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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我国侗族织锦艺术，促进其传承发展与现代创新应用，分别对湖南通道侗锦色彩的形成发展与色

彩运用规律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首先分析侗锦色彩的形成与发展，得出其色彩成因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质料、染织技艺、纹样与用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运用NCS色彩体系对侗锦色彩进行数据分

析，并通过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得出湖南通道侗锦色彩的运用规律。研究发现：其色彩善用黑白

色，注重黑白的调和作用；善用比对色，注重与近似色的色彩搭配；善用点缀色，注重高彩低黑色彩的

运用；善用彩度与黑度的对比调和法则。研究思路和结论对侗族织锦的研究和再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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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understand the art of brocade of the Dong nationality in my 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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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and to promote its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moder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and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the color of Tongdao Dong brocade in Hunan and the law of color application. First of al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ng brocade color, and concludes that its 
color origin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materials, dyeing and weaving techniques, patterns and 
uses. On this basis, further use the NCS color system to analyze the Dong brocade color data.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alysis and induction method, the law of ap-
plication of the color of Tongdao Dong brocade in Hunan is obtain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Dong brocade makes good use of black and white in its colors, and lays emphasis on the har-
monizing effect of black and white. It makes good use of color comparison and pays attention to 
matching colors with similar colors. It makes good use of embellishment colors, focusing on the 
use of high-color and low-black colors. It makes good use of the law of contrast and harmony be-
tween chroma and blackness. The research thought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provide refer-
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redesign of Dong ethnic bro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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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侗族织锦是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与创造，是农耕社会形态下自给自足的产物[1]。侗锦是侗族传统文

化的载体，起到直接与有效的记录文化的作用。国内以往对侗族织锦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侗锦艺术特征的

研究[2] [3] [4]，对侗锦与其他民族织锦的比较分析研究[5] [6]，对侗锦装饰纹样与图案的研究[7] [8]。以

上多是以侗族织锦的艺术特征作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而对侗锦色彩的研究尚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数据

统计分析以及对其色彩运用规律的分析总结。因此，本文以侗锦的色彩作为切入点，选择 NCS 标准化色

彩体系作为研究基础，首先对侗锦色彩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分析，得出其色彩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质料、染织技艺、纹样与用途。其次对侗锦的色彩种类进行分析，素锦分为黑白素锦、黑红素锦、红白

素锦以及蓝白素锦；彩锦分为四色彩锦、五色彩锦、六色彩锦以及七色彩锦，并对每一种类的侗锦色彩

进行提取。最后通过 NCS 色彩体系进一步分析其色彩的运用，得出湖南通道侗锦的色彩运用规律。 

2. 侗锦色彩的形成发展 

侗锦是侗族民族文化的典型符号，以其独特的图案纹样、素雅质朴的配色、精致的织造技艺，在我

国少数民族织锦艺术中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与极高的研究价值[9]。对于侗锦色彩形成与发展

的研究，是分析其色彩运用规律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2.1. 侗锦色彩的发展源流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的独特风格的形成发展与侗锦色彩整体的发展历史是息息相关的。通道县山水秀

丽，寨寨相邻，使得侗族人民形成了温和质朴的民族个性。但是同时，这样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交通

不便利，造成通道县经济上的落后，因此在早期，侗锦的色彩较为单一，大多是青、白两色的双色织锦。

另外，侗族人偏爱聚居生活，一个侗寨内有成百上千家住户且每户的距离非常近，形成错综复杂的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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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这样封闭的生活状态也是早期侗锦色彩偏向单一灰暗的原因之一[10]。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式各样的染料开始进入侗乡，侗族妇女也开始购买各种彩色织线，用来编织点缀侗锦。于是，由多种

颜色织成的“彩锦”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在现代，侗锦由于在发展历史中与附近其他民族文化不断地

交融交汇，在服饰等织物上受到了苗族、瑶族等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使得侗锦的色彩有了更多的表

