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博物馆为纪念北京建都870
周年而精心打造的“辉煌中轴”特展，汇
集了来自17家文博单位的53组（件）文
物，自2023年开展以来备受瞩目。不
久前，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一盛事
让展览热度飙升，再次聚焦公众目光。
追溯历史，中轴线的概念是如何形成
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又具有何
种意义？为此，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对“辉煌中轴”的展览设计师钟梅进行
了专访，为读者了解北京中轴线带来更
多元视角的解读——

为每个展览为每个展览，，都寻找到最佳呈都寻找到最佳呈
现方式现方式

我是我是20052005年进入首都博物馆工作年进入首都博物馆工作
的的，，从事展览设计已有从事展览设计已有1919年年。。自自20062006年年
新展馆开馆后新展馆开馆后，，首博持续推出了很多具首博持续推出了很多具
有影响力的展览有影响力的展览。。20062006年和年和20072007年年，，还还
是新人的我就分别主持设计了是新人的我就分别主持设计了““大英博大英博
物馆物馆250250年珍宝展年珍宝展””和和““卢浮宫希腊珍宝卢浮宫希腊珍宝
展展””，，这两个展览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这两个展览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
会关注会关注。。后来的日子里后来的日子里，，我又在首博完我又在首博完
成了众多展览任务成了众多展览任务。。

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让我认识到让我认识到
在展览策划中在展览策划中，，文本与设计的紧密关文本与设计的紧密关
系系。。编写文本的老师多为考古和历史专编写文本的老师多为考古和历史专
业出身业出身，，他们为展览提供主题他们为展览提供主题、、逻辑架构逻辑架构
和展品选择等基础内容和展品选择等基础内容。。而设计师则是而设计师则是
从视觉规划的角度来思考文本从视觉规划的角度来思考文本，，考虑文考虑文
物和展品在展览中的最佳呈现方式物和展品在展览中的最佳呈现方式。。起起
初初，，我在首博的设计部门我在首博的设计部门，，每年要负责十每年要负责十
几个展览几个展览，，展览任务多而重展览任务多而重，，要求完成的要求完成的
节奏非常快节奏非常快，，但往往对展览的内涵反映但往往对展览的内涵反映
到设计上的解读还不够深入到设计上的解读还不够深入。。调到业务调到业务
研究部后研究部后，，我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展览策我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展览策
划划，，从文本制定到设计环节从文本制定到设计环节，，再到与展览再到与展览
公司对接公司对接、、布展施工布展施工，，实现全程参与实现全程参与，，从从
而使展览的内容与形式更好地融合而使展览的内容与形式更好地融合。。

策划展览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挑战策划展览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挑战。。
20112011年年，，策划策划““回望大明回望大明——走近万历走近万历
朝朝””主题展览的过程就很波折主题展览的过程就很波折。。明朝历明朝历
史横跨史横跨200200余年余年，，历经历经1616位皇帝位皇帝，，各个时各个时
期特点鲜明期特点鲜明，，史实繁杂史实繁杂，，确定主题和选择确定主题和选择
展品成为关键展品成为关键。。在初步拟定大纲阶段在初步拟定大纲阶段，，
我们邀请了专家进行内容论证我们邀请了专家进行内容论证。。专家们专家们
对文本中的基础资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对文本中的基础资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
见见，，但几轮论证之后但几轮论证之后，，他们仍然对展览的他们仍然对展览的
文本架构不太满意文本架构不太满意，，总是觉得一个特展总是觉得一个特展
要贯穿明王朝的历史在文本写作上和文要贯穿明王朝的历史在文本写作上和文
物借展上都将面临很多困难物借展上都将面临很多困难，，展览进程展览进程
一度陷入了僵局一度陷入了僵局。。在策展团队多次内部在策展团队多次内部
讨论会议上讨论会议上，，我作为设计人员我作为设计人员，，提出了一提出了一
个新的建议个新的建议：：特展不一定要做成通史特展不一定要做成通史，，可可
以将展览聚焦在万历时期以将展览聚焦在万历时期。。一是万历时一是万历时
期文化丰富期文化丰富，，涌现了张居正涌现了张居正、、戚继光等重戚继光等重
要人物要人物，，具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内容具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内容。。同同
时时，，万历时期是明王朝的重要转折点万历时期是明王朝的重要转折点，，以以
此作为切口也能够以小见大此作为切口也能够以小见大，，折射出整折射出整
个大明王朝的面貌及变迁个大明王朝的面貌及变迁。。最终最终，，这个这个
展览以主题策划的新颖视角成功开展展览以主题策划的新颖视角成功开展，，
并在并在20112011年年““全国十大精品展览全国十大精品展览””评比评比
中获中获““精品展览奖精品展览奖””。。

