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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间艺术的长河里，绽放着这

样一朵鲜为人知的民间艺术之花，它就是陕

南民间刺绣——城固架花。架花又称挑花，

据考证，至少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的图

案非常古老，有着古代象形文字的痕迹；针

法也是靠着布面的纹路来运行，和编织很接

近，而编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架花

用的坯布大多是家织土布、麻布或经过染坊

加染的毛青布，所用的线多数是色彩单一的

棉线和丝线，染料多数是靛蓝、核桃皮、红

花、紫草、石榴子等天然植物性染料，原材

料基本上是就地取材，这都为当地村姑农妇

挑花刺绣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特别是在明清

时期，桑及棉花种植范围的不断提高，在城

固广大农村形成了家家有纺线车、户户有织

布机、人人（妇女）会挑花刺绣的一个奇特

的景观。

近些年来，架花艺术却离我们越来越

远，甚至在慢慢消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普查中，调查结果表明，该技艺濒临消

失的边缘。城固架花作为刺绣的一大类，

随着老艺人的谢世，到了人亡艺绝的地

步。但喜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

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2009年，城

固架花已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并推荐申报国家级保护项目，使这个濒临

灭绝的古老艺术绝处逢生。我们相信，架

花艺术在未来将走得更远。

一、城固架花工艺表现的特殊性

1.“十字挑花”。它的针法是每针拉

一对角线，严格按平纹布的经纬纹路，每

两针架成一个十字。它与缎面绣花的各种

针法根本不同。

2.“编花”，或称“撇花”“密针子

铺花”。它的特点是利用密集的底面针脚

能挑出和正面相反的花纹，如正面是白底

蓝花，反面则是蓝底白花。这种工艺特点

利用在衣物的袖口、边饰尤为合适。妇女

在劳动干活洗濯时卷起袖口，反面另是一

种花饰，异样美观，颇有变化。

3.“两面花”，或叫“单针子折线

花”“纤花”“镂花”。它是利用复杂的

针法变化采用单线来回挑绣，最终形成正

反两面花纹一色一样的独特之处。

二、城固架花色彩选择的文化内涵

和其他地区的民间美术色彩相比较，

城固架花的设色十分单纯，形成陕南城固

架花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它的基本色调和

同省的陕北、关中的民间美术的大红大绿

设色迥然不同。城固架花绝大多数绣品是

在白色底布上挑绣蓝花，花纹清晰醒目。

色彩鲜明沉着，饱和而协调；也有用淡

蓝、棕色、黑色线挑花的，一般都注重黑

白对比效果；有的绣品是在毛蓝、深青布

上挑绣白色或浅色花纹，即便少数杂件采

用五彩复色配置，也都比较柔和、素雅。

陕南城固架花的这种色彩选择与其独

特的地域环境、传统的宗教观念的影响是

密切相关的。陕南汉中由于地域所限，外

来文化对陕南人影响有限。汉中又是各种

宗教盛行之地，盛行道教、佛教和儒教，

特别是道教（张鲁的“五斗米”道），

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管制汉中达30

年之久，对汉中影响深远。而道教“清

静”“无为”等主张，影响了这一地区人

们的思想观念，使陕南人缺少个性的张扬

和表达，在审美观念上，形成了欣赏传统

古典美意识，对古典美情有独钟，从而形

成了陕南特有的单纯、古朴、素雅的色彩

特征，古色古香且耐人寻味。

三、城固架花图案造型与地域特征分析

城固架花取材丰实、构思大胆。从内容

上看，有动物、花卉、禽鸟、飞蝶图案；有

风景和文字图案；有八宝、博古图案；也有

戏曲故事、人物和几何图案，充满了原始风

格的自然美和拙朴之美。一些图案的造型和

内容充满着陕南独特的地域特色，和陕西其

他地区图案有着明显的差别。

1.架花图样“蝴蝶戏蝙蝠”是陕南地

区典型的花包花造型。它是先用小“＋”

