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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绣的传统针法有一百二十多种，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学会了所有针法

后才能绣出好的蜀绣作品呢？我们认为，掌握的针法越多，刺绣的技艺就越

全面，能绣的东西会更丰富，但初学的朋友是可以先选择一些常用的针法进

行学习的。蜀绣针法中有许多针法都是十分神奇的，掌握了几种主要的基本

针法就能以一通十、以十通百，由熟到巧而变化无穷，就能绣出千姿百态的

景物。这里，我们仅就蜀绣传统针法中一套最具魅力，又很易操作的传统绣

技——交叠绣的刺绣方法做较全面的讲解，供大家学习了解；只要你认真学

习训练，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能亲手绣出自己所喜爱的蜀绣作品了。

交叠绣的形成
和历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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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学好交叠绣，有必要先对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艺术上的成就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为此，先给大家讲一段历史传奇故事：清朝末年，朝

廷为了改良工艺，振兴实业，在1903年批准四川成立了“四川通省劝工总

局”。劝工总局的第一科就是“刺绣科”。当时劝工总局把成都各地最好的

三十多名刺绣技工招进刺绣科，并收了学徒二十多人，聘请国画家张绍煦担

任教导，专门进行蜀绣技法的传承、提高与革新。这位张绍煦不仅对中国绘

画“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之

六法精通，对西洋画的“风格、色彩、笔触”也有一定造诣，而且对刺绣形

神兼备、劲气自然之绣理非常熟悉。他要求技工和学徒在针法上要突破以平

齐为工整的刺绣标准，创造出反映画案质感的新针法，使花草人物、虎豹狮

象在绣面上“活起来”。技工师傅和学徒有了这位好的教导，如鱼得水，个

个争先恐后大胆试验创新，出现了不少新的蜀绣针法，像现代蜀绣中的代表

针法晕针等就是在此期间由劝工总局刺绣科研究出来的。这些新针法的出现

不仅保持了蜀绣构图简练、色彩调和的地方风格，而且兼容了西洋画色彩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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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丰富、画面立体感强烈的一些特点。仅过几年时间，蜀绣界就涌现了一批

能刺绣各种高级欣赏品的绣工，蜀绣在国内外的声誉也越来越高。在三十多

位名技工中有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绣花匠”名叫张洪兴，他是一名技艺高

超的蜀绣大师，不仅绣艺精湛，而且又会自画绣稿，所绣的狮虎活泼生动，

形象逼真、远近驰名。他配合张绍煦的教导，不仅在画案上改革了旧的意象

为写生，并且从民间针法中整理出了一批表现力极强的新针法，刺绣出了不

少好的作品。1908年的一天，劝业道台找到张绍煦说，朝廷准备在江宁（今

南京）举办大型国际博览会，蜀绣是我四川瑰宝，你们刺绣科要拿几件好的

作品去参会，争取夺奖。张绍煦听后非常高兴，向道台表示决不辜负众望，

一定要为四川争光。随即找来张洪兴商议，筹备参会绣品。二人商议认为，

要在国际博览会上夺奖，必具三个条件：一是绣稿要精奇，具有中华文明精

气神的传统特色风貌；二是必须把蜀绣的精美完全展示出来；三是在绣技上

要有新的手法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二人达成共识，由张绍煦负责绣

稿制作，张洪兴领头刺绣。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筹划，张绍煦在对十多种方

案的比较之后，画出了一幅气势雄壮的狮子滚绣球绣稿。这幅绣稿中一对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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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的狮子神态各异、形象逼真，在一位腾空少年武士手持绣球、英姿健美的

引导下，演示出一种威严喜庆的绣球戏猛狮，人欢狮吼、欢庆祥和的场面。

张洪兴接过这幅绣稿非常兴奋，立即带着三名助手描稿上绷，按照传统的绣

法忙碌起来。三个月后第一稿基本绣成，张洪兴和三位助手自觉满意，便请

张绍煦教导到绣房观看。张绍煦看了良久，不禁皱眉，对张洪兴说道：“洪

兴老弟，这样出手夺奖绝无把握。”张洪兴：“为何？我把新近研究的晕针

都用了，多么平齐工整啊！”张绍煦道：“这幅绣看上去十分平齐光亮，但

缺乏生动活泼，狮子的毛质也没有出来，武童面部的籽午眼使其英俊刚猛之

气被削弱了。”张洪兴道：“这是用新的晕针法绣的。”张绍煦道：“我知

道，但确实令人不够满意啊！”两人探讨了一个下午，最后张绍煦说：“自

从我到刺绣科后，我就想一个事，蜀绣的立体感为啥子出不来呢？还是在针

法运用上没有突破。你看我们国画能产生立体感是着色时用了多次染色、多

层罩色、多色复染；西洋画之所以立体感强也是因为运用了多次砌色、多层

盖色的方法。我们蜀绣能不能用一种什么针法把西洋画和国画的着色办法模

仿过来呢？不如这样，洪兴老弟你带几位先出去走走，带上如何临摹国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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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画多层上色，以增加绣面立体感的问题，看看行业内的老绣工有没有什