展览的实施过程中展览的实施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
的完成都不容易的完成都不容易。。以文物的选择和展以文物的选择和展
示为例示为例，，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亲自到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亲自到
各个文博单位进库查看文物状态各个文博单位进库查看文物状态，，挑挑
选和测量文物选和测量文物，，以便确定最合适的展以便确定最合适的展
示方式示方式。。这是一种工作常态这是一种工作常态，，但有的但有的
时候由于受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时候由于受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当当
无法去文物所在地查看时无法去文物所在地查看时，，就只能通就只能通
过照片挑选文物过照片挑选文物。。然而然而，，仅凭照片很仅凭照片很
难了解文物的体量和实际状态难了解文物的体量和实际状态。。20212021
年的年的““万年永宝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中国馆藏文物保
护成果展护成果展””，，展出的文物展出的文物5050余件都是经余件都是经
过修复的国宝级文物过修复的国宝级文物，，每件都很宝贵每件都很宝贵，，
但状况也很复杂但状况也很复杂，，文物运送过来后文物运送过来后，，才才
发现诸如尺寸不合适或展出条件跟初发现诸如尺寸不合适或展出条件跟初
始设想不一致等各种问题始设想不一致等各种问题。。

虽然困难重重虽然困难重重，，但每个展览的成功但每个展览的成功
开幕开幕，，都会令我感到付出的一切都很值都会令我感到付出的一切都很值
得得。。还记得还记得 20212021 年年，，为纪念北京建都为纪念北京建都
870870周年周年，，首都博物馆就计划推出首都博物馆就计划推出““辉煌辉煌
中轴中轴””特展特展。。我们在我们在20222022年花了一年的年花了一年的

时间研究文本时间研究文本，，直到直到 20232023 年年 33 月月 2828 日日
““辉煌中轴辉煌中轴””展览成功开幕展览成功开幕，，到现在展览到现在展览
仍然在展出仍然在展出。。而当初而当初，，我们的策展目的我们的策展目的
之一就是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之一就是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在展览在展览
中深度挖掘其文化内涵中深度挖掘其文化内涵，，让人们更好地让人们更好地
领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领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作为博物作为博物
馆的设计师馆的设计师，，凭借多年的经验凭借多年的经验，，我对展我对展
览设计的意义有很多深入思考览设计的意义有很多深入思考，，并且希并且希
望在设计中更好地展现对展览主题和望在设计中更好地展现对展览主题和
内容的传达内容的传达。。

从从““中中””到到““中轴中轴””再到再到““北京中北京中
轴线轴线””的演变的演变

最初接到最初接到““辉煌中轴辉煌中轴””这个题目时这个题目时，，
我对展览所要表达的主题并没有一个很我对展览所要表达的主题并没有一个很
清晰明确的概念清晰明确的概念。。北京中轴线由北京中轴线由1515个个
遗产点组成遗产点组成，，这些遗产点不仅体现了明这些遗产点不仅体现了明
清时代卓越的建筑技术和建造工艺清时代卓越的建筑技术和建造工艺，，还还
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这样一个由对于这样一个由
众多单体建筑合成整体内容的展览众多单体建筑合成整体内容的展览，，如如
果只是逐一介绍这些建筑的特点和用果只是逐一介绍这些建筑的特点和用
途途，，就会忽视它作为整体的意义就会忽视它作为整体的意义。。特别特别
是故宫和天坛分别在是故宫和天坛分别在19871987年和年和19981998年年
就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为何那么为何
现在还要将它们纳入现在还要将它们纳入““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作为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申遗一个整体进行申遗？？显然显然，，其中有更深其中有更深
层的意义层的意义。。那我们的展览重点应该在于那我们的展览重点应该在于
展示这一整体的文化内涵展示这一整体的文化内涵，，而非单纯的而非单纯的
建筑物质价值建筑物质价值。。

因此因此，，在展品的选择上在展品的选择上，，我们也秉我们也秉
承这一思路承这一思路。。我们不局限于明清时期我们不局限于明清时期
各遗产点中的文物各遗产点中的文物，，而是从中轴线的而是从中轴线的
起源起源、、形成和规模逐渐壮大的过程入形成和规模逐渐壮大的过程入
手手，，展现从展现从““中中””到到““中轴中轴””再到再到““北京中北京中
轴线轴线””的演变的演变。。我们选择的展品跨越我们选择的展品跨越
了几千年了几千年，，例如例如，，展览的第一个单元展览的第一个单元

