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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八都麻绣是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在淳安八都一带流传至今的传统刺绣技艺，其以麻为原料，将其捻制成

麻线，并在麻布上绣出各种精美图案，其独特的工艺纹样和本色或青色的颜色颇具特色，目前已被列入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受到关注和保护。本文探求其与古越族的联系，并从艺术人类学角度

的视角出发，主要结合实物实证研究、与县级八都麻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访谈和田野调查

的手段，以此探索绣品中含有的情感意蕴并进行应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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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du Ma Embroidery is a traditional embroidery technique that originated in the Spring and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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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and has been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in the Badu area of 
Chun’an. It uses hemp as raw material, twists it into hemp thread, and embroiders various exqui-
site patterns on hemp cloth. Its unique craftsmanship patterns and natural or blue colors are quite 
distinctive, and it has been listed in th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receiving attention and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ancient 
Yue ethnic group,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thropology, mainly combines physical empir-
ical research, interviews with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 em-
broidery in Badu Count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s contained 
in embroidery and design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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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八都麻绣起源于春秋战国，制作工序繁琐古老，富有浓郁的地区民俗文化特征，其原料生态环保、

技艺精湛典雅，色彩滋润古朴、图案意蕴饱满，虽历经几千年的时光洗涤，但依旧神韵不衰，活力绽放，

个性鲜明的刺绣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这项传统技术手艺濒临灭绝，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是浙江独有的一种民间纯麻纺织绣品，被称为山越人后裔的村民留有并传承这项古老的

刺绣技艺，其展现的特殊文化属性特征与审美属性价值特性，还曾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上展销，得到知

名美术家王朝闻和知名专家学者钟敬文的高度评价。本文从艺术人类学角度切入，探求其与古越族的联

系及绣品下含有的情感意蕴。 

2. 八都麻绣概况 

2.1. 历史渊源 

八都麻绣又称山越麻绣，原始的八都山民被认为是山越后裔，其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灵帝纪》：

“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张崇根在《三国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中给山越下了这

样的定义：“山越，是东汉末年由古代越人的遗裔与部分汉族人，在我国东南部山区经过长期的共同劳

动与斗争，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1]孙吴政权的压迫对越汉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

面孙吴对山越的征讨战争，确实给山越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山越族与汉族的融

合，同时也促进了山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诸葛沂在《生命意识与艺术形态：艺术人类

学视角下的浙江山越麻绣》中写道，三国时期，吴将贺齐于建安十三年(208 年)讨伐丹阳地区的山越贺齐

迁山越之民至淳安，再加上淳安本已有山越人，那么可以断定，在浙皖边界淳安的山区定有山越人居住。

并且如今八都山村居民都住上了砖墙瓦屋，仍不忘在大门外再置一道矮门，谓之“干栏”，这正是古越

人的四大文化特征之一。八都地区交通闭塞，地势四面多山，峰峦连绵起伏，中间为丘陵，略呈盆地状。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煦润湿，雨量充裕，四时显明，年平均温度为 17 摄氏度，自然环境十分适合麻

类植物的生长，山民们便自力更生，种麻织麻，山越人还擅长于利用野生的麻、葛等植物纤维进行纺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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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布做衣。 

2.2. 现代保护与研究现状 

2005 年，全县民间艺术普查，王阜乡的八都麻绣已被浙江省纳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单。2001 年，根据

八都麻绣的发展现状，被杭州市列为非遗濒危保护项目。目前八都麻绣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内，

浙江省淳安县文化馆的李桂安编写的《八都麻绣的技艺和特点》和诸葛沂的《生命意识与艺术形态：艺

术人类学视角下的浙江山越麻绣》从起源、制作方法和特点三个维度对八都麻绣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介

绍；中国丝绸博物馆发表的《八都麻绣的织绣技艺和艺术特征》刊登了很多八都麻绣实物图，列举了很

多麻绣制作时运用到的工具以及分析了部分八都麻绣图案构成体系；期刊文章《八都麻绣的文化技艺特

征研究》和《山越麻绣传统技艺的特征研究》着重从八都麻绣的美学意蕴与文化技艺角度进行了研究；

西安工程大学秦佳彬发表的《麻绣的南北文化差异研究——以洛川毛麻绣与八都麻绣为例》以南北对比

的角度多方面的对两种麻绣做出了分析与理解；《八都麻绣文化传承》主要从八都麻绣的发展现状、影

响的发展因素与发展对策建议等方面提出思考与建议；《八都麻绣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文章详细介

