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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量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与优化,社会公众对于艺术文化失业的关

注程度不断提升,从而有效推动了文化强国战略的落实与开展。在此过程中,大量艺术工作者结合自身工

作经验对于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究,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艺术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

展。其中,作为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羌绣艺术有效实现了羌族人民文化的展现。研究

人员表示,通过对羌绣艺术进行分析与探索,艺术工作者可以更好的对羌民族人民的文化情怀进行深刻

的理解,从而有效推动我国首传统手工艺美术的发展。本文从艺术的角度对羌绣艺术之美进行了合理的

分析与探索,旨在进一步推动羌绣艺术的合理发展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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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

公众对于艺术文化的关注不断提升,从

而有效推动了我国艺术研究工作的繁

荣。在艺术研究过程中,作为重要的民间

艺术形式之一,羌绣艺术是羌民族刺绣

的简称,总的来看,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

重要组成部分,羌绣具有较强的地域化

与多元化特征,其发展与枪民族的历史

变迁之间具有较为深厚的渊源。在艺术

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指出,通过对羌绣

艺术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探究,研究者可

以进一步实现对于羌民族这个退居在大

山山顶的“云端”民族进行更为深刻的

理解与认识,从而为我国艺术工作的发

展与繁荣提供全新的活力。 

1 羌绣概述 

从艺术工作的角度来看,羌绣主要指

羌民族的刺绣,具体来说,其是羌族妇女

通过对不同彩线进行应用在织物上所绣

出的不同的纹样与图案的总称。对于羌族

人民而言,羌绣的主要用途是对服饰、枕

巾、手帕以及香包等生活起居用品进行合

理的美化,其中,以羌族人民日常生活服

饰上的纹样 为显著。在羌族人民的日常

生活中,羌绣在其俯视中具有较强的装饰

性意味,相关研究显示,在羌族人民的衣

裙、腰带、围腰、头帕、衣襟甚至袜子

等服饰上均有羌绣的影子。 

2 羌绣纹样图案的主要内容 

从羌绣图案纹样内容的角度来看,羌

绣纹样主要包括自然植物、动物以及吉祥

如意纹样等三大主要形态。从地域的角度

分析,羌绣主要盛产于我国四川省岷江河

谷地带,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对较好,植

被茂盛且各类名花异草种类较多,这些环

境条件为羌绣纹样的丰富多彩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与保障。相关调查显示,羌族人

民在自然生活中将常见的金瓜花、梅花、

吊吊花、羊角花、海椒花、牡丹花以及腰

围子花等植物图形进行了合理的设计,从

而成为了抢修的重要图案。在动物纹样问

题上,研究人员表示,羌族人民与动物之

间具有远久远的渊源,其中,羌民族的图

腾既是以牛羊为原型取材,因此,在羌绣

图案纹样设计过程中,牛羊等动物纹样也

较为常见。总的来看。在羌绣图案纹样中

狮虎具有高大威猛的含义；飞蛾具有声誉

和爱情的含义；喜鹊和蝙蝠具有长寿和祝

福的含义。大量研究显示,羌绣纹样与中

国其他民族的纹样之间具有较强的一致

性,即在纹样图案题材中具有一系列含有

吉祥含义的图案,例如,羌绣中常见的藤

穿牡丹、凤穿牡丹、四羊识宝、石榴送子、

金瓜向阳以及金瓜连环等纹样均表现出

了羌民族人民对于吉祥含义的向往。其中,

四羊识宝具有寓意吉祥的含义；金瓜向阳

具有寓意丰收的意蕴。在这一问题上,大

量研究指出,在羌绣图案纹样中,上述与

吉祥的图案纹样数量相对较多,同时,这

些纹样也与枪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间

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从而有效体现出了

羌绣所具有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研究价值。 

3 羌绣的艺术价值 

3.1合理进行色彩运用,实现了自然

色泽的仿袭。作为一个移居在高山山顶

的少数民族,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的过

程中并没有得到大量美学理论的指导。

基于此,羌族人民在对文化中色彩学进

行探究的过程中主要通过对于自然的感

悟而进行色彩的选取与应用。在漫长的

历史岁月中,羌民族人民在自然中体会

出了一种对于色彩应用的独特观点,从

而使得色彩在羌绣中得到了出神入化的

应用。总的来看,在羌绣选材过程中,羌

族人民主要采用五色丝线或土质棉线进

行羌绣的编制与制作。在应用过程中,

羌族人民力求通过不同线条的应用实现

对于自然景物的合理效仿,例如,其在羌

绣中对于海子所特有的湖蓝色,植物所

特有的苍翠颜色以及阳光所具有的红色

等鲜艳色彩进行了合理的表现,进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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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羌绣纹样图案中的色彩层次更为鲜明,