““壮美中轴壮美中轴””中展示的中展示的““槷槷（（nièniè））表表””属属
于新石器时代于新石器时代，，是古代测定日影和方是古代测定日影和方
向的工具向的工具。。作为传统的农业古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古国，，古古
人靠天吃饭人靠天吃饭，，最早是通过观察天象的最早是通过观察天象的
变化来测定时间的规律变化来测定时间的规律，，““观象授时观象授时””
随之应运而生随之应运而生。。并以此为基础相应发并以此为基础相应发
展出对时间展出对时间、、空间空间、、方位的认知方位的认知，，形成形成
一套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和传统的文化一套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和传统的文化
观念观念，，以以““中中””为核心的确立为核心的确立，，也孕育了也孕育了

““中正中正”“”“中和中和””和和““中庸中庸””等哲学理念的等哲学理念的
萌生萌生。。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在在““壮美中轴壮美中轴””中还展出中还展出
了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了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
都城的地图都城的地图。。通过这些地图通过这些地图，，人们可以人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古代都城的发展脉络清晰地看到古代都城的发展脉络，，以及以及

““中中””和和““轴轴””的概念在其中的体现的概念在其中的体现。。中轴中轴
线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曹魏的邺城线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曹魏的邺城，，之后之后
各朝代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各朝代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北京中轴北京中轴
线是现存体系中最为完整且规模最大线是现存体系中最为完整且规模最大
的的，，它不仅是建筑史上的重要象征它不仅是建筑史上的重要象征，，更是更是
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实体象征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实体象征。。比如比如，，钟钟
楼和鼓楼为城市报时楼和鼓楼为城市报时，，太庙太庙、、社稷坛分担社稷坛分担
不同祭祀功能不同祭祀功能，，它们共同构成以中轴线它们共同构成以中轴线
为核心的庞大体系为核心的庞大体系。。

在古代在古代，，都城的中轴线形成城市的都城的中轴线形成城市的
中心中心，，各种礼仪建筑以中轴线展开各种礼仪建筑以中轴线展开，，构筑构筑

起城市的格局和秩序起城市的格局和秩序，，成为国家的象成为国家的象
征和典范征和典范。。这种秩序所传达的观念层这种秩序所传达的观念层
层下传层下传，，覆盖整个国家覆盖整个国家。。我生长在一我生长在一
个小县城个小县城，，儿时并没有觉察到县城有儿时并没有觉察到县城有
多少文化气息多少文化气息。。直到读大学直到读大学，，由于所由于所
学专业为建筑学学专业为建筑学，，在学校图书馆查阅在学校图书馆查阅
明清时期的县志地图明清时期的县志地图，，我发现县城被我发现县城被
河流环绕河流环绕、、城墙包围城墙包围。。县衙县衙、、文庙以及文庙以及
棂星门等官衙建筑也是沿一条中轴线棂星门等官衙建筑也是沿一条中轴线
秩序展开秩序展开，，成为县城的核心区域成为县城的核心区域。。这这
些建筑的布局同样包含轴的概念和左些建筑的布局同样包含轴的概念和左
右对称布局的理念右对称布局的理念，，只是规模比都城只是规模比都城
的中轴线小得多的中轴线小得多，，规格也低得多规格也低得多，，但俨但俨
然也传递了社会秩序体系然也传递了社会秩序体系，，表达了与表达了与
上层一致的以礼序治理社会的观念上层一致的以礼序治理社会的观念。。

以往以往，，人们对北京的文化遗产往往人们对北京的文化遗产往往
只是从个体了解只是从个体了解，，而此次的而此次的““辉煌中轴辉煌中轴””
展首次将北京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展首次将北京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完整
地呈现出来地呈现出来，，并进行深入解读并进行深入解读，，使其与中使其与中
国文化紧密关联起来国文化紧密关联起来。。