绍了八都麻绣的制作工艺以及其文化价值。 
山越麻绣依旧面临着消亡的危机，麻绣传播度不高，大部分社会人对这一民间工艺毫不知晓，传统

手艺后继乏人，刺绣艺人寥寥无几，但近年来政府意识到八都麻绣的发展窘境，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

如八都麻绣在淳安县王阜乡金家岙村与管家村都建有八都麻绣馆，馆内置有麻绣绣品以及相关生产织具，

供国内外游客了解欣赏；与学校合作举行社团活动(图 1)；在纳凉节用摆摊的方式出售麻绣相关的副产品，

用文旅融合的方式来促进麻绣与市场的结合；利用网络直播售卖麻绣产品，举行服装走秀(图 2)，联合村

委举办八都麻绣文化节(图 3)，创办麻绣学习班等等。 
 

 
Figure 1. Club activities 
图 1. 社团活动① 

 

 
Figure 2. Clothing show 
图 2. 服饰走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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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ulture festival 
图 3. 文化节① 

3. 八都麻绣中的古越遗风 

3.1. 工具原料 

河姆渡遗址的先民被公认为是越族的先民，其文化由水稻文化、建筑文化和服饰文化等组成。从河

姆渡出土了很多的纺织工具如纺轮、木制经轴、木制经纱梳理器(齿状器)、木制布棍，以及骨质纬刀、角

质梭形器等[2]，纺织生产是服饰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能够看出河姆渡人对此十分重视，

这些工具的产生可以满足人类早期纺织工艺的基本需要。在淳安县王阜乡管家村的八都麻绣馆中也有陈

列展示一系列的纺织工具如图 4 与图 5 所示，他们的技术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编织，而且还涉及到复杂

的缝纫技术，从中可以得出与河姆渡人一样八都先民也十分关注服饰文化。 
 

 
Figure 4. Bobbin winder 
图 4. 绕线器② 

 

 
Figure 5. Spinning wheel 
图 5. 纺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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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具，纺织原料是纺织出现的前提。河姆渡一带具有丰厚的纤维植物资源，如葛、麻、棕桐、

芦芒以及各类藤条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出土的实物中，有藤蔑箍圈、成段的绳索。绳索原材料用

树皮、葛、麻等可纺纤维，因此可以推测纺织衣料当时也用这些原料[3]，麻皮被认为是捻线的上等原料。

同时，浙大毛昭晰教授认为，河姆渡人与传说中的羽民国有关[4]，《山海经·大荒南经》：“有羽人之

国，其民皆生羽毛。”于越之名，应由“羽人”而来，因为当时先民的服饰材质主要为粗制的植物纤维，

纺出的布料比较劣质，空隙大不御寒必须要在其中塞入填充物保暖，鸟类的羽绒便是首选，大量细羽毛

部分从布隙缝里穿出让人产生全身皆生毛羽的感觉，因为被称之为羽民，此地称其地为“羽民之国”，

久而久之，其后裔被慢读为“于越人”。笔者通过前往管家村田野调查发现村中麻绣纪念馆对制作过程

有详细的描述如图 6，从中展示的材料里可以看出八都麻绣最大的特点便是以绩麻此种材料为原始料如

图 7，削皮除屑，然后捻搓成麻线用纺车纺成纱煮水，由专业织匠用木织机织成布，后常用土靛青染色，

清水漂洗缝制成衣。 
 

 
Figure 6. Commentary on standing cards 
图 6. 解说立牌② 

 

 
Figure 7. Hemp thread 
图 7. 麻线② 

3.2. 图案纹样 

河姆渡文化被认为是古越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学界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此处是越人的活动区域，

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5]。有史料记载的，越人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形成纹身习俗的民族。《礼记·王制篇》

