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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绢人》

前言

绢人，也叫绢塑，是以金属丝为骨架，棉花、纱绢为肌肤，真丝为发，绸帛为衣而塑制的人型艺术品
。为区别于以泥、面、陶、竹、木、骨、金属等为原材料塑雕制作的人物形象，又由于其采用的主要
原材料系中国特产的绢纱绸丝，以北京制作为优，京味浓郁，故习称为“北京绢人”。    制作绢人的
主要材质是绫绢丝织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植桑和织丝绢的国家，根据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新
石器晚期，古人已知道利用蚕丝。商代甲骨文字中出现桑、蚕、丝、帛等字，当时已经有了平纹绢和
菱形图案的丝织品。至殷商时期，染色技术不断提高，颜色极为丰富，又有了在丝织物上画花、缀花
的技术。周代的丝织物品种更为丰富，人们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以盛产丝织
物而闻名于世，古希腊的著作中已称中国为“塞勒斯”，意即“蚕丝之国”。随着丝织物的发展，汉
代时有了以华丽多彩的丝绢为衣的木俑。由于丝织品生产的发展，其材质也日益广泛地应用到人们日
常生活中，至迟宋代时，在市井的民俗娱乐活动中，已经出现了批量性制作的绢人。    绢人汲取了木
俑、泥彩塑、傀儡戏、堆绫子等各种工艺雕塑的长处，又发挥了绫绢帛绸的柔滑光洁、轻软细腻、颜
色绚丽、可塑性强的材质优越性，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绢
人是以塑造人物为最基本课题的造型艺术。从神话传说中的仙女，到典籍名著里的闺秀；从弥陀净土
中的神佛，到令人尊羡的巾帼英雄；从成龙配套的戏剧角色，到风度翩翩的舞蹈人物；从童颜鹤发的
耄耋老人，到活泼俏丽的童子，以及古今中外的名人，身着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服饰的人物等，内容十
分广博。北京绢人尤其以塑造容貌娟秀、千姿百态的女性人物而著称。题材泛泛中，贯穿着一条真、
善、美的主线，将美的瞬间凝固住，令观赏者从中得到美的享受，这就是绢人的魅力之所在。    “此
物只应天上有，盛世繁华到人间。”绢人是美的化身，但是这美的化身却是艺人们用心血凝结出来的
。绢人的命运是与社会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每当国运兴旺时，绢人也光彩照人，与民同欢乐；
每当社会动乱时，绢人也遭受劫难，度日艰辛。绢人的生存状况，也可以说就是社会状况的一个小小
缩影。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
许多专业美术工作者和工艺美术家的支持协助下，北京绢人焕发了青春，楚楚动人地走入万户干家，
为人们的生活增光添彩；还走出国门，到五湖四海担当友好使者，编织友谊的花环。    1997年5月20日
，国务院发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从2002年9月10日起，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始施行《北京市传
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2009年10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北京绢人”进入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北京绢人再一次令世人瞩目。    北京绢人被“保护”了，为什么要保护它？因为我
们面临的是形势大好，但存在的问题严峻。现如今真正有手艺能掌握从设计到制作北京绢人全部工序
，而且还能坚持创作的艺人已不足十人，这些人也都50多岁了，后继乏人。    不过我们深信，在改革
开放的春天里，北京绢人将永葆俏丽之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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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绢人》

内容概要

《北京绢人》内容简介：北京绢人是世界著名的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瑰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学术
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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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绢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知地，即了解故事发生所在地，以期能更好地以环境衬托人物的神情动作，以至
于衣着打扮等。有时地理环境、自然景色对于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内容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知地，还包
括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按照订户要求，考虑所制绢人陈设的环境如何，等等。 知物，即了解所要塑造
的人物，在什么情况下身穿什么服饰，手里持有什么物件。手持物件往往是与展示人物的性格密切相
关的，往往是画龙点睛之笔。知物，还包括在构思时就要考虑好应该准备什么原材料，以便心中有数
。 有人说，一个优秀的绢塑艺人，就如同一个戏剧“导演”，在努力掌握制作工艺技艺的同时，还要
学会分析人物的性格，把握故事情节，设计人物的动态。要学会当化妆师，为绢人塑造五官；要学会
当理发师，为绢人梳理发型；要学会当服装设计师和缝纫师，掌握从内衣到外衣，从帽子到鞋子的设
计和缝纫。此外，还要亲手为绢人制作首饰类的佩件，制作环境所需的道具，等等。绢人虽小，需面
面俱到，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要事先构思、策划。细节决定成败，一个环节出现了误差，会导致整件
作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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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绢人》

后记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的《北京绢人》一书终于完成了。审视着面前的一大摞书稿，我们的心
中充满了兴奋、不安和期望。    兴奋的是，为北京绢人树碑立传，是绢塑艺术家、北京工艺美术大师
葛敬安先生的三大遗愿之一，今天经我们的手得以实现。葛敬安先生和她的同伴们曾经为继承和发展
北京绢人，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本书作为敬献给葛敬安先生诞辰105周年的礼物，是以深深的
感激和怀念之情而完成的。记得葛敬安先生生前还有一大愿望，就是要让北京的绢人走向世界。她的
这个遗愿，已经取得了成果。其显著标志之一是，由北京工艺美术大师滑树林领衔设计制作的绢人“
仕女系列套装”在2001年法国蒙塔基第68届世界博览会获特别荣誉奖。2004年5月，在法国巴黎国际博
览会上，滑树林主持制作的“北京绢人系列”作品，获法国巴黎博览会100周年特别大奖。葛敬安老人
的遗愿今天已经见到了成果。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兴奋。    期望的是，葛敬安大师的三个遗愿中，前
两个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了，但她生前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也是她生前曾经
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要在北京建立一座绢人博物馆，以便能有一个收藏、陈列、展示、研究和学
术交流的场所，使历尽艰辛和磨难的绢人永葆青春。葛敬安大师的这个遗愿真的能实现吗？我们是充
满了期望和信心的。因为北京绢人已经被列入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北京绢人》一书得
以出版，即是其成果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非常感谢王天凤、杨乃蕙、齐聪颖、崔欣、杜蓓、
滑淑玲等人，因为《北京绢人》书中的绢人作品彩色照片，大多是由这些已年过半百的绢塑艺术家们
提供的。绢塑艺术家贾绍菩几年前因病去世，我们多方联系其家属一直未果，书中选用的贾绍菩的绢
人作品彩照，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任宝菊提供的。本书中的白描线图，选自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王连海编绘的《中国民间玩具造型图集》和李苍彦编绘的《白描仕女图谱》。本书中许多珍
贵的绢人作品老照片，是由原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专职摄影家李长富拍摄，由于原照底片已遗失，
我们只好在查阅的旧刊物上翻拍。还要感谢为本书提供图片资料和插图、辛勤制作的孟繁放、陈国辉
先生等。本书文字由李苍彦撰写完成，绢人制作的原料、工具及制作工序和部分绢人作品照片，均由
滑树林提供。    再一次衷心感谢所有关注本书的编辑出版并给予帮助、指导的朋友们。书中的不妥之
处，欢迎批评指正。    李苍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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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绢人》

编辑推荐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北京绢人》由李苍彦、滑树林所著，北京绢人制作精美，神态各异，色彩绚丽
，风格高雅，具有很高欣赏和收藏价值。以铅丝为骨骼，棉花纸絮为血肉、绢纱为肌肤，真丝为秀发
，彩绘丝绸为服装，塑制而成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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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绢人》

精彩短评

1、传统文化是要多弘扬的。
2、又是一个中国风的东西，去了北京又可以淘一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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