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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州云肩艺术作为徽州传统服饰文化的一部分ꎬ对于传承徽州民俗技艺和传播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ꎮ 明清时期ꎬ徽
州地区刺绣工艺发达ꎬ绣品不乏佳作ꎬ在地域文化和理学思想的影响下ꎬ徽州云肩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态和表现风格ꎮ 文章

以徽州云肩为研究对象ꎬ在文献和博物馆展品分析基础上ꎬ尝试从中提取刺绣图案、色彩等艺术符号运用到现代服饰设计中ꎬ
探讨有关徽州云肩艺术的活态演绎ꎬ为现代服饰设计和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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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ꎬ“山限壤隔ꎬ民不染他俗ꎬ
勤于山伐ꎬ能寒暑ꎬ恶衣服ꎬ女子正洁不淫佚ꎬ虽饥

岁不鬻妻子ꎬ山谷民衣冠至百年不变” [１]ꎮ 由此可

见ꎬ封闭的生活环境导致徽州服饰的演变相对缓

慢ꎮ 南宋时期ꎬ徽州成为新安理学的发源地ꎬ伴随

着“天理”“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理学思想

的深入ꎬ徽州服饰融入了伦理、等级、道德等纲常ꎬ
款式相对保守ꎬ色彩和装饰较为素雅、质朴[２]ꎮ 云

肩ꎬ作为传统服饰中独特的表现形式ꎬ是汉民族重

要的文化元素之一ꎬ也是女性文化和女红技艺的重

要载体ꎬ早在唐德宗年间ꎬ“凡为女子ꎬ须学女工”中

便要求“缝纫刺绣:刺鞋做袜ꎬ引线绣绒ꎬ缝联补缀ꎬ
百事皆通” [３]ꎮ 作为“行走的艺术”ꎬ云肩上的精巧

图案和刺绣工艺很好地展现了当时女红技艺ꎮ 其

中ꎬ徽州云肩受古徽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理学思想

的影响ꎬ其形制ꎬ色彩ꎬ装饰工艺等略有别于其他地

区ꎮ 同时ꎬ徽州云肩艺术作为徽州传统服饰文化的

一部分ꎬ对于传承徽州民俗技艺和传播徽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ꎮ
经查阅ꎬ当前部分学者围绕“徽州服饰艺术”

“徽州刺绣”“云肩”和“徽文化”已展开了研究与探

讨ꎮ 曲义[２]、郑红[４]论述了徽州地域服饰的艺术特

征和文化内涵ꎮ 施建平[５] 论述了传统云肩服饰艺

术的造型特征及应用ꎬ探讨了其装饰审美意义ꎮ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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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３]论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云肩地域文化的特

征ꎮ 郑红[６]论述了徽州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徽

州服饰产生的影响ꎮ 周凌亚[７]、马晨晨[８] 论述了徽

州刺绣技艺对于保护和传承徽文化的重要意义ꎮ
王珺[９]、王丹[１０]论述了传统云肩艺术在现代服装设

计的应用与创新ꎮ 已有文献资料中大多集中在徽

文化内涵的研究及区域特色文化的传承、徽州刺绣

技艺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徽州服饰艺术的元素与

内涵、中国云肩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等方面的

研究ꎮ 缺乏对徽州云肩造型、色彩、刺绣技法、文化

内涵及应用的专门研究与探讨ꎬ这对于徽州服饰艺

术和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极为不利的ꎮ 因此本

文在查阅已有理论资料和徽文化博物馆实物资料

的基础上ꎬ通过对徽州云肩的形制、图案、色彩、工
艺及装饰特征的阐述①ꎬ分析其在现代服饰设计中

的实际应用ꎬ探讨徽州云肩艺术的研究与开发价

值ꎬ以期为徽文化的传承与应用提供思路ꎮ

１ 云肩的发展和地域特征

云肩ꎬ是我国古代女性常备的具有装饰、礼仪

作用的服饰品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适用范

围ꎮ 最早出现在敦煌隋代壁画中观音佛像的衣着

装饰上ꎬ到明清时期ꎬ被汉族女性吸收从而搭配服

饰ꎮ 清末后普及范围较广ꎬ有着广阔的地域受众

性ꎬ如山东ꎬ河南ꎬ山西ꎬ陕西ꎬ江南ꎬ皖南等地区的

女性都有穿着ꎮ 不同地区的云肩具有明显的地域

性特征ꎬ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ꎮ 如陕西地区的秦

陇文化ꎬ山西地区的三晋文化ꎬ河南地区的中原文

化ꎬ山东地区的齐鲁文化[３]ꎬ以及皖南地区的徽文

化ꎮ 明清时期徽商兴起ꎬ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ꎬ
文化的繁荣使徽州云肩绣品在世代传承中形成了