曰：“东方曰夷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跤有不火食者矣。”陈泊告注云：“雕刻也纹

身之法自古至今改变甚少大同小异：用竹针在人的脸、胸、腿、脚、手臂等部位刺出图案后涂以紫黑色

的植物液汁待刺处伤愈干燥后出现清晰花纹”。纹身是古代越人的传统也是百越族裔服饰文化的一大特

色。纹身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服饰文化特征为后来的不少百越民族后裔所承袭而成为整个百越民族文化

的一个特质[6]。任何一种文化习俗都有其由来或有其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越人服饰文化中的纹身

习俗则主要来自于对某个事物或者文化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文化的推移，人们学会用更多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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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与方式在自己身体上留下这类痕迹，例如将纹身的图案借由丝线刻绣在服装上以此寄托或表达自己内

心的情感与祈愿。河姆渡文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其中以鸟文化最为突出，河姆渡文化中出土了众

多的鸟形象实物，在百越居住过的地区，也有着很多鸟的传说与记载，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写

道：“勾践自会稽归七年，村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

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鸳鸟之击也，必匿其形”，越国把自己对吴国的打击称为鹜鸟之击，也反

映了越人乞求鸟的保护，以鸟为图腾的迹象，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越当中，有一部分是以鸟为图腾的，

而居住在江浙一带的就是以鸟为图腾的一支越人[7]。此外鸟与古越农耕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古

越主要位于南方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多是森林、河流、沼泽，生态环境优良，适合农作物生长，

也适合鸟的生存与栖息。《越绝书》有记载，“大越濒海之民，独以鸟田”，说明当时人们对鸟的尊重

[8]，史书与实物都是鸟图腾文化现象非常直观的体现，可以证明古越族拥有鸟崇拜，在搜集到的现存八

都麻绣实物的纹样中，鸟类纹样也占有极大的比重如鸡，凤凰，喜鹊孔雀(图 8)等元素构成的百鸟出林，

凤窥牡丹(图 9)，金鸡立菊(图 10)，鹊立枝头等纹样寓意着平安富贵，福瑞祥和。 
 

 
Figure 8. Peacock 
图 8. 孔雀① 

 

 
Figure 9. Phoenix piercing peony 
图 9. 凤窥牡丹① 

 

 
Figure 10. Golden rooster chrysanthemum 
图 10. 金鸡立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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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艺术纹饰 

古越族的传统纹饰中，几何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古越族典型的纹饰，其在印陶纹上体现的淋漓

尽致，几何印纹陶的纹样是以平面为基础，以点、线、面的变化所组成的一种图案，其包含各种直线、

曲线及圆形、方形、菱形等构成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从图案的构成上来看可分为单独图案和连

续图案两种。印纹陶纹样一般为几何形单独图案、二方连续图案与四方连续图案，纹样构图由圆形，方

形，菱形，三角形等通过斜向，水平，垂直，平行，旋转等排列方式配合大小，多少，反复等变化来实

现艺术效果的展示。笔者通过查看分析麻绣实物绣品的方法，发现麻绣作品同样采用此种艺术手法，其

一般由圆形、正方形、菱形、三角形，曲线等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形组合，配合点线面针法的填充，对

称，旋转，大小等变化完成图案的设计，如凤穿牡丹纹样中(图 11)，从细节看中心是经过变化处理的福

字，外围一圈旋转的牡丹纹样，牡丹被罩在方形的几何中，方形四周绣着与中间相同重复的牡丹，最外

层是旋转一圈呈轴对称的凤，配合一些点线的填充；从整体框架看，纹饰主要由两个圆与一个方形构成，

颇具几何美。又如金鸡戏菊中(图 12)，图案由一个大正方形与四个小正方形构成，整体图案呈十字轴对

称，小正方形内充斥着大量鸟类纹样，除此之外，大正方形外围也旋转分布着同样的鸟类形象。 
 

 
Figure 11. Phoenix piercing peony 
图 11. 凤穿牡丹③ 

 

 
Figure12. Golden rooster playing with chrysanthemum 
图 12. 金鸡戏菊③ 

4. 艺术学视角下的八都麻绣服饰图案的情感意蕴与服饰设计 

方李莉在《艺术人类学》中提到，艺术人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视野，那就是对人的研究，对

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艺人们以及各种艺术群体的研究。艺术的实质除了作品与产生这一艺术的社会