现形式，出现了脱离传统侗锦黑白底色衬托的低黑度和高彩度的配色，风格更加灵活多样、充满个性。 

2.2. 侗锦色彩的成因 

侗锦色彩的风格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织锦的独树一帜的特征。其中，质朴与淡雅是侗族织锦色彩

最为突出的特点。以下从质料、染织技艺、纹样及用途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侗锦色彩的形成原因。湖南通

道侗锦色彩成因见图 1。 
 

 
Figure 1. Color formation of Dong brocade in Tongdao County, Hunan Province 
图 1.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成因 

2.2.1. 质料与色彩 
侗锦的质料是其色彩形成的首要条件。侗族人民在很早之前就开始种植葛、麻、桑、棉等植物，这

些植物都为捻线纺织提供了基础的物料条件[11]。由此可见，侗族人民长久以来在经济与社会不发达的限

制下，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把麻、棉等植物的纤维用来捻纺纱线。传统的侗锦所用的就是这种手工捻

纺的棉纱。一方面，因为是手工搓制，因此不能达到棉纱粗细一样均匀的程度，其手感粗粝较为厚实。

另一方面，棉纤维的染色能力佳，在经过植物染色后的棉纱色彩非常的浓郁淳朴。因此，传统侗锦的风

格呈现出自然的淳朴气息。到了现代，批量机织生产的棉线和合纤纱线取代了传统的手工棉纱，成为制

作织锦的主要纱线。现代侗锦整体色彩呈现出色彩丰富，清新淡雅的特征。 

2.2.2. 染织技艺与色彩 
染织技艺是色彩形成的基础。染织技艺分为织造技艺与染色技艺。首先是织造技艺，侗锦是由两种

织造工艺实现的：“织花”和“挑花”。织花一般为素锦，即由两种色彩构成的织锦。挑花一般为彩锦，

即为除去底色后，还有两种以上的丝线织成的锦。其次是染色技艺，侗族人民把当地种植的兰草这种植

物进行加工，制成用于侵染纱线面料的蓝靛染料。传统侗锦中的黑青色线就是用这种自制的蓝靛染剂加

工制作而成的。在染色的时候，人为因素占主导，一般需要经过多次的浸染，才能保证色彩的均匀，也

就是说染色技术决定了锦面的颜色深浅。白色纱线的染色工艺就精简得多，是棉、麻线经过简单的漂晒

制成的。 

2.2.3. 纹样与色彩 
色彩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依附于形态的，侗族织锦的纹样就是其色彩存在的基础。色彩与纹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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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传承侗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是侗族人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12]。在色彩多样的侗

族彩锦中，颜色的运用更加注意与纹样的关系，大多是用各种几何形来分割整体布局，比如菱形、长方

形等。其中，菱形是最常用的分割形状。不同的布局分割方式使得侗锦的色彩也产生了不一样的视觉效

果。 

2.2.4. 用途与色彩 
侗锦的用途与其色彩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侗锦可以分为日用锦、寿锦以及法锦。日用锦又细分为

12 种类型，每种类型由于用途的不同，色彩也会有较大的区别。比如用侗锦制作的侗族女子的头帕，其

色彩会根据女子的年龄或者使用季节来决定。年轻女子头帕色彩较为鲜艳亮丽，多为彩锦；而老年妇女

的头帕色彩质朴素雅，多为素锦。从季节来看，在春夏时节一般戴白底织锦；秋冬时节戴黑底织锦；白、

蓝、黑这三种色彩是侗族女子头帕的常用色彩。儿童的背带、服饰、帽子等，通常色彩比较鲜艳，且多

用对比色。而寿锦是老人去世后的陪葬物品，一般是黑白色的素锦。 

3.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运用 

传统侗锦的色彩较为单一，且植物染色牢度不好，因此本文选取色彩丰富的现代侗锦作品进行色彩

研究。首先对侗锦色彩进行种类分析，其次对每一种类进行色彩提取，最后在提取色彩的基础之上，进

一步运用 NCS 色彩体系对侗锦的色相、黑度以及彩度进行色彩运用分析。NCS 色彩体系是欧洲当下应用

最为广泛的一种色彩体系，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在 NCS 色彩系统中，每一个色彩都有唯一且明确的编