独特的艺术文化ꎬ有着与其他地方明显不同的形

制、色彩、图案和工艺等特征ꎮ 通过观察现存的云

肩绣品ꎬ发现徽州云肩在尺寸上ꎬ较山东齐鲁和河

南中原地区小巧ꎬ以单层为主ꎻ色彩上不如陕西秦

陇地区绚丽丰富ꎬ如山西三晋般素雅ꎬ但底布和线

色的色系又大相径庭[３]ꎮ 整体上没有繁缛的结构

和鲜艳夺目的色彩ꎬ但其精巧的刺绣艺术充分地传

递出徽州女性精湛的绣工技艺和朴实的情怀ꎮ

２ 徽州云肩艺术的特征与内涵分析

中国刺绣艺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ꎬ各类图案题

材和工艺技法都已登峰造极ꎮ 特别是到了清代ꎬ徽
州云肩在古徽州儒学和理学的影响下ꎬ风格独特ꎬ
独具韵味ꎬ以更为丰富的图案题材和绣工技艺传递

出当时人们的祈福纳祥与生活情愫ꎮ 以下将以笔

者在徽州文化博物馆(安徽黄山)调研的实物为参

照进行分析ꎮ
２.１ 徽州云肩形制、图案特征

在徽州文化博物馆的调研中ꎬ共发现徽绣云肩

绣品 ５ 件ꎬ以莲花型云肩和四合如意式云肩为主ꎬ形
制简单ꎬ结构简约ꎮ 图 １ 的莲花型云肩融入了莲花

造型ꎬ与荷叶、莲瓣、莲蓬、莲藕形成云肩样式ꎬ外观

形式更显生动丰富ꎮ 整体造型左右对称ꎬ线条优雅

流畅ꎬ莲瓣绣片中每一片样式不一ꎬ自由舒展ꎬ分布

得恰到好处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松针、竹叶、花苞绣线

精巧ꎬ活泼灵动ꎬ传达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ꎮ 图 ２ 的

四合如意式云肩ꎬ图案以花瓶、花蕊和花枝藤蔓组

成ꎬ四面“如意形”云状绣片在花枝藤蔓线条的交错

组合中ꎬ突显出了植物生长中的律动感ꎬ也是对四

方吉祥、事事 (四四) 如意、一生平 (瓶) 安的隐

喻[１１]ꎮ 边缘处采用较粗的黑色镶边进行分割ꎬ属于

流水路的刺绣技法ꎬ粗细虚实ꎬ呈现出较强的层次感ꎮ

图 １　 徽州莲花型云肩

图 ２　 徽州四合如意式云肩

经调研发现ꎬ馆藏徽州云肩绣品中植物图案占

比较大ꎬ这些植物多出自徽州当地ꎬ如莲花、梅花、
牡丹、竹、松、石榴、佛手、藤蔓等ꎬ题材造型源自生

活ꎮ 绣品图案中花朵蔓草栩栩如生ꎬ造型惟妙惟

肖ꎬ寓意丰富ꎮ 图 １ 云肩中的莲花、莲蓬、莲藕的图

案造型ꎬ表现了徽州人喜洁尚简ꎬ出淤泥而不染的

精神品格ꎮ 而莲花图案也是中国古人对生殖崇拜

的隐晦表达ꎬ徽州人借以在绣品中祈求人丁兴旺ꎬ
常见的组合有“鱼戏莲”“鱼穿莲”“连(莲)生贵子”
等ꎬ除此之外ꎬ石榴、葫芦等图案也寓意着多子多

福ꎬ孕育与新生ꎻ图 ２ 云肩中的松、竹、梅作为“岁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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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ꎬ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征[４]ꎮ
除此以外ꎬ带有吉祥寓意的语言符号:“长” “命”
“富”“贵”的汉字(图 ４)也被绣入云肩中ꎮ 在徽州

的人文精神中ꎬ徽州人尊儒重教ꎬ安贫守道ꎬ清高狷

介ꎬ这些图案的交织组合既表达了徽州女性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ꎬ也充分体现了徽州文人的精神