环境，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创作这些作品的人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群体，他们深邃的思想，他们丰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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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集体意识，他们的经验世界以及他们和社会生活形成的各种复杂的网

络关系等等。我们对于艺术的研究，其主要对象不再仅仅是可以作为文物而保存下来的作品的实体，而

还应该包括弥漫在这些作品背后的非物质的人的社会生活以及思想活动的部分，尤其是那些前卫艺术，

包括行为艺术，作品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操作这些作品发生与结束过程的行为。美国人类学家阿

兰·P.马里安认为艺术中包含了四重组织模式：观念，观念导致的行为，行为的结果——作品，对观念

的反馈。 

4.1. 恋与爱的意识核心与反馈 

艺术人类学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很难准确地把握艺术的真正内涵，因此，要想真正理

解艺术，就必须将它融入到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仔细探索它与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从

而获得更加深入的认知。通过与县级八都麻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管建丽进行访谈笔者得知

八都麻绣最原始是应用在子孙袋，围裙布，背布和麻布麻衣上。八都山民因历史地理环境原因，一直过

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农耕便是其生存方式，贫困的山民很难拥有昂贵精致的服饰，有了也会

很珍惜，因此便宜好种植的麻便被用来做衣，除了做衣之外也被用来围在衣裤外面减少衣物损耗，男的

上山劳动，休息时席地而坐，就从屁股后向前围系；妇女常在灶头做饭，就从胸前向后围系，麻绣由此

初步形成[9]。美国人类学家厄博斯认为当工艺达到一定的卓越的程度，经过加工过程能够产生某种特定

的形式时，这种工艺制作过程称为艺术。因此艺术效果的双重源泉，其一仅以形式为基础，其二是以形

式有关联的思维为基础。在人类学家的眼里，艺术不仅仅有它的技术方面和形式方面的审美性，还应该

有着更宽广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此时的麻绣还不能称之为艺术品，因为这之上没有思维的体现。笔

者在王阜(图 13)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村里竖牌上关于麻绣的成长史有这么一句话：有位心灵手巧的

姑娘，开始在围布上挑起了花，身边的蝴蝶，鱼虫，蔬菜瓜果，都可以成为装点我的图案(图 14)。此时

的麻绣蕴含了创作者灵巧的思维与动人的心思，便能够称作为艺术。 
同时在八都王阜有一首传唱千年的民谣：“柏子树，柏子丫，柏子树下一个好侬家，生个儿子会作

山，生个囡人会挑花，一挑挑到一十八，嫁一个好侬家！”，这些都揭示了麻绣在山越女性恋爱、婚姻

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八都麻绣包含的恋与爱的意识核心。 
 

 
Figure 13. Guanjia village 
图 13. 管家村②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103


李宇杰，吕昉 
 

 

DOI: 10.12677/design.2024.91103 869 设计 
 

 
Figure 14. Village entrance signage 
图 14. 村口立牌② 

4.2. 献出一生的实践 

观念下的行为是挑花技艺的一生的学习与传承。在与县级八都麻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管建丽进行访谈的时候，管老师为笔者介绍道：“麻绣传女不传男，八都的女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

织布，家里的长辈悉心传授桃花技艺，等到十八岁的时候便要为自己准备嫁妆。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婆

家会以绣品的好坏为标准来评判女孩是否宜娶。为人妻后，姑娘为自己的围布，丈夫的围裙，饭袋绣上

花草鸟兽，为平凡的日子绣上生机与色彩。有子女后，母亲还会给子女准备一顶帐幕，这顶帐幕需要十

几丈的苎布，精致一些的在顶端会绣一些精美的图案，需要几年的功夫”(图 15)。可见，小小的麻绣涵

盖了女子的一生。现在每年村里还会开办麻绣培训班(图 16)，传承这项技艺。 
 

 
Figure 15. Embroidering women’s embroidery 
图 15. 绣女刺绣② 

 

 
Figure 16. Ma embroidery training class 
图 16. 麻绣培训班② 

4.3. 充满爱意的作品 

艺术代表着一种文化象征符号的意义系统。一个民族常常是通过它所运用的艺术的象征符号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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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在土著部落里，许多原始艺术形式如脸部、身体、日常用品等上面的图

