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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一样，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构成的。
由历史上的文物古迹和现代物质文化创新而构成的物质文化，是读者大众所熟悉的。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哪些文化形态呢？
2005年12月22口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 42号）作了如下阐
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问传统知识和
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口举行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胪
列了在项内容：“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
、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归纳起来，简单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以民众（一定群体）口传心授的方式而代代相传、
绵延不绝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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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刺绣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
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文化资源的载体。
宋绣、顾绣等作为欣赏品的绣画，工巧精细，匠心独运，显示了绣者对艺术的至高追求；也有如荷包
、帐帘等作为实用品的民间刺绣，色彩浓郁，寓意吉祥，体现了绣者赋予其的一片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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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琛  女，生于1976年。
2003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专业，获硕士学位，讲师。
从事民族民问服饰文化及织绣染工艺研究，现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服装专业理事。
近年来出版有《苗族蜡染》《民间服饰》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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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传统文化根深叶茂，作为中国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女红可谓丰富多彩，种类繁多。
中国女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几乎涵盖了传统女子必修的所有手工艺，但本书
独取刺绣这一最有代表性的工艺形式进行介绍，一方面是因为刺绣使用范围广泛、参与人数众多。
它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经过上古的发祥、唐宋的发展、明清的发达直至现代的发扬，提供了社会礼仪
和生活装饰的各种需求并承担着传播文化和传承文明的作用。
尽管同为女红技艺的其他工艺形式如织染也是使用广泛，技艺精彩，但是刺绣的工具较之更为简单，
方法更为灵活，使其在适应社会性、保持民族性和体现时代性方面比其他T艺形式更为全面和迅速。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最能体现女子的慧心巧手，它已经超越了作为某地区或某民族的特产的意义，而成
为传统女子展示才能、表达情感的一种通用语汇。
针线在传统女子的手中如同电脑在现代人的手中，不仅是创造的工具，更是一种交流的方式，一种自
在的消遣。
一幅刺绣小品略同于一篇博文、一首小诗，传统生活中的女子用针线勾画着多彩的生活，谱写着人生
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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