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大唐盛世达到顶峰辉煌

城市的记忆 你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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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场古风浓郁的拜师仪式在洛阳民俗博物馆举行，3名绣女
拜洛绣名家高源为师。拜师仪式的照片、视频也被不少市民在网上转
发，洛绣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中。

说起绣品，大多数人会先想到苏绣、湘绣、蜀绣、粤绣这四大名
绣，开封的汴绣也很有名，对于洛绣，虽现在少为人知，但它也曾名扬
四海。洛绣拥有怎样的历史？它经历了哪些辉煌？《洛阳晚报》记者
带您一同了解。

古时流行于达官显贵之间
20世纪80年代驰名广交会

传承总要继续，在全社会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下，在文化产业
不断发展的趋势里，洛绣又重新回到
大家身边。

伴随着琴箫合奏，几名身穿汉服的
女子款款走来，以琉璃和斗拱为背景，
燃香、行礼、祝福。日前，在洛阳民俗博
物馆中举行的一场拜师活动的视频被
不少市民在微博、朋友圈转发点赞。

为什么要精心组织这样一场充满
古典韵味的拜师仪式？

王支援表示，这是从两个方面来考
虑的：一方面是洛绣的传承状况不容乐
观，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让大家认识
并关注洛绣；另一方面是这种传统拜师
仪式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能
够唤起更多人尊师重道的思想。

高源则表示，刺绣不应该仅属于绣
娘，市民也可以来体验刺绣的乐趣，享
受一针一线带来的安详与平和，“现在
我的传习所里就有不少小朋友来学习，
她们都挺喜欢的”。

与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洛绣结
缘，年轻的绣女也有着自己的想法。高
源的徒弟李艳表示，希望可以将珠宝、
旗袍和洛绣相结合，创新出更多的洛绣
生活用品和文化产品。下一步，高源的
3名弟子都将建立自己的洛绣传习所，
让市民、游客感受洛绣的魅力。

20多名双十年华的姑娘坐成一
排，针线上下飞舞，手绷上的丝绢一时
绽放出牡丹，一时飞舞出蝴蝶……20
世纪80年代，涧东路与中州路交叉口
一栋楼上的这道风景线，经常会引来
市民的围观。

高源就是那时进入当时的洛阳工艺
美术陶瓷厂刺绣分厂，成为一名绣工的。

她介绍，当年厂里有几件“王牌”产
品，包括根据《洛神赋图》《簪花仕女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创作的洛绣产品，
都和洛阳有着密切关联。“每次厂里带着
这些产品去广交会，都能引起轰动，尤其
是外国友人对它们很感兴趣。”高源说，

“去一次广交会收到的订单，几乎够厂里
的绣工们吃一年。”

除了这些和洛阳相关的产品，她们
还绣了《韩熙载夜宴图》《百骏图》等洛绣
产品，尤其是《百羊图》洛绣产品被拿到
羊城广州时，受到了热捧。“当时厂里的
设计、绣制能力都不错，可惜最后厂子没
有了。”高源感慨道。

就这样，洛绣一度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民生凋
敝，满目疮痍，出生于洛阳的赵匡胤
通过陈桥兵变登上大位，逐步统一了
中国大部。虽然他一直想将都城迁
到洛阳，但无奈弟弟赵光义和大臣
极力反对，最终未能如愿。正因如
此，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洛绣
的光芒也逐渐被汴绣、苏绣、湘绣等
所掩盖。

高源介绍，其实北宋时洛绣不能
算完全没落，洛阳一度还成为全国重
要中心，尤其在宋徽宗时期，政府在

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及成都等各州府
都建立了官营纺织场院，集中了当时
优秀的匠人、材料、设备，专门为皇家
生产高档产品。没过几年，真正的转
折突然来临，在靖康之变中金兵掳走
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南宋定都临
安（今杭州）。自此之后，江南成为中
国丝织刺绣的最重要地区。

明清及以后，苏绣大放异彩，洛
绣也依然在顽强地传承延续。

如今，在洛阳民俗博物馆，就有
一间刺绣厅，分门别类展示了300多

件清代、民国时期洛绣作品。记者在
现场看到，这些虽然都是民间作品，
呈现出的却是富贵吉祥而不失清新
雅致、繁复华丽而不失庄重大气的艺
术风格。物品类别包括绣衣、绣裙、
裙带、荷包、绣鞋、绣帽等，所用十分
广泛。

“洛绣的特点就是讲究实用，要
穿在身上而不是挂在墙上。”高源介
绍道。在她看来，这也是洛绣虽然从
顶峰跌落低谷，却仍然能够延续至今
的原因。

“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
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
柳条。”唐代诗人胡令能这首《咏绣
障》里，表现了绣娘技艺的高超，竟然
把黄莺引下了柳条。

在中国，刺绣有着非常悠久的历
史，周代就有“画绣之工，共其职也”
之说。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
表示，洛阳是西周、东周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洛绣距今已有2000
多年的历史。

到了东汉，班超经营西域，窦宪燕
然勒功，丝绸之路重新繁荣起来，一

支支驼队从洛阳出发，带着绢帛前往
远方。

王支援介绍，作为当时的国都，
洛阳本身丝织业就比较发达，齐鲁
地区（今山东）、兖豫地区（今商丘
一带）的丝织品也源源不断地运
来，促进了洛绣的发展。《后汉书》
中记载“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
地……乘舆刺绣，公卿以下皆织
成”。其描绘了汉明帝刘庄祭祀
的场景，只有皇帝所乘车辆才用刺
绣装饰，也反映出其名贵。在之
后的朝代中，也是达官显贵才能

享用。
随着隋炀帝修通大运河，洛绣迎

来鼎盛时期。“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
千里赖通波”，跟随舟楫而来的不仅仅
是回洛仓、含嘉仓中的粮食，还有河
北、江淮地区的丝绸。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我们从《簪
花仕女图》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女性
的齐胸襦裙上绣有大量美丽繁复的
图案。”洛绣名家高源说。她表示，从
刺绣的角度来说，当时的创作技巧、
审美情趣都已经达到顶峰，对后世影
响深远。

北宋经济重心转移，洛绣逐渐退出舞台中心没落

20多名绣工针线飞舞，
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延续

建立更多传习所，
让洛绣技艺花开多地

发展

洛绣
一场拜师仪式，让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技艺迎来新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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