案的装饰，除了美之外，还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和精神意义。它常常赋予被装饰对象以生命，使其

由一个无生命的死的物变成一个能与使用者在精神上沟通的、具有某种神性的生命体。麻绣上的纹样便

是女子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爱情的期许和生命繁衍的祈盼的“生命体”。在访谈时据传承人介

绍，麻绣图案没有范本，流传全靠口口相传，村子里谁绣的好，她的绣品就被保留下来供大家学习。目

前流传下来的纹样中，写实图案有“牡丹富贵”、“狮子滚球”、“百鸟朝凤”、“八仙过海”，抽象

图案有如变形的“福”“禄”“寿”“喜”，由若干同一图形组合而成的连续或对称图案[10]。图案热热

闹闹地围在一起，各自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四季发财、竹报平安、牡丹富贵、狮子滚球、双桃献寿、

多子多福、蝴蝶戏瓜……桃子寓意长寿，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竹子是竹报平安的衍生等等，当多种意象

结合在一起时，便会产生某种更深层的寓意。如“蝴蝶嬉瓜”和“凤窥牡丹”暗示了充满生趣的男女情

爱，体现了生殖崇拜寓意。除图案之外，八都麻绣的精髓之一便是其独特的挑花技艺，刺绣之初，需要

按照绣品的尺寸精心规划图案，然后从麻布中间起针，针线在麻布上来回穿刺，根据经纬线用十字花组

成。一开始是单线，收回再复线，这样正好在开头处收针，一针到底，所用麻线不打结，针线既不能多

也不能少，哪怕多了一针或少了这一针，都得拆掉从头来过，以达到“连绵不断，九九归一”的完美效

果。成功的麻绣正面图案美观，反面针脚同样排列有序，十分精美。一般来说，一副完整的麻绣，熟练

的妇女得花费六七天的时间。姑娘们为何这么做呢？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人体装饰活动无论是其动机抑

或是就其程序而言，实用的功利目的都是先于审美的艺术目的，而且是后者的直接源泉罢了。人类学家

伊夫林·佩恩曾指出：“如果我们想获得输入艺术品的深层意义，而非满足于所提供给我们的零星片段，

就有必要认识到，我们需要试着合零为整，构想艺术语境及其文化语境。”让·洛德在《黑非洲艺术》

中提到手工业者喜爱他的材料，骄傲他的技巧。每遇一种新花样为他的首创时，常感到一种创造的兴奋。

在稀有的难制的材料之上创造复杂的、完美的形式，是审美满足的另一种根源。因为，这样造成的新形

势，是贡献给社会中所有人士的礼物，可以借此提高艺术家的地位，增高物品的经济价值。八都的文化

和艺术背景下，经济价值被认为是次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价值。从种麻到绣成总共 52 个步骤，

麻绣是姑娘们一个传递自我和对未来的憧憬的载体，也是女性独特的语言。她们苦心钻研通过这种艰苦

而繁琐的手工技艺来表达自己的智慧和善良。如果一个女性的绣工精细，花案新颖，那么她就代表了勤

劳、智慧和能干的形象。这样，她的名声将传遍整个八都，并赢得全村人的尊重。这将有助于巩固她在

丈夫家庭中的地位。 

4.4. 幸福的反馈 

艺术除审美的功能之外，还有社会组织的功能。在部落盛大的集会中，共同的舞蹈和唱歌时审美经

验的相互沟通，共同的舞蹈和唱歌时审美经验的相互沟通，共同举行仪式时那超自然体会的相互感染，

可以把一个团体在强烈的感情之下团结起来。麻绣通过在一系列婚嫁仪式中的媒介左右联结着这个社会。

出嫁前，姑娘为心仪的人挑绣两条围布、两个饭袋，为自己绣两条围裙，这些都有成双成对之意，新婚

后，新郎上山干活或有事出门，都要围着新娘绣的脚布，背上新娘绣的饭袋。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

现王阜村有一出剧目《阿绣婚礼》，从中更能直观地感受到麻绣的反馈效用： 
1) 送麻绣嫁妆，妈妈传承麻绣嫁妆的寓意和祝福语，演唱麻绣民谣：“柏子树，柏子丫，柏子树下

