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理念不断发展。人们对居住环

境的要求不再仅仅满足于地理位置优越、房屋构造合理等，

而是更加注重依据个人需求、喜好装饰室内家居，力求营造

具有文化艺术气息的环境氛围，以彰显或寄托自己的精神需

求。苏绣艺术作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室内家

居设计中，能够为设计师提供多样的灵感，也为现代室内家

居设计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同时还丰富了我国室内家居设计

的民族特色与装饰风格。

一、苏绣艺术与现代家居设计

1.苏绣的发展及艺术特点

刺绣最开始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女红技术，随着刺绣向

画绣发展，它逐渐演变为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艺术韵味的一

种手工艺术。

苏绣泛指的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一种刺绣工

艺技术。苏绣不是自古就有的刺绣技术门类，它是在基于普

通刺绣技术的基础上，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之后形成的，深受

吴文化的熏陶与影响。苏绣最早出现在苏州的吴县，关于苏

绣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

的更替，苏绣艺术也在不断传承与发展，不同时期的苏绣具

有不同的艺术特点。唐宋时期，苏绣技艺已经具备了较高的

水平；到了明朝，苏州已经形成了每家每户都会养蚕刺绣的

格局；到了清朝，苏绣图案纹样被绣于日用品或服饰上，苏绣

流派各家争鸣，属于苏绣艺术发展的全盛时期；到了民国时

期，社会各行各业都在衰落，苏绣也未能幸免；新中国成立后

直至今日，苏绣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如今，苏绣艺术已经

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无论是在技术发展上还是在苏绣业规模

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并居中国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

粤绣）之首。

2.现代家居设计概述

现代家居设计强调家居设计的现代性，其在现代工学、

现代美学和现代生活的共同推动下，已经发展为最能体现现

代文明生活的环境创造活动之一。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它

是体验生活、处理环境的基本形式；对于专家而言，它是建设

环境、创造文明的有效方法。现代家居设计通过对室内居住

环境进行空间设计与氛围营造，满足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追

求；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室内家居设计将内心精神体现或寄

托在居住环境中，从而对居住环境产生归属感。文化与艺术

在家居设计中的融合，是使室内空间产生归属感的最直接方

式。苏绣艺术与现代家居设计的结合目前处于有待发展的

阶段，随着文化的渗透与科技的不断发展，苏绣艺术在室内

家居产品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设计者在传承苏绣文化的

同时，为现代家居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提供了无限的可

能性。

二、苏绣艺术与现代家居结合的意义

1.从苏绣角度看发展意义

近年来，苏绣艺术形式的演变一直在追随社会发展的脚

步，但其在传承、发扬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苏绣艺

术本身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一定制约。从宏观角度

看，这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首先，

苏绣艺术在现代家居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
□吉官群 鲍诗度

摘 要：以往的苏绣多应用于传统的生活用品，但随着文化的渗透与科技的不断发展，苏绣艺术在室内家居产品中的应

用越来越普遍。苏绣艺术能够为现代家居设计注入新的活力，并提供无限的可能性。该文从不同角度探讨苏绣与现代家居

结合发展的意义，研究苏绣艺术在现代家居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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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往的苏绣艺术难

以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旧有的苏绣形式多应用于传统生

活用品，如棉被、枕头、服饰、手帕等。而现代社会生活中层

出不穷的新兴服饰面料、快捷方便的一次性纸巾等物品对传

统苏绣文化的发展形成冲击。其次，苏绣艺术在传承、发展

上多沿袭传统题材与技术，缺乏创新。如：在图案形式方面，

市面上流通的苏绣图案往往千篇一律，缺乏创新性；在苏绣

品类和技术方面，单面、双面绣与数字化、机械化技术的结合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利用现代化技术创新刺绣形式，