字组织物象基本形的外绿线，再填充十字

花、海棠花或其他形象，从而产生花中有

花、果中套花、如花似锦、具有浓厚的装

饰趣味和浪漫色彩的图案艺术语言。蝙蝠

中套着蝴蝶，仅蝴蝶两翼就点缀海棠、雏

菊、桃花、柿蒂、桂花等七种不同的花包

花造型，是典型的复合型图案。这种把各

种物象大胆组合在一起，不受客观对象的

具体约束，抛弃具体的空间和时间，对物

象进行平面化处理，并大胆地对图形进行

了变形夸张与合理穿插配置，体现出陕南

女子独特的审美观念。

2.图样“状元祭塔”是典型的“五

果花”造型。五果花造型是以五种果实

（桃、石榴、金瓜、佛手、柿子）以及五

种花（莲花、牡丹、菊花、桂花、柿花或

蒂）为主体或加以其他人物动物组成的架

花图案。在民间，该造型与古老婚嫁习俗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石榴和莲花同为西

方代表物象，表示子子相连；桃子、牡丹

属东，寓意富贵；佛手、菊花属南，寓意

长寿；柿子和柿蒂代表北方，寓意事事如

意；金瓜和桂花居中，寓意金贵。一般以

果为主，花为副，花在果内，造成果中有

花，花中有果，物中有花有果的造型。如

在“状元祭塔”图案中，状元跪在右侧，

脚后是金瓜，显示状元的高贵；其母坐在

儿子身前，头悬柿子，显示儿子中了状

元，因而事事如意；底部置桃子、佛手，

寓意母亲福寿无比，值得注意的是，本应

在西的石榴在这里被挪到北方，即此图案

的正上方，石榴把连着祥云，这也表达了

普通百姓把多子多福看做万福之首位。这

种图案本身已经超越了现实，将代表东、

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五种花和果融汇

在一个图案上，显示出独特的美感，也是

传统思想意识在物象上的体现和升华。

3.图样“桃柳渡江春”与“鹿鹤同春”

这是城固县搜集的两件保存百年之久

的团花图样，前者取汉江平坝之景，下部

江水奔流，浪花里显示鱼鳖、蟹及水草之

类。从左岸起，桃柳之中姑嫂划船渡江。

桥上两狗追逐，跑向右岸楼阁。楼侧堤下

一天真儿童正在观鱼逗狗。绣品中部，阔

池荷花遍开，远方宝塔直插云霄，瑞云环

抱了整个绣面，与莲花交织在一起。荷池

之水流入江中，一男池中采莲，远看渡江

双女，情景相生。后者取景山间，把山峦

布在下部，云朵飘游山脚。透过山峰望见

中部江水开阔平静。江左船上有渔翁举杆

钓上大鱼，江右柳下樵夫担柴踩岭而过。

左岸上有一青年男子刚从田园归来，步入

桃树之下。绣品里虽未直接表现男女之情

爱，且看桃柳参差掩映，柳暗花明；鹿越

峻岭回首望，鹤穿星际天外来。以“鹿鹤

同春”之巧，寓纯朴爱情于秀丽而富饶的

山水之中。借鹿鹤点题，构思巧妙，耐人

寻味。

这两个图样，前者相对工细，繁而

写实；后者较为粗犷，简而含蓄。借景抒

情，抒发热爱家乡的情怀和对爱情生活的

美好向往。

综上所述，城固架花既有江南水乡之

精妙雅致、细腻柔和，又有北方的古朴、

浑厚和夸张，南北中和、独具特色。从作

品的构思、取材和风格来讲，构思大胆、

题材丰富、健康饱满、寓意深厚，具有浓

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城

固架花是陕南人民美学史的实录，是民间

艺术发展的基因本源。其严谨的构图、夸

张概括的造型、古朴淡雅的用色，凝聚着

质朴的审美情趣和高超的艺术才华，传递

出浓郁的地方民风民俗和婚嫁寿辰、祭祀

意识形态，对研究农耕社会的生产发展、

民俗风情、意识形态、人类学等方面都具

有很高的价值，有着重新认识和开发的无

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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