一个好侬家，生个儿子会作山，生个囡人会挑花，一挑挑到一十八，嫁着一个好侬家！”众孩子跟唱。 
2) 上花轿礼仪前，村中好媳妇或有威望的长辈，在新娘喜轿上贴大红双喜，挂寓意吉祥的《福禄寿

喜》和《狮子滚球》等麻绣扎布给一对新人，并送上祝福语。迎接亲队伍男女扎系青底麻绣扎布，敲锣

打鼓伴花轿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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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栏花轿、讨利市红包、喜糖和鸡蛋，讨利市红包的观众要猜出新娘花轿上的作品图案和寓意，答

对可获得利市红包或喜糖，新娘把题交给伴娘或媒婆宣读谜底，答对利市红包或喜糖由伴娘或媒婆代替

新人发放。 
4) 新娘新郎下轿双双在利市人主持下在祠堂前行“祭祖礼仪”，走进文化礼堂举行“幸福传承”仪

式。新娘和新郎携手向青麻袋铺好的幸福大道出发，每走一步，利市人按青布袋上的图案寓意说出祝福

语，青麻袋共有十只寓意十全十美。每个布袋上的图案寓意都不一样，选择青色寓意新人日子越过越亲、

卿卿我我等祝福，得到众人回应与喝彩。 

4.5. 情感意蕴下的设计过程与成果 

八都麻绣创新设计基于淳安当地传统八都麻绣背后的美好祈愿，将正向积极的态度作为创新纹样的

“精神内核”，在创造中遵循三可的设计原则即：可实现性、可传播性与可传承性，在不脱离麻绣传统

意蕴的原则下，结合运用在其他现代的服装形式上，吸引大众群体从了解学习，到帮助传播、传承这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遵循八都麻绣的基本纹样构成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图案纹样的自主创新设计，并且将模块化设计方

法应用到八都麻绣创新纹样设计中，将创新与传统的纹样通过八都麻绣的传统构图模式进行重组设计，

每一种纹样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寓意，通过不同寓意的组合变换出无限的可能性，让古老的麻绣焕发出新

的生命活力。如莲花代表的象征意义有美好的爱情、忠贞正直、美丽的女孩。并且莲花中有一种并蒂莲，

一根枝上同时开放两朵花，代表着并莲同心，如同形影不离的爱人，寓意着爱情幸福长久。在传统文化

中，蝴蝶有着爱情的象征，如在李商隐的《蝶恋花》中，诗人用“庭院深深深几许”来形容恋爱中的期

盼和渴望，蝴蝶就是表达这种爱情的产物。同时莲花与蝴蝶都有着多子的意象，将莲花采用具象几何的

设计手法的与麻绣传统的蝴蝶加在一起，通过旋转，重复的表现形式组成新的图案(图 17)，寓意着幸福

美满，多子多福，充满着吉祥美好之意。并将组合后的图案运用在现代服饰设计中(图 18~20)。 
 

 
Figure 17. Butterfly lotus design process 
图 17. 蝶莲花设计过程④ 

 

 
Figure 18. Vest design 
图 18. 马甲设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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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 Woolen hat design 
图 19. 毛线帽设计④ 

 

 
Figure 20. Short sleeved design 
图 20. 短袖设计④ 

5. 结语 

正如海森堡所说：“这个世界是由各种事件交织而成的网络，其中，事件间的关系不停地变化、重

叠、组合，共同决定了整个网络的结构。”艺术也是一样，它并不是空穴来风，孤立存在的，是历史、

社会、文化、自然、情感等多方面缔造出的产物。八都麻绣作为一门非遗艺术，是八都山民在历史的逆

境中创造出的文化瑰宝，除了古朴精致的外观外，它内里映射出的是八都先民知足常乐的生存观，勤劳

创新的价值观，一往情深的爱情观等生命意识的核心，这些精神与美德赋予了其更宽广的艺术价值，我

们应当领悟这份价值，在新时代让其本身具有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继续传承与闪光。 

注  释 

①图 1~3、图 8~10，来源：县级麻绣传承人管建丽提供 
②图 4~7、图 13~16 来源：作者自摄 
③图 11、图 12 来源：县级麻绣传承人管建丽提供 + 作者自绘 
④图 17~20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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