码，并可以利用色环和色彩三角对色彩进行精确的定位。 

3.1. 侗族织锦色彩种类分析 

侗锦种类繁多，基于视角的不同，分类方式也不同。以色彩划分，可以分为素色锦与彩色锦。本文

在此分类基础之上，进一步对侗锦色彩的种类进行细分。素锦按照色相搭配进行划分，彩锦则按照色相

的数量进行划分。在每个细分分类下分别选择两个典型图例进行色彩色标的提取。 

3.1.1. 素锦 
因为染色技艺的限制，最早的侗锦只能实现青、白两种色彩，叫做素锦。因此，传统的素锦指的就

是青、白两色的织锦，而到了现代，随着各种彩色丝线的出现与人们对于美的追求的不断提高，“素锦”

的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青、白两种颜色，而是有了更加广泛的定义，如今的素锦指的是由两种色彩的

丝线交织而成的锦，根据作者通过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收集到的素材，可以看出现代素锦的色彩常常采

用黑与白、黑与红、红与白以及蓝与白等色彩搭配。因此，将侗族素锦的种类按照色彩的不同色相的搭

配进行了划分与整理，分为黑白素锦、黑红素锦、红白素锦和蓝白素锦。湖南通道侗锦色彩种类及其色

彩色标提取见表 1。 

3.1.2. 彩锦 
彩锦是基于纺织品织造技艺的进步而产生的。最早的侗族彩锦是在素锦的基础上通过“挑花”的工

艺把彩色丝线编织进素锦中形成的。这时的彩锦中彩色丝线的面积非常小，并且彩度较低，整体风格素

雅质朴。后来随着侗族人对于美的追求的提高，彩色丝线在织锦中的面积也越来越大，色彩种类也逐渐

增多，使得侗锦的风格更加精致秀丽。到了现代，因为受到现代文明与周围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侗族

人在侗锦色彩的运用上不再拘泥于传统风格，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开始运用更多的鲜艳亮丽的色彩，

但一般不超过七种颜色。因此，将侗族彩锦的种类按照色彩的数量进行了划分与整理，分为四色彩锦、

五色彩锦、六色彩锦和七色彩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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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lor types and color standard extraction of Dong Brocade in Tongdao County, Hunan province 
表 1.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种类及其色彩色标提取 

 种类 图例 色标 图例 色标 色彩特征 

素锦 

黑白素锦 
    

由两种色彩构成，传

统侗锦一般为青、白

两种色彩，现代素锦

一般用到黑、白、蓝、

红四种颜色进行色

彩搭配 

黑红素锦 
    

红白素锦 
    

蓝白素锦 
    

彩锦 

四色彩锦 
 

 
 

 

由三种以上色彩构

成，一般不超过七种

颜色，多用黑、白、

蓝作底色，其他装饰

色彩多用到绿色、大

红色、玫红色、黄色

等自然色彩 

五色彩锦 
 

 
 

 

六色彩锦 
 

 

 

 

七色彩锦 
 

 

 

 

3.2. 侗族织锦色彩运用分析 

3.2.1. 侗锦色彩总汇 
侗族织锦的色彩直观地表达了侗家人质朴的性格和民族文化，也是侗族人民自然淳朴的色彩观和审

美取向的体现。本次从素锦中提取到色彩 16 个；从彩锦提取到色彩 44 个。共提取湖南通道侗锦色彩数

量 60 个。湖南通道侗锦色彩色谱总汇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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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ong brocade color summary in Tongdao County, Hunan Province 
表 2.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色谱总汇 

分类 色彩提取 数量 

素锦 

 

16 

彩锦 

 

44 

3.2.2. 侗锦色彩的色相分析 
侗锦的色彩以集中在 R90B-Y80R 区域的颜色为主要色彩，以 Y-G-B 区域的颜色为辅助色彩。湖南

通道侗锦主要色彩定位图见图 2。 
 

 
Figure 2. Location map of main colors of Dong brocade in Tongdao County, Hunan Province 
图 2. 湖南通道侗锦主要色彩定位图 
 

