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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金绣
苗族舞

□记者 陈耀玑

洛阳是曾经的皇家御绣——雀金绣的故乡。雀金绣是用雀羽线、金缕线
等珍贵线种为主要线材，根据不同图案配以不同材质的绣材，采用中国传统绣
法，结合缂(kè）、绘、画等技艺，精心制作出的瑰丽的纯手工艺术品。

当代洛阳雀金绣艺术家王丽敏，更是把千姿百态的洛阳牡丹融入这神奇
的艺术中，制作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作品。本期，我们为您介绍雀金绣的起源
和传承。

雀金绣的起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早在
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虽效
果不错，但因成本太高一直未能发展。

西汉中期，富裕的人家时兴穿罽（jì）
衣（罽：细密毛织物的古称，是指当时流行的
一类毛织品，主要产自西域），罽衣饰以金
缕，是西域地区的服饰特色，被引入中原后
成了当时的时髦服饰。

南北朝以后，金缕线在服饰中使用更频
繁，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为之后
雀金绣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

雀金绣的雀丝工艺来自南方。在南朝

时期，这种工艺已被用在绣品上，主
要是翠鸟和孔雀的羽毛，捻毛为线，
进行缂绣或刺绣。这两种鸟的羽毛
在各种鸟羽中颜色最亮丽，因此成
为这种工艺中最重要的材料。

雀金绣的金丝工艺来自西
域。隋朝时，波斯使者曾进献一件
金丝织锦袍，相当华丽富贵，做工
非常复杂。皇帝命御府监（唐朝又
名少府监、尚方监）仿制，御府监何
稠很快就制成一件相似的锦袍，且工
艺之精细超过了波斯的贡品。

中西合璧雀金绣

洛阳东城是隋唐五代时期全国重要的官营
手工业、武器制造业的管理、研发和制造中心。
当时中央政府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有三个系统，即
工部、少府监、将作监。其中，工部、少府监设在
东城，以少府监最为重要，东城大致在今老城南

北大街以西，西、北、
南三面以护城河为界
的范围内。

少府监设有监、少
监、丞等官职，管辖中
尚、左尚、右尚、织染、
掌冶五署。

中尚署，掌管天子后妃“器
玩、中宫服饰、雕文错采珍丽”之物
的制造；织染署，掌管天子、群臣冠
冕的制作，以及织染锦、罗、纱、縠
(hú)、绸、绢、布等。

正是少府监的工匠们用羽毛线、金
丝线和丝绸制出了雀金绣。

唐高宗时，皇帝的龙袍开始使用雀金
绣，武则天时，雀金绣已成为赏赐外国使者
的国礼。

明清时，雀金绣不仅用于龙袍，还为贵族所
青睐。

东城制造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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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金绣作品《景泰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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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梅 紫燕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源远流长，苗族舞蹈文化是苗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时的苗族人，将狩猎、种田等劳动内容加以改编，形成历史悠
久的舞蹈艺术，苗族舞蹈不仅是一门艺术，更像是记载苗族人民生活
的一部史册，反映了苗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深得苗族人民的喜爱。

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苗族舞蹈在北宋年间就已经远近
闻名。《宋史·南蛮曲南蛮传》记载：“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数十人
联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

苗族舞蹈的表演形式丰富多样，是苗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苗族舞蹈不仅体现劳动生活的丰富多彩，还有各种模仿的部
分，其中对虎、狼等动物的模仿简直是惟妙惟肖。苗族的舞蹈服
装形式各异，十分漂亮，无论是饰品、帽子还是衣服，都表现出
了独特的苗族文化内涵。

苗族民间舞蹈有芦笙舞、铜鼓舞、木鼓舞、湘西鼓舞、板
凳舞和古瓢舞等，其中以芦笙舞流传最广。苗族历史上没
有文字，无法进行文字记录，有关苗族的重大事件，都凭苗
族人口口相传，用世代相传的芦笙歌舞来记叙。其中，祭
祀性芦笙舞通常是在木鼓、铜鼓的伴奏下跳的。

湘西鼓舞也是苗族舞蹈中的代表。鼓舞是一种边
击鼓边舞的苗族民间舞蹈，是苗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民
间艺术。苗族鼓舞种类繁多，按表演形式和内容的
不同，可分为花鼓舞、团圆鼓舞、单人鼓舞、双人鼓
舞、四人鼓舞等。鼓舞的动作，大多来自苗族劳
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也有些是对武术和动物动
作的模仿。

种类繁多的苗族舞蹈，充分表现了苗族
人民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富有山野气
息，保留了许多原始、古朴的特征，既表
达了他们真挚、纯朴的思想，也使人感
受到民间艺术的美。

王丽敏家谱记载，元朝时期她祖上在洛阳西部(大致在今天的宜阳、洛
宁一带)建有王府，主楼为仁山堂。

明初，王府及府内工匠迁居洛阳，建立仁山堂商号，经营雀金绣及药材、
百货，到明中期仁山堂已遍布全国。

因为豫西多金矿，明清时期，洛阳是雀金绣的生产中心，雀金绣最核
心的技术——金丝线的制法一直在此传承。晚清、民国时期，洛阳老城有
绣坊四十八家，但仅有王氏仁山堂、贺氏柏谷堂、陈氏三秀堂等少数几家
绣坊专门生产雀金绣。

目前，王氏仁山堂绣坊是全国现存唯一的雀金绣绣坊。他们制作的
工艺品，与文献中记载的百鸟裙、翠云裘和定陵出土的龙袍工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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