多元形式展现北京中轴线的多元形式展现北京中轴线的
发展轨迹发展轨迹

1616 米长的中轴线数字沙盘是整个米长的中轴线数字沙盘是整个
展览的开篇展览的开篇，，也是也是““壮美中轴壮美中轴””里最吸引里最吸引
观众的展品观众的展品。。它是一个沉浸式空间它是一个沉浸式空间，，依依
据北京市测绘院提供的准确和科学的测据北京市测绘院提供的准确和科学的测
绘数据绘数据，，将整个中轴线等比例缩小复制将整个中轴线等比例缩小复制
还原于其中还原于其中，，并且结合立体投影技术并且结合立体投影技术，，动动
态展现中轴线上的昼夜交替和四季轮态展现中轴线上的昼夜交替和四季轮
回回。。在这里在这里，，观众可以从俯瞰的视角纵观众可以从俯瞰的视角纵
览整个中轴线建筑群览整个中轴线建筑群，，去体会中轴线上去体会中轴线上
的建筑在整个城市中的布局位置的建筑在整个城市中的布局位置，，建筑建筑
个体之间的形态及序列关系形态的关个体之间的形态及序列关系形态的关
联联，，进而更好地理解中轴线整体的美和进而更好地理解中轴线整体的美和
对城市的意义对城市的意义。。

展览的第二单元展览的第二单元““文化中轴文化中轴””，，是以是以
文物展示来解读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源文物展示来解读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源
流和发展流和发展，，重点在于解释远古中国对重点在于解释远古中国对

““中中””的认知与重视的认知与重视。。为此为此，，我们从中国我们从中国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借来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借来““网红网红””文物何文物何
尊尊（（复制品复制品），），其铭文中的其铭文中的““宅之中国宅之中国””即即

““以中立国以中立国””的含义的含义，，非常契合我们的展非常契合我们的展
览主题览主题。。这件展品被放置在第一部分这件展品被放置在第一部分
展厅中的轴线和中心位置展厅中的轴线和中心位置，，佐证了中国佐证了中国
传统政治文化对传统政治文化对““中中””和和““轴轴””概念的认概念的认
知和确立知和确立。。

同时同时，，““文化中轴文化中轴””单元还呈现了中单元还呈现了中
轴线的形成及发展历史进程轴线的形成及发展历史进程。。其中的其中的
展品展品，，除了汉魏除了汉魏、、隋唐宋不同朝代都城隋唐宋不同朝代都城
的演变图和建筑构筑外的演变图和建筑构筑外，，还包括史前的还包括史前的
祭祀器祭祀器、、三代用于都城选择的占卜甲三代用于都城选择的占卜甲
骨骨，，以及正阳门正脊压胜宝盒以及正阳门正脊压胜宝盒、、永定门永定门
石匾石匾、、样式雷图样样式雷图样、、光绪光绪《《大婚图大婚图》》部分部分
礼节图礼节图、、““雍正祭先农坛图雍正祭先农坛图””等文物等文物。。实实
物结合多媒体物结合多媒体，，不同方式的演绎不同方式的演绎，，将传将传
统礼制社会建立和运行的思想基础在统礼制社会建立和运行的思想基础在
都城建设建筑格局中的反映进行了深都城建设建筑格局中的反映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人文解读入浅出的人文解读。。

在从第二单元在从第二单元““文化中轴文化中轴””向第三向第三
单元单元““永恒中轴永恒中轴””过渡时过渡时，，观众会看到一观众会看到一
块展板上布满了一幅幅发黄的老照块展板上布满了一幅幅发黄的老照
片片。。这些皆与中轴线有关的老照片里这些皆与中轴线有关的老照片里，，
有面貌各异的劳动者和他们各种生活有面貌各异的劳动者和他们各种生活
化的场景化的场景。。我们想通过这些老照片突我们想通过这些老照片突
出出““人人””这一主体这一主体，，以此强调中轴线与人以此强调中轴线与人
们生活的紧密联系们生活的紧密联系。。

古代时中轴线服务于帝王古代时中轴线服务于帝王，，而如今而如今
它已公众化它已公众化，，属于人民属于人民。。在当代社会在当代社会，，
中轴线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着我们对自中轴线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着我们对自
身文化的认同身文化的认同，，并支撑着北京的城市景并支撑着北京的城市景
观观。。““永恒中轴永恒中轴””展现的就是当代人对中展现的就是当代人对中
轴的保护和传承轴的保护和传承，，内容涉及中轴线公共内容涉及中轴线公共
化的历程化的历程，，以及我们对中轴线保护的政以及我们对中轴线保护的政
策性内容策性内容。。为了能让观众参与其中为了能让观众参与其中，，增增
加观众的体验感和情感联结加观众的体验感和情感联结，，在这个单在这个单
元的中心区位元的中心区位，，我们还设置了我们还设置了““生生不生生不
息息””的展项的展项。。基于本馆的现当代老物件基于本馆的现当代老物件
收藏收藏，，有有““实测北京水平实测北京水平””石标石标、、2020世纪世纪
8080年代人民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入场年代人民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入场
券券、、鼓楼迎春国画联展请柬等鼓楼迎春国画联展请柬等。。展位上展位上
还预留有灵活机动拓展展品的空间还预留有灵活机动拓展展品的空间，，向向
社会公众进行展品征集社会公众进行展品征集，，观众可以填报观众可以填报
信息信息，，将自家老物件带来参与展出将自家老物件带来参与展出。。