分析色环中数据可知，侗锦色彩中数量最多的为蓝色系色彩，有 18 个，占提取总数的 30%；数量较

多的为红色系色彩，有 17 个，占提取总数的 28.33%；绿色系色彩数量排第三位，有 10 个，占提取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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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6.67%；黄色系色彩数量排在第四位，有 9 个，占提取总数的 15%；橙色系与紫色系色彩数量排在第

五位，均有 1 个，各占提取总数的 1.67%。另外，无彩色系共 5 个，分别为黑色 3 个，白色 2 个，占总

比例的 8.33%。湖南通道侗锦色彩色相数据统计分析见图 3。 
 

 
(a) 柱状图——色相 

 
(b) 饼状图——色相 

Figure 3.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lor phase data of Dong brocade in Tongdao County, Hunan 
Province 
图 3.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色相数据统计分析 

3.2.3. 侗锦色彩的彩度分析 
侗锦的色彩以中彩度色彩为主。中彩度色彩(30~70)颜色数量最多，有 28 个，占提取色彩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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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7%；其次是低彩度色彩(0~30)颜色数量，有 27 个，占提取色彩总数的 45%；高彩度色彩(70~100)颜
色数量最少，有 5 个，占提取色彩总数的 8.33%。其中，数量最多的中彩度色彩共包含四种色系，其中

红色系占比最高，其次是蓝色系。低彩度色彩是辅助色彩，共包含六种色系，其中以蓝色占比最高。高

彩度色彩是点缀色，只包含两种色系，红色系和橙色系，其中，红色系占比最高，达到 80%。湖南通道

侗锦色彩彩度数据统计分析见图 4。 
 

 
(a) 饼状图——彩度 

 
(b) 柱状图——彩度中的色相比例 

Figure 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lor chroma data of Dong brocade in Tongdao County, Hunan Province 
图 4.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彩度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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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侗锦色彩的黑度分析 
侗族织锦色彩中以低黑度色彩为主。低黑度色彩(0~30) 27 个、中黑度色彩(30~70) 21 个、高黑度色

彩(70~100) 12 个；各占提取色彩总数的 45%、35%和 20%。其中，数量最多的低黑度色彩包含了所有色

系。中黑度色彩的数量处于中间，且蓝色系和绿色系在中黑度区间的占比较高。高黑度色彩数量最少，

其中以蓝色系最多，其次是无彩色系。湖南通道侗锦色彩黑度数据统计分析见图 5。 
 

 
(a) 饼状图——黑度 

 
(b) 柱状图——黑度中的色相比例 

Figure 5.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lor blackness data of Dong brocade in Tongdao County, Hunan Province 
图 5.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黑度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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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湖南通道侗锦色彩运用规律 

侗锦色彩运用呈现出素雅质朴的特点，总结为以下四点色彩运用规律：善用黑白色，注重黑白的调

和作用；善用比对色，注重与近似色的色彩搭配；善用点缀色，注重高彩低黑色彩的运用；善用彩度与

黑度的对比调和法则。 

4.1. 善用黑白色，注重黑白的调和作用 

侗族人在侗锦的色彩上善用运用黑白两色，注重黑白对整体色彩的调和作用。一方面，侗家人认为

白色有诚实坦诚之意，符合侗族人清清白白的处世观，而黑色自古以来有着驱邪祈佑的寓意。一般来说，

在素锦中，白色通常与黑色、红色、蓝色进行组合搭配；而在彩锦中，一般把黑白两色的纱线作为底色

来运用。另一方面，除了因民族文化与审美所导致的侗族人对黑白两色的喜爱与崇尚，黑白两色在彩色

中间所起到的调和作用也受到了侗族人的喜爱。在彩锦中，面对色彩种类多且其彩度较高的情况时，黑

白色可以起到调和与平衡的作用，使视觉效果更加和谐与平衡。五色彩锦见图 6，由图示出五色彩锦中

出现了黑、白、红、黄、蓝这五种色彩。其中，除了黑白两色之外，红色和蓝色为一组对比色，蓝色与

黄色为一组对比色，并且彩度较高，属于中彩度与高彩度范围，两组彩度较高的对比色形成了很大色差，

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在加入黑白两色进行调和之后，就减弱了强烈的色彩对比，使整体风格更

