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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绣笔记》

内容概要

《顾绣笔记》(作者杨鑫基、唐西林、苏颐忠)对顾绣这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其开创、形
成流派、历代有代表性的传人和作品、它的艺术风格和技术特色、其与江南文人画和文化理念的渊源
、这一绣种在中国刺绣技艺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绣谱》、《顾绣针法初探》等著作和当代顾绣的
复苏及创新，都作了相当细致深入的阐述与分析。可以说，它是相关著作中最全面也最用力的一部。
《顾绣笔记》所配图片也具代表性，与文字部分相得益彰，提升了这部著作的可读性，丰富了它的技
艺与人文内涵：全书内容充实，有较高的学术性，文字流畅，立论恰当，充分呈现了本项目的技艺与
社会、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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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绣笔记》

作者简介

苏颐忠，1951年生，上戏舞美系、上师大美术系毕业。市群艺馆创作部美术指导、研究馆员，市非遺
智库民间美术组成员。曾两次入围文化部美术“群星奖”，获文化部“中国画油画大展”优秀奖，获
全国群众文化论文一等、三等奖，文化部“蒲公英奖”，文化部第七、十一届“群星奖”科研成果银
奖，获’02文化部优秀组织工作者奖、’03上海群文奖励基金“群众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04市
文广局对外交流先进个人等。“非遗”的先进性，在于融合文化遗产的文物收藏研究和民族民间收集
整理的不同方式为以人为载体的活态保护传承。1951年生，上戏舞美系、上师大美术系毕业。市群艺
馆创作部美术指导、研究馆员，市非遺智库民间美术组成员。曾两次入围文化部美术“群星奖”，获
文化部“中国画油画大展”优秀奖，获全国群众文化论文一等、三等奖，文化部“蒲公英奖”，文化
部第七、十一届“群星奖”科研成果银奖，获’02文化部优秀组织工作者奖、’03上海群文奖励基金
“群众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04市文广局对外交流先进个人等。“非遗”的先进性，在于融合文
化遗产的文物收藏研究和民族民间收集整理的不同方式为以人为载体的活态保护传承。一个画画的，
被“堵枪眼”卷入巾遗，踉跄转身而竭尽努力。顾绣是我参与见证的N个中遗中最为艰卒的“代表作
”项目，难在知名度高而参与面窄，“君子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回头看，成功申报得赖于非遗
高层诸专家对松江顾绣田野调查“返祖说”的认同并关键结论；时至“出书”，竟如医学临床抢救后
没有储备CT、磁共振类的病理报告，鑫基先生为此穷数年心力的呕心沥血值得敬重；再者，松江顾绣
所以不致湮灭，得缘于几代绣娘、画工和实施者朴实谦卑而坚韧的平常心；而承担着科学保护重任、
以面理坚实起步的“顾绣工作室”，无疑有西林君的默默付出。好事得好做，“顾绣”由闺阁、市肆
而文化自觉、政府保护，亦不乏波折，好说、恶说，甚至某种“斯诺命题”心理的锱铢必较，都不在
话下——非学术本意的较质使之加重，唯研究较真才使之失重。“群文”历来不缺自恃其知骄不知、
自恃其雅鄙俗世的绅士，更不屑借“正”事构拟私巢的权贵。是为跋尾。唐西林，研究馆员1949年生
。毕业于上海师大艺术系。1977年进松江文化馆，供职32年，其中1987年于松江博物馆任职。现为程
十发艺术馆常务副馆长、党支部书记，松江区文联副主席、松江区关协会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
海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美术(中国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展览并获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型摄影集《云间神韵》、《茸城记忆》，论文有《创造型式》、《对现代
农民画意义思考》、《顾绣三养》、《当代顾绣三代人》等，其中《谈现代农民画的“雅”审关现象
》获全国农民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二等奖，松江区第一、二届拔尖人才，2005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物质、非物质美术的产生，根本着落点在创作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明末以降，引领和影响中同
画坛数百年，正是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从精神层面的制高点全新审视绘画，提出绘画是画家个
人情感的表达和寄托，顾绣的开创者韩希孟、顾寿潜知书达理，善书好画，蕴怀着松江画派相同的审
美理念。正是以这种审美精神实践于刺绣：“将眼前灵活之气刺人吴绫”，把握气场，吞吐气韵，韩
希孟将针线技艺的审美意识，随心、自赏、独立，正与文人画画理一脉相承。顾绣初始就是文入画家
绣，因得董其昌和文人的赞赏。松江历来重文，文化积淀深厚。顾绣传承，时起时伏，时显时“失”
，历史风雨带来的藕断丝连，地域文化情结不断激活而使它延生。松江文化渊源的磁性，吸引多少代
人的文化情结、，我长期在松江工作，又酷爱绘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民间集成和组织顾绣展，近
几年政府行为力度加大，参与顾绣国家级“申遗”工作，又幸得市“非保”中心杨、苏二位艺兄全力
倾心投入，给顾绣的“非遗”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梳理。特别鑫基老师，潜研顾绣，执笔书稿达五年
之久，敬佩之余，又思为何，文缘之故。我不是松江当代顾绣直接参与人，只能算是一个“票友”、
“粉丝”，松江绣娘走到今天不易，有多少人为之呵护支持，但由于顾绣特性所致；风一雨难免，艰
辛依旧。杨鑫基，1945年生，上海师大中文系64级毕业，研究馆员，原上海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
主任、专家智库组成员。短篇小说《香烟》入选文汇短篇小说征文《新蕾集》，长篇小说《疯狂的节
日》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奖，大型话剧《水应该喝甜的》获上海十月剧展最佳创作、最佳演出奖，电
影《奥菲斯小姐》获上海影评人奖《94十佳影片》，论文《试点与保护》入选文化部《苏州论坛论文
集》我们涉足顾绣课题以来，得到了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教授、副理事长贺学科教授、副会长陈
勤建教授，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理事长华觉明教授，上海《咬文嚼字》编委会文明先生，资深出版界
人士张金城先十热忱的“于术支持、精神鼓舞和实际帮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朱孝岳先生、陈麦教授
、朱淑仪先生等前辈为顾绣所付出的努力，且得益非浅、衷心感谢沈锦溪先生(去年已故)、戴明教女
士、刘建民先生，及朱庆华、钱月芳等绣娘们的大力支持，王正先生等诸多关注顾绣的朋友们，不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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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绣笔记》