特质[１２]ꎮ
２.２ 徽州云肩色彩特征

徽文化属于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ꎬ除新安

理学、新安教育、新安画派、徽州建筑、徽商等诸多

内容之外ꎬ以云肩为载体的服饰文化也包含其中ꎮ
徽州自古山多田少ꎬ有“七山半水半分田ꎬ二分道路

和庄园”之称ꎬ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徽商的兴起ꎮ 他

们“商而兼士、贾而好儒”ꎬ植根于深厚的新安文化

土壤ꎬ以义取利、讲诚信、守商德、重教育ꎬ是儒商精

神的典型代表ꎬ同时也造就了徽州女性简朴勤劳ꎬ
沉稳持重的性格特质ꎮ 在此背景下ꎬ徽州云肩色彩

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ꎬ与北方地区绣品的色彩浓

烈ꎬ对比鲜明相比ꎬ明度和纯度较低ꎬ色彩特征更偏

向素雅与含蓄ꎬ这与徽州新安理学中伦理道德观的

理论影响是分不开的ꎮ 图 ３ 的莲花形云肩采用了灰

绿、米黄为主色调ꎬ辅以朱红色、玫红色、淡绿色、明
黄色点缀ꎬ以及淡粉色盘金绣的滚边处理ꎬ这组低

明度和低纯度的色彩搭配体现出徽文化质朴的本

质特征ꎬ同时高纯度红色的点缀ꎬ寓意祈福纳祥ꎮ
图 ４ 的四合如意式云肩ꎬ色彩采用明度较低的灰蓝

色和米白色ꎬ严谨又不失活泼ꎮ 黑色作为底色ꎬ衬
托出浅色的“如意形”绣片ꎬ并使用金色和淡绿色进

行滚边处理ꎬ既起到流水路分割的装饰性作用ꎬ又
起到了领口耐脏的功能ꎮ 综合在博物馆的实物考

证ꎬ徽州云肩绣品底布及图案色彩多以米白、浅绿、
浅粉、灰紫和灰蓝为主ꎬ辅以红色和黑色进行点缀ꎬ
这种色系也受到了徽州地域色彩文化的影响ꎮ 从

自然环境色彩的角度看ꎬ徽州呈山水交融的地貌特

征[１３]ꎬ以宏村为代表的徽州古村落就有“画里乡

村”的美誉ꎬ白墙、黑瓦、灰色的石板ꎬ加上温润的气

候特征ꎬ共同构成了墨色徽州[１４]ꎮ 这是徽州古民居

典型的色彩体系ꎬ也是徽州浓厚的人文气息在色彩

上的集中体现ꎮ 也折射出古徽州人的“尚法”与“重
道”ꎬ彰显出“天人合一”的美感ꎮ
２.３ 徽州云肩的工艺及装饰特征

云肩演变至清代中后期ꎬ其审美装饰意义远超

过实际功能性ꎮ 作为婚嫁时不可或缺的服饰品之

一ꎬ其装饰技法精巧细腻ꎬ采用的刺绣针法样式繁

多ꎮ 徽州云肩多采用打籽绣、盘金绣(图 ５)、平针

绣、滚针绣等等诸多绣法ꎬ层次分明ꎬ精巧秀丽ꎬ同
时镶边和滚边装饰技艺的使用也十分常见[１２]ꎮ 如

在领圈部分和外轮廓上ꎬ运用不同色彩和质地的滚

边条起到装饰和分割作用(图 ６)ꎬ既丰富视觉效果ꎬ
又能够保护绣片边缘ꎬ有牢固整洁功能ꎮ 除此以

外ꎬ其装饰手法较为简单ꎬ下端缀有彩色吊穗(图 ３ꎬ
４)和排须(图 １)ꎬ或绣片底部嵌有金属、玉石(图 ２)ꎮ

　
图 ３　 徽州莲花型云肩　 　 图 ４　 徽州四合如意式云肩

　
图 ５　 徽州云肩盘刺绣工艺　 　 图 ６　 徽州云肩滚边工艺

３ 徽州云肩绣品的元素提取及设计应用

笔者对藏于徽州文化博物馆的 ５ 件徽州云肩绣

品进行图案和色彩元素的提炼(表 １)ꎮ 将提炼后的

元素进行重组搭配并应用到现代服饰品的设计中ꎬ
为徽州云肩艺术的传承和徽文化视阈下服装设计

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ꎮ
表 １　 徽州云肩绣品的图案和色彩元素提取

实物 图案线稿提取 色彩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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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休闲风格、民族风格、职业风格为例ꎬ通
过细节图案和色彩的提炼ꎬ探讨徽州云肩艺术在当

