1949
年后，四川在成都设立专门的
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
入一个新阶段。到20世纪70
年代，农村几乎到了“家家女
红，户户针工”的程度，蜀绣产
业异常繁盛。

“蜀绣的针法极为繁多，
细分下来有130多种，是四大
绣中最为丰富的。”孟德芝介
绍说，将蜀绣针法分为三大类
是比较科学的。首先是基础
针法，如铺针、滚针、盖针等都
属于蜀绣中的基础针法。第
二则是独属于蜀绣的特殊针
法，如锦纹针，可以将不同彩
丝相互交织，构成上百种纹
样 。 最 后 一 类 如 乱 针 等 针
法。“为什么要将乱针单独提
出来呢？因为乱针是苏绣发
明的，但现在做刺绣的都在用
这种针法，可以很好地表现油
画、雕像的色彩，具有透视的
效果。”借由这些针法，匠人们
以软缎为布，用彩丝绣成一幅
幅美轮美奂的艺术品。

从简单的单面绣，到双面
绣，再到双面异形异色绣，蜀绣

这一古老技法的边界正被匠人
们不断拓宽，并在实践中得到
新的发展。孟德芝介绍，她在
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绣制《秋色
高原》时，就曾创新性地把传统
的针法和乱针针法混合起来使
用。“按照过去的绣法，要么用
传统的针法，要么就用乱针，而
《秋色高原》的原作是一幅摄影
作品，颜色极为丰富绚丽，一根
针就要穿几个颜色，必须得把
针法融合使用。”她说。

蜀绣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技
法的搭配使用上，还体现在对
传统针法的翻新使用上，如蜀
绣独有的锦纹针。锦纹针是一
种模仿蜀锦织纹或肌理为特点
的针法。孟德芝说，最早的锦
纹针是很传统的，铺针后就拉
格、定点、拴花，纹样都是有规
律可循的。但当她和团队在创
作《捣练图》时，发现仕女服饰
上的纹样是没有规律的，线条
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明有的
暗。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孟德
芝改变了锦纹针的纹样，在区
分了服饰的纹样后，又增加了
一些明暗，最终才将仕女捣练
的场景生动地呈现出来。

现在学生学习蜀绣，不仅
需要学习针法，还需要学习美
术方面的知识。“比如乱针针
法，它更多讲究的是色彩透视，
这就需要一些美术功底。”孟德
芝说，学生学习蜀绣的同时，还

会上素描、色彩这些课程，在绣
色中不断拓展针法技艺。

“花重锦官城”
巴蜀文化赋予蜀绣别样韵味

在寻常人的眼中，四大名
绣虽各有千秋，但难以细分不同
绣法的技巧。在孟德芝眼中，四
大绣虽同为中国刺绣的突出代
表，且都源远流长、底蕴丰厚，但
在题材选择、针法技艺和地域文
化上，却有显著的差异。

“蜀绣的历史很悠久，有
3000多年的历史，是四大绣之
首。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的服饰就是蜀绣，在3000多年
的岁月中，一代代的匠人对蜀

绣推陈出新，创作了很多优秀
的作品。同时，蜀绣的针法也
是四大绣里面最多的。”孟德芝
列举道，光锦纹针就有100多
种花纹，组成的纹样纷繁复杂，
有上百种针法。繁多的针法和
复杂的技艺，无形中提高了学
习蜀绣的难度，“我觉得掌握所
有的针法需要20多年，要用20
多年不断积累，才能把蜀绣的
100多种针法全部学会。”

除开针法数量上的不同，
蜀绣的技法也跟其他绣不一
样。“比如我们绣牡丹花，用晕
针的三种排列方法，也就是二
二针、二三针和三三针，这样加
针的方法从最深的花心处往外

边绣。但苏绣是从花瓣的边缘
往里绣，还要用减针的方法从
浅的地方往深处去绣。”孟德芝
说，蜀绣在绣鲤鱼时，鳞片的颜
色也是由深到浅慢慢去过渡，
但其他绣的技法跟蜀绣完全不
一样，效果也各有千秋。

蜀地休闲安逸，江浙烟雨
朦胧、婉约淡远，岭南开放殷
实，湘楚鲜明热烈，不同的地域
文化特色，为四大绣打下了深
刻的烙印。苏绣喜欢绣亭台楼
阁、小桥流水，一般以蓝色和绿
色作为主色调，有幽静清雅之
感，无一不体现江南水乡的细
腻和绵长。岭南商埠众多，市
场繁盛，粤绣多用金银线绣，图
案繁茂，颇具富丽堂皇之感。
湘绣则追求生动感，以画稿为
蓝本，用针代笔来进行艺术再
创作。

以“少不入川，老不出蜀”著
称的巴蜀休闲文化，让匠人们更
多地拿大熊猫、鲤鱼这样的动物
作为刺绣题材，体现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思想。在孟德芝看来，
巴蜀独特的地域和文化，赋予了
蜀绣不一样的韵味。

近年来，孟德芝和她的团
队致力于蜀绣的推广和破壁，
让更多人欣赏到蜀绣的独特魅
力，推出了许多文创作品。比
如很受市场欢迎的灯罩系列，
样式简洁又富含唐诗宋词的意
境，顾客买来既可以当灯罩，又
可以做装饰，审美与实用性兼
具。未来的文创还需要市场的
进一步检验，孟德芝说：“蜀绣
要跟时代接轨，要伴随时代不
断地发展。”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刘可欣

实习生 王卓 摄影 刘可欣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李宇春演唱的中国风歌曲
《蜀绣》，以一个绣娘的视角，铺陈开蜀绣的历史。

在蜀地，蜀绣针线交织形成的美丽画卷，是欢快的锦鲤嬉戏穿梭于亭亭玉立的荷花中；是憨态可掬的熊猫
嚼着竹子，懒散地靠在芭蕉树下乘凉；是才子焚香抚琴只为博佳人一笑……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蜀绣
代表性传承人孟德芝的工作室，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蜀绣作品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作品无一不立体精美，明暗交
错、用色考究的画面，让世间万物都生动地呈现在这一片小小的绸缎上。

蜀绣又名川绣，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更是中国刺绣的突出代表。2019年11月，蜀绣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蜀绣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
家”，并以明丽清秀的色彩和精湛细腻的针法，形成其独特的韵味。“它的针法和技艺在四大绣里面也算是
最多的。”在安静的春日下午，孟德芝徐徐讲起蜀绣的“前世今生”，并谈到了蜀绣在当下的创新与改变。

蜀绣国家级传承人孟德芝：
绣出与时代接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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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绣中常见的大熊猫元素。

孟德芝介绍蜀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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