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北京中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北京中
轴线在不同时期的面貌轴线在不同时期的面貌，，我们还搜集了我们还搜集了
从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各个时期不同版从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各个时期不同版
本的北京城市测绘地图本的北京城市测绘地图，，以轻松互动的以轻松互动的
方式让观众查询北京中轴线上各个建方式让观众查询北京中轴线上各个建
筑从筑从 19431943 年至年至 20202020 年的实地航拍图年的实地航拍图，，
进行不同年代的直观比对进行不同年代的直观比对。。这些地图这些地图
和资料贯穿了北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和资料贯穿了北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
城市布局变迁和风貌演变城市布局变迁和风貌演变，，使观众能够使观众能够
从中感知北京中轴线的发展轨迹从中感知北京中轴线的发展轨迹。。

一年多来一年多来，，““辉煌中轴辉煌中轴””展览吸引了展览吸引了
很多观众走进首博很多观众走进首博。。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北京中轴线申遗成
功后功后，，这个展览再次成为焦点这个展览再次成为焦点。。这对我这对我
们来说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博物馆博物馆
是一座璀璨的文化灯塔是一座璀璨的文化灯塔，，照亮人们探寻照亮人们探寻
历史文化魅力的前行之路历史文化魅力的前行之路。。希望我们用希望我们用
展览为北京中轴线编织出的这幅绚丽多展览为北京中轴线编织出的这幅绚丽多
彩的彩的““历史画卷历史画卷””，，让每一个走进首博的让每一个走进首博的
人人，，都能沉浸在精彩的时光之旅中都能沉浸在精彩的时光之旅中。。

■ 口述：王子怡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4中国文化
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在天津举办，走进中国
文化产业博览会的现场时，目光所及之处，
皆是文化的瑰宝。在湖北展厅，各种汉绣作
品精美绝伦，其中一幅名为《楚楚动人》的汉
绣作品美得令人叹为观止。只见绣面上的
神鸟振翅欲飞，姿态优美，传神而灵动。它
的尾羽与众多凤凰不同，只有一根凤尾呈S
形，柔美且有张力地伸向空中。这幅作品出
自汉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子怡。在她看
来，汉绣文化博大精深，宛如一座蕴藏无尽
宝藏的艺术殿堂，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非凡魅
力。在汉绣的艺术道路上，她是如何不懈追
求？又是如何传承汉绣这门古老艺术的
呢？以下是她的讲述——

技艺的探寻与摸索

20世纪80年代，我就踏上了刺绣之旅。
那时，我先后学习了苏绣、湘绣、苗绣等绣
种。现在回想，那时的我对非遗文化缺乏深
刻认知，学习刺绣只是出于对刺绣技艺的一
种追求。

在那个阶段，我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如
何让绣品更加逼真、细腻上。我努力钻研
劈丝技巧，力求将丝线劈得更细、更精美。
对于色彩的搭配，我也费尽心思，琢磨着如
何让颜色过渡渐变得更加自然。然而，那
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刺绣不仅是技艺的
展现，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我缺乏对创意
作品的探索。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跟随师傅认真学习
每一个针法，每一种绣法。师傅的言传身
教，让我掌握了多种刺绣技艺的针法。同
时，我在湖北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等院
校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研修，在导师的指导
下，我的眼界逐渐开阔起来。我开始思考刺
绣的更多可能性，而不再局限于对物相的逼
真描绘。

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为我日后的刺
绣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当时我还
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但那些日子
里积累的技艺和经验是我的宝贵财富。

传统技艺的创新突破

2000年后，我的刺绣生涯迎来了重要的
转折，我开始专注于汉绣的研究和探索。那
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师从汉绣国
家级传承人黄圣辉师傅。师傅的精湛技艺
和对汉绣的热爱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对汉
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汉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历史悠久，楚文化底蕴深厚。接触到汉
绣后，我开始深入挖掘汉绣的文化内涵，探
寻楚文化底蕴的核心价值与艺术特征。