提升了羌绣花型纹样的立体质感。总的

来看,在色彩选择方面,羌民族妇女在对

长袍进行抢绣制作的过程中主要以黑、

蓝、红三色作为主色调。同时,通过不同

颜色枪修头帕与围腰的点 ,使得羌族

人民的民族服饰具有明快亮丽的特征。

在点 用服饰上,羌族妇女多数使用湖

蓝、白、桃红、黄、草绿以及黑等作为

主色调,从而使得点 的对比性作用更

为明显。在此过程中,通过明暗度的对比

与色阶渐变的展示,可以进一步实现羌

绣色彩关系的有效凸显。 

3.2纹样贴近自然生活,仅限艺术形

式朴素之美。从羌绣图案纹样的角度进

行分析,在羌绣作品中,大量纹样图案的

题材均与羌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自然风

物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纹样图案

中还表现出了羌民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起

居现状,从而有效实现了艺术形式朴素

美感的合理展现。在这一问题上,从艺术

审美的角度分析,不同的自然风物代表

了不同的含义,其中,菊花、牡丹、杜鹃

及桃花等植物表现出了羌族人民对于大

自然生活的合理热爱,而狮子、老虎、山

羊与牛等动物则表现出了羌族人民原始

的图腾崇拜。在羌绣作品中,这些纹样图

案的合理应用使得枪民族文化中热情、

自由以及奔放等特征被得到了合理的展

现,进而实现了浓郁民族艺术感染力的

提升。同时,通过对纹样进行分析后可以

发现,在羌绣的图案中,花草树木与飞禽

走兽之间的和谐共存体现出了自然界朴

素而绚丽的景色,从而使得勤劳而勇敢

的羌民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得到了有效的

彰显。对于羌族人民而言,这些图案与纹

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

被族人所理解的文化符号。 

大量研究显示,在羌绣的绣品中,以

团团花为主的圆形组合相对较为常见,

在绣品内容上,这一组合主要涉及的内

容包括蛾蛾抱百花、吉祥雀报春、金瓜

银灯以及凤穿牡丹等。在布局方面,边花

和角花对于正中的团花图案进行了合理

的点 ,从而使得四周的花纹图案与正

中的团花图案相得益彰,可以更好的实

现对于艺术渲染力的提高。此外,羌绣纹

样中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其对于自然

景物的仿抽象化表示,例如,在羌绣中对

于日月星辰,太阳、如意以及万字等事物

具有相应的纹路进行展现。 

3.3有效实现情感交融,营造良好艺

术审美韵味。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大多数

民族在民族文化中均有对吉祥如意等意

蕴进行描述的图案。在羌绣中,此类图案

也得到了合理的展现,其中,凤穿牡丹表

示吉祥如意；鸳鸯戏水寓意幸福美满；

石榴送子寓意多子多孙。在这里,需要特

别强调一点,羌族人民对于羊具有深切

的感情,因此,在羌民族人民的图案中,

羊这一图案代表了“吉祥”的含义。在

羌绣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四羊识宝

图”与“四羊护菊图”等图案,这些纹样

主要用来对羌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进行合理寄托。从美学的角度来看,

羌族人民虽然生活相对较为艰辛,然而,

在羌绣的纹章图案中却表达出了羌族人

民对于生活的无限向往,从而有效实现

了羌绣图案纹样人文主义与美学研究价

值的提升。 

3.4图案纹样疏密有致,自由之美得

以淋漓尽显。从布局的角度来看,羌绣纹

样在布局中表现出了疏密有字的自然处

理风格,从而有效实现了图案纹样审美价

值的进一步提升。大量研究表明,羌族妇

女在对相关纹样进行制作的过程中往往

不进行提前设计,而是在缝制的过程中进

行相关纹样的合理组织,这种信手拈来的

自然织绣模式有效实现了图案纹样特异

性的提升,使得同一样式和题材的纹样相

对较少。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纹样组织方

式也显露出了羌族人民对于自然向往的

生活态度。同时,对于羌族人民而言,在羌

绣的纹样图案中也表现出了该民族人民

群众开放,豪迈热情的人格特征。通过对

羌民族民族发展进行结合可以看出,在羌

绣艺术中有效实现了对于羌民族人民朴

实、热情以及向往自由的审美价值取向的

展示,进而使得纹样中所具有的艺术气息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4 结语 

经过大量分析,研究人员指出,作为

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羌绣艺术有效实

现了对于民族文化的合理展现。基于此,

在对羌绣艺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相关

人员可以进一步实现对于羌民族传统文

化的合理理解与有效认识,对于少数民

族文化的合理发展与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的进一步繁荣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在

研究过程中,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羌绣图

案纹样属于平民大众所有,其不具有权

势的象征价值。对于羌民族而言,羌绣已

经作为了一组该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符号,

因此,在对羌绣图案纹样进行分析的过

程中,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实现对于羌民

族发展经历、宗教习俗、文化信仰以及

生存环境等大量客观因素的合理分析,

对于我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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