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值此本书付梓之际，我们谨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我和西林、颐忠的合作
团队，曾在无数的日日夜夜里，为书稿凝聚了共同的心血，排名其实应该不分先后，写书的过程中，
我们更真切体验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营造学术民主空气，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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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绣笔记》

书籍目录

写在前头卷一 渐起江南风物源流长顾家姬侍多工善绣至善尽美的“韩氏女红”“画绣”神迹足千秋士
大夫目光的注视下卷二 绣粹顾绣三绝别具会心点染与绣绘卷三 沉浮由女红走向书画仰承松江画派丝
墨合影与笔墨意趣隽永典雅的《宋元名迹方册》天功错奇韩媛绣“韩氏女红”的绝唱卷四 遗风乱世中
的顾绣传人江南绣市上的顾绣清代顾绣后继名媛江南闺阁绣的美丽弧光顾绣与民国三政要卷五 新韵在
峰泖大地上繁衍生息走出衰微的阴影重睹画绣吐芳华顾绣代表性传承人戴明教现代顾绣的工艺新韵天
孙织女遗神针活态”文人画“精品赏析大风起兮云飞扬卷六 附录本书年表本书年表图例主要参考文献
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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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绣笔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顾绣“古来称神迹”，“绣绘结合”功莫大焉，然而，不同的刺绣者。运用“绣绘结
合”的效果不尽相同。绣家须具备相当的书画功底和古典文化涵养，谙画理擅绣艺，集绣绘于一身，
韩希孟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后世强调提高刺绣者的个人素养，乃由顾绣而起。明代以后，“画绣”
神韵多由闺阁绣媛得之，其理亦然。顾绣原为闺阁淑媛怡情养性的产物，从用途看，属士大夫文人的
清赏雅玩，以交流方式视之，多为人情交往馈赠的礼品，故而“绣绘结合”得以保持高雅的趣味。但
是，到了明朝末年，顾绣迫于人不敷出的生计压力，已开始同鬻画卖字一样出售，人清后崛起的商品
绣市场，更使本来属于个人的艺术创作行为，亦终于走完了过渡为手工作坊生产方式的历程。民间绣
坊中，生产，厂序严格分工，绣工多作为熟练的劳动力使用，求其懂画理则近乎苛刻，绣与绘由不同
的人分任，万物之理皆有度，“绣绘结合”这一口碑不绝艺术特征，作坊在成本与利益的杠杆下，徒
剩皮相，或失度而大量以绘代绣，或不求笔意和绣艺，只求涂抹色墨，根本就无所谓“以画为主”还
是“以绣为主”，简直就成为偷工减料的好借口，最终因导致滥用而尽失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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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顾绣笔记》编辑推荐：非生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新体验，诠释顾绣活态传承的生命长链，再现云间
绣媛的际遇，品鉴絲墨合影的精粹，跨越数百年间沉浮兴衰的长河，领略当代传人群体的卓尔成就。
顾绣，俗称“画绣”，十七世纪中叶江南最负盛名的民间刺绣流派，400年来历经由盛而衰，乃至消亡
、重生的变迁，可谓上海民间刺绣史上的奇迹。顾绣最初的刺绣者代表，缪氏、韩希孟的从艺经历.为
传承历史的启端。而赋予“画绣”艺术灵魂的，却是松江画派文人画画理。明末，顾绣流入江南绣市
，顾绣之名虽盛而“画绣”真谛已濒于绝迹.然江南闺阁女红中却不乏顥绣价值的理解和挚爱者。清末
民初，通过南通女红传习所、松江松筠女子职校刺绣科的师资教学流动，顾绣真髓又沿着教育传承的
渠道，返传回到了松江。半个世纪后顾绣成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顾绣的昨天，已
成为历史；今天，顾绣的传承在继续着，如江河长流，绵延不息，为中华刺绣文化描绘着崭新的画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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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悠长岁月造就极致的美

Page 8



《顾绣笔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