向多元产品延伸，需要设计者更多的思考、实践。

苏绣与现代家居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苏绣

的发展困境。设计者在设计时创新了苏绣艺术形式，将苏绣

艺术元素进行提炼、组合、再运用。这不仅能体现在家居产

品上，还能应用于室内空间的竖向空间设计，最终在彰显艺

术文化的同时与室内环境完美结合。

2.从现代家居设计角度看发展意义

家居设计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人在岩石墙

壁上绘刻出当时的生活场景，这种记录表达的形式如同现在

的室内装饰画。陶器起初作为一种生活用品被使用，而后结

合了彩绘等艺术手段，其功能从实用型逐渐转变为实用与装

饰相结合的类型，如各式各样的花瓶、色彩纷繁的茶具等。

由此可见，虽然早期人类对家居设计缺乏系统认知，但为了

有更好的生活，他们不断改造、美化身边的事物和环境，潜移

默化地推动了家居设计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方家居设计风格传入国内，并深

受大众喜爱，国内的设计者不断学习国外优秀的设计手段与

方法。国外家居设计风格的传入对我国家居设计行业的发

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今，我国家居应用的设计风格

丰富、多元，兼具古今中外的特色，如富有文化内涵的中式风

格、倡导回归自然的田园风格、体现人性化与自然简约的北

欧风格、追求自由奔放与色彩明亮的地中海风格等。虽然当

前家居设计风格多样，在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发展上已经趋于

成熟，但部分设计没有很好地体现文化内涵，缺乏对文化精

髓的提炼、总结与再创造。

苏绣艺术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无论是应用于

中式风格的设计还是与国外多样的设计风格融合，都将为现

代家居设计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苏绣艺术在现代家居中的应用

1.苏绣在室内空间格局中的应用

室内空间通常因其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对空间进行直接

的硬装修分区或间接的软装饰分隔。硬装修一般指利用门、

墙进行分隔，而软装饰分隔多通过装置屏风、展示架、鞋柜、

帘子等划分室内空间的功能分区。

在传统中式风格的现代家居设计中，苏绣元素通常被应

用于屏风的装饰。“将苏绣用于屏风，无疑进一步拓展了屏风

的‘功能’，即在隔断、装饰功能之外，还增加了其收藏价值。”①

现代屏风与古代屏风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古代屏风的主要

功能是隔断作用，而现代屏风更追求装饰效果。因此，现代

屏风多选用透明、轻薄的材料，追求布料通透而精细的质感，

这样不仅可以使室内装饰精致、富有艺术情趣，还可以使室

内空间保持良好的通风和透光效果。在2017上海民族民俗

民间文化博览会上展示的苏绣双面绣屏风，其精致的花鸟图

案与整体造型无不传递着“中国元素，时尚表达”的当代设计

理念，以及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匠人精神。

2.苏绣在室内装饰品方面的应用

“轻装修，重装饰”是目前室内设计行业普遍认同的设计

理念。室内装饰是“一项融合了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

为了满足人们社会活动和生活需要，合理完美地组织与塑造

具有美感而又方便舒适的室内环境的综合性艺术”②。设计

者巧妙利用装饰品对室内空间进行精心布置、设计，可以为

整个空间环境营造出意想不到的艺术氛围。而苏绣元素在

装饰品上的应用，不仅丰富了装饰品的风格，而且促进了中

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室内家居装饰品种类繁多、样式各异。其中，应用最多

的有装饰画、装饰摆件、纺织品等。装饰品的合理摆放与设

计有时可以弥补室内空间或设计上的缺陷。如，设计者可以

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放一面镜子，以扩大视觉空间效果。同

时，对装饰品颜色、大小、质地、硬度的不同选择也可以营造

出具有不同风格、不同层次感的室内环境。苏绣大有用武之

地。

结语

苏绣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工艺，也是中国优秀的

传统文化之一。无论是现代家居设计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苏

绣的展现形式与应用范围正在逐步拓展。不仅如此，在东西

方文化不断融合的今天，苏绣正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走出国

门，大放异彩。苏绣作为民族艺术文化的一种，离不开苏绣

艺术家代代相传的手艺和设计者别出心裁的灵感，只有他们

的不断探索、突破，才能将苏绣艺术传承下去，使苏绣艺术融

于设计，更贴近现代生活。

注释：

①无秋.织屏绣扆 十指春风——苏绣和缂丝屏风赏析.家具与室

内装饰，2012（12）.

②李斌.马王堆汉墓刺绣纹样在室内装饰中的应用研究.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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