代时尚背景下的应用与创新(表 ２)ꎮ
表 ２　 徽州云肩绣品的元素在现代服饰中的设计应用

服饰风格 选取的图案选取的色彩 服装类 配饰类

休闲
风格

民族
风格

职业
风格

　 　 关于休闲风格ꎬ笔者选用了最具代表的 Ｔ 恤和

板鞋为例ꎬ迎合当下“潮牌”的服饰潮流风格ꎬ将传

统元素与休闲时尚融合ꎮ 在该款 Ｔ 恤中ꎬ构图简

洁ꎬ汉字元素的应用是设计重点ꎮ 将徽绣中的“贵”
字放在 Ｔ 恤中央ꎬ周围穿插了徽州的植物元素ꎬ以
轻松诙谐的手法表达个性化的同时ꎬ也传达了祈福

纳祥的寓意ꎬ有利于传统元素的再设计ꎮ
在民族风格中ꎬ笔者以中国古代襦裙款式和圆

形手提包为例ꎬ将徽绣中富有吉祥寓意的文字和精

致的花卉蔓草图案相结合ꎬ配以朱红和米黄色调ꎬ
传达出浓郁的民族风情ꎮ 襦裙作为中国“上衣下

裳”服饰形制的代表ꎬ其小袖短襦和曳地长裙形成

了极富诗意的美与韵律ꎮ 在该款设计中ꎬ通体门襟

和下摆开叉处巧妙的插入徽绣图案ꎻ在配饰手提包

的设计中ꎬ笔者将徽绣图案中“福”字设计于包体中

心位置ꎬ优雅庄重ꎬ突显吉祥韵味ꎬ图案整体采用对

称式构图ꎬ严谨不失趣味ꎬ曲线的花卉藤蔓以自然

生长的状态从边缘往中心延伸ꎬ静中有动ꎬ动中藏

静ꎬ一派生机盎然之景ꎮ 传递出徽州“理学”和“儒
学”的和谐精神ꎮ

在职业风格中ꎬ以女式西装和礼帽为例ꎬ意将

徽绣图案与职业服饰相结合ꎬ力求职业装时尚化ꎬ
优化职业装过于沉闷拘谨的款式与装饰ꎬ助力打造

职场新形象ꎮ 在女式西装的设计中ꎬ采用 Ｖ 领款式

造型ꎬ耸肩和束腰设计ꎬ搭配徽州云肩中的深藕色

和灰紫色ꎬ黑白色的穿插给予硬朗干练的视觉感

受ꎮ 在肩部和腰部印以莲花、牡丹、兰花、藤枝等图

案ꎬ传递出徽文化的内敛含蓄及自强不息的精神特

质ꎮ 在帽饰设计中ꎬ采用折边小礼帽款式ꎬ在帽身

处装饰徽绣云肩的藤蔓花卉ꎬ精巧的花叶藤草相互

穿插ꎬ黑、白、藕色相间搭配ꎬ隐约透出徽州“粉墙黛

瓦马头墙”特有的水墨情调[１５]ꎬ让硬朗职业风透出

更多柔性与优雅ꎮ

４ 结语

徽州云肩艺术在徽州地域文化和理学思想的

影响下ꎬ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表现风格ꎮ 徽

州云肩造型和装饰简约质朴ꎬ刺绣工艺精巧秀丽ꎬ
图案生动形象且寓意丰富ꎮ 整体色彩素雅含蓄ꎬ体
现出徽州的自然和人文色彩特征ꎮ 徽州云肩既是

“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ꎬ又是无形的精神文化载

体ꎬ对现代服饰设计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ꎮ 在理论

研究方面ꎬ有助于完善徽州刺绣艺术的相关理论ꎬ
丰富服饰设计语言ꎮ 在设计实践方面ꎬ当下ꎬ国潮

成为时尚的焦点ꎬ中国元素正以全新的设计视角展

现在世界面前ꎬ徽州云肩艺术可以此为契机崭露头

角ꎬ尝试将博物馆徽州云肩展品和民间藏品进行设

计元素提炼ꎬ寻找其中的区域文化特色ꎬ并在图案、
材料和工艺上探究与现代服装设计的契合点ꎬ助力

中国风和民族风类别的品牌服装设计ꎬ为徽文化的

传播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ꎮ

注释:
①　 本文图片源自徽文化博物馆实物拍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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