么办法。”按照张绍煦的要求，张洪兴带上三位助手立即行动起来，足足用

了三个月时间在民间搜集了大量类似的绣件，尔后几个人关起门来比照解剖

研究，选择针法，又在绣料上进行局部刺绣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众多

民间绣工运用的刺绣手法中，受到了启迪：有的绣工师傅不拘泥新针法之

限，对新创的晕针又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创造了晕针叠绣（叠晕针）、晕针变

向重叠（乱晕针），这样绣出的人物皮肤，色彩过渡柔和没有籽午眼，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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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干净顺眼，这对他们的启发很大。通过对民间绣品的学习和反复试绣，他

们一方面从素描等绘画艺术的线条组织和传统的施毛针等针法运用的实际效

果中悟出了横竖斜交叉针法；从车拧针等针法的用针效果中参悟出了旋交叉

针的针法；从撒针的运针规律中引申出了三线交叉和凤爪针；从覆盖针的运

用中提炼出了十字交叉针。另一方面，他们还对蜀绣常用的几种针法如晕

针、齐针、铺针等进行变向叠盖刺绣的试验，在实践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

果。通过这两种形式的试验，张洪兴与三位助手把这些新针法综合起来进行

多层叠绣、多层和色刺绣，整个绣面果然出现了国画和油画的推晕效果，立

体感和厚重感油然而生。几个人非常兴奋，立即运用这套交叉重叠的针法

开始重新绣制狮子滚绣球。这套针法突破了蜀绣密不重叠、稀不露底的施

针模式，针法活泼、线条流畅、色彩层次自然，非常适应光色变化规律，

多层加色、质感立体、充满活力和动感，把油画的砌色和国画的浸色融合

得淋漓尽致。他们在刺绣中以真实体现绣物质感为原则，需要叠绣几层就

叠绣几层，同时不排除对绣物某些部位在原来平绣用针手法的基础上，

交、叠、 （kā）、盖技法的灵活运用，使绣面不失平整且立体壮观。通过

十个月的努力，张洪兴用他创新的这套交叉重叠针法刺绣的狮子滚绣球，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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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获得了成功。只见这幅狮子滚绣球别具一格，两只猛狮望球而争；一只脚

踏实地稳如泰山，一只腾空跃起；两对狮眼神光炯炯，力透毛端；爪势犀

利；毛纹刚柔如生、蓬者随风而扬, 刚直耸立；肌肉质感逼真。舞狮神童着

红衣飘彩带，弓步稳健刚猛；左手指狮，右手高举绣球；绣带鲜艳，球铃飘

音；其面部层次丰富，形神兼备，光泽厚融，和色谐暖；两目神情含蓄，耐

人寻味。背景以交叉针衬托，如风似云。整个画面撼天动地，气势磅礴，喜

气连绵，见者惊叹。1910年春天，这幅狮子滚绣球刺绣在四川省预展中受到

高度评价。1910年6月在南洋劝业会上一举夺得刺绣最高奖牌，进入奏奖名

单。清政府予以重奖，授五品军功衔的红顶子，张洪兴成了蜀绣行业第一个

挂名的官。后来，张洪兴与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名匠合作，用交叠针

法刺绣的动物四联屏送到1915年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获得

一等奖，受到参会人员热烈追捧。这两次获奖使张洪兴研创的交叠针法受到

同行喜爱，各名绣铺组织绣工纷纷效仿，尤以成都锦星公司蜀光丝绣厂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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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洋行突出，他们组织生产了大批交叠绣欣赏品行销美国和香港地区等，作

为圣诞节馈赠之礼品。可惜，由于辛亥革命后，劝工局解散，加之四川政局

混乱，没有人再开办专门的刺绣培训机构，张洪兴新创的交叠针法只能在民

间传承。

张洪兴从蜀绣传统针法中提炼出来的交叠绣法，在蜀绣以平齐工整为刺

绣标准的基础上，开拓了刺绣艺术欣赏绣品的路子。交叠针法刺绣的显著特

点是细腻密集、立体感强，在针法上巧妙地把西方绘画的技法与平绣针法融

为一体，主要运用交叉、叠盖、多层晕铺的手法，运用线点空间混色原理浸

润色彩，针法活泼、线条流畅、劲气自然、色彩丰富、层次感强；扩大了蜀

绣生产的门类，拓宽了蜀绣与各种风格画派广泛结合的路子。张洪兴的徒弟

将这种技法传至民间，在川西和重庆乡村中不少绣工用此法绣出了不少以油

画、照片和素描为绣稿的刺绣欣赏品。新中国成立后蜀绣厂的老厂长用交叠

针法试绣成功的《九寨瀑布》，很快被人收藏。蜀绣“非遗”申报成功后，

蜀绣界纷纷研究发掘蜀绣的传统针法。成都蜀绣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组织

力量对交叠针法进行了深入的发掘研究，培养出了擅长用交叠针法刺绣的技

工，几年来生产了一批绣技水平较高的交叠绣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