为了更好地理解汉绣的根源，我曾多次
前往荆州博物馆、长沙博物馆等地，去观看
和感知楚人祖先对造型艺术的高超境界。
在那里，我看到了龙凤纹、虎纹等精美的图
案，这些图案用简洁的线条和S形的造型，将
龙凤的神韵表现得灵动传神、韵味优雅。花
卉藤蔓自由穿插，对称优美，令我惊叹不已。

通过不断地寻根、走访艺人以及深入学
习，我逐渐认识到汉绣的传承不仅是技艺方
面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技艺所承载的文化与
精神层面的传承。汉绣传统刺绣的图案多为
吉祥文化的题材，如“年年有鱼，平安富贵，事
事如意”等，以“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审美
理念进行设计与刺绣。刺绣工艺讲究满绣，

结实、经久耐用，配色鲜艳亮丽、对比强烈。
然而，在当代的传承和创作中，如何表

现出荆楚之地的特色以及与传统技艺融合，
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汉绣传统刺绣
没有浪漫空灵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先例。要
让汉绣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就必须进行
创新。

于是，我开始尝试在针法和绣法上进行
突破。与传统满绣不同，我采用减法刺绣
法，营造浪漫灵动的效果。这种方法与传统
满绣的加法刺绣看似矛盾，实则可以相互融
合、相得益彰。通过不断地尝试和实践，我
逐渐找到既能体现汉绣楚文化浪漫艺术底
蕴，又能与传统技艺相结合的方法，即“针法
不变，绣法变”“针法无界，文化有根”。我的
探索，突破了汉绣受针法局限的定格思维，
创作思路有了新的飞跃。

2015年在清华美术学院非遗研修时，我
创作了第一幅作品《东湖楚韵》。这幅作品
以简练的手法，用武汉东湖中的景点，楚凤、
楚城、编钟、荷花等元素构图。楚凤是楚人
的信仰图腾，寓意吉祥与美好；编钟，寓意财
富，地位、兴盛。采用汉绣传统工艺平金夹
绣，以减法虚绣表现画面整体空灵的意境，
突破了汉绣满绣的局限。而楚凤欲飞欲奔
的灵动，不仅动感十足，亦具有自信的神韵
与楚艺术浪漫的特征。

让汉绣与时代接轨

随着对汉绣的深入研究和创作，我开始
思考汉绣的传承问题。汉绣作为一种非物
质文化遗产，需要更多人了解、学习和传
承。自2014年起，我受聘于江汉大学、武汉
大学、湖北美术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开设汉
绣传统文化技艺通识课。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汉绣、热爱汉
绣。在教学过程中，我树立了“文化知根，刺
绣知艺，传承知辨”的理念，将文化、设计、刺
绣作为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并根据时代的发
展不断对其进行创新和优化。

汉绣的传承不只是技艺的传授，更是
一种文化的传承。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
让汉绣融入现代生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汉绣的魅力。我相信，只有让汉绣与时代
接轨，才能让它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绽放
光彩。

汉绣面临着Al智能的挑战，但无论科技
多么先进，坚守优秀的民族文化、坚持原创，
做出匠心独运的精美民间工艺品，会使市场
需求显得更加稀缺和珍贵。我将继续努力
创作更多有楚文化内涵的作品，让汉绣的浪
漫艺术特色更加凸显。同时，我也将继续致
力于汉绣的传承工作，培养更多汉绣人才，
让汉绣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的活力。

回顾我的刺绣之路，从最初对刺绣技艺
的单纯追求，到后来对汉绣的深入研究和创
新，再到如今肩负起汉绣传承的使命，每一
步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我相信，在我们这
一代汉绣传承人的努力下，汉绣必将迎来更
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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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钟梅，正高级工艺美术师，首都博物馆展览设计

师，参与策划与主持设计了博物馆众多重要展览，如《大英博物

馆250年珍宝展》《卢浮宫珍宝展》《早期中国》《回望大明——走

近万历朝》《万年永宝》《辉煌中轴》《北京历史文化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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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王子怡，国家级非遗汉

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外交

部湖北省全球推介活动汉绣

代言人。先后荣获中国工艺

美术“百花奖”金奖，入选国

家博物馆最新成果双年展，

受到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

向世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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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口述：：钟梅钟梅 展览设计师展览设计师
■■ 记录记录：：熊维西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显卿宦迹图册徐显卿宦迹图册》》之之““经筵进讲经筵进讲””局部局部

永定门石匾永定门石匾

中轴线上的老照片中轴线上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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