加和谐与平衡，更加符合侗族人的文化与习俗。 
 

 
Figure 6. Five colors brocade 
图 6. 五色彩锦 

4.2. 善用比对色，注重与近似色的色彩搭配 

侗锦色彩搭配以对比色为主，近似色为辅。对比色搭配起到的是使色彩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及主

导整体色调的作用。近似色搭配起到的是调和缓冲对比色的强烈反差，使整体色调更加和谐的作用。素

锦中，黑与白、黑与红、白与红以及白与蓝的色彩搭配都属于对比色搭配。彩锦中，四色彩锦除了黑白

两色的底色之外，其余的两个颜色通常都是一组对比色，常用的搭配有红与蓝、黄与绿等。五色彩锦通

常是在四色彩锦的色彩之上，增加一个点缀色或近似色起到过渡的作用，其特点是面积较小，相对于决

定主色调的一组对比色，起到是使色彩更加和谐或者鲜亮的作用。这种色彩搭配类型在视觉上可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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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却不突兀、活泼而不艳丽的效果。六色彩锦中，通常是两组对比色的搭配，比如红绿与黄蓝，或者

是一组对比色和一组近似色。七色彩锦中，因为色彩数量较多，因此其中一组对比色的应用面积相对较

大，起到统一色调的作用，其他的有彩色面积较小，起到的是中和与点缀的作用。五色彩锦见图 7，由

图示出五色彩锦中出现了藏蓝、灰白、翠绿、深红以及浅橘红。翠绿与深红是一组对比色，起到主导色

调的作用。浅橘红是深红的近似色，起到使整体色调更加和谐的作用，展现了不同层次的色彩组合，产

生了更加丰富的色彩层次感。 
 

 
Figure 7. Five colors brocade 
图 7. 五色彩锦 

4.3. 善用点缀色，注重高彩低黑色彩的运用 

侗族彩锦善于运用点缀色，常把高彩度低黑度色彩作为点缀色运用到侗锦中。一般来说，点缀色的

面积相对较小，因为它起到的并不是统一色调的作用，而是更好地凸显主色调的作用，使得原本色彩较

为整齐统一的侗锦在视觉上更加的活泼生动，给人眼前一亮的视觉体验。所以，为了突出画龙点睛的视

觉效果，一般选用一到两种高彩度、低黑度的色彩作为点缀色，以暖色调的红色系、橙色系居多，起到

使整体风格更加丰富活泼的作用。六色彩锦见图 8，由图示出六色彩锦中出现了藏蓝、灰白、深红、草

绿、橙色以及黄色这六种颜色。其中，橙色属于点缀色，统一整体色调的是深红与草绿这一组对比色，

而橙色的加入并不影响其主色调，反而因为其高彩度和低黑度，使整体风格更加亮眼活泼。 
 

 
Figure 8. Six colors brocade 
图 8. 六色彩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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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善用彩度与黑度的对比调和法则 

侗锦的整体色调和谐均衡，这是运用了色彩彩度与黑度的对比调和法则来达到的。即通过恰当地把

对比色的彩度与黑度进行减弱来中和其产生的强烈反差，使色彩的视觉效果更加和谐均衡，既有色彩的

对比又不失整体色调的和谐。侗锦的色彩搭配以对比色为主，对比色会在视觉上给人以碰撞冲突的感觉。

通过前文中对于侗锦色彩的分析可知，侗锦以大面积的中低黑度和中低彩度的色彩为主，所以使得侗锦

中的对比色并不突兀抢眼，而是非常的和谐美观。另外，侗锦中的高黑度颜色应用也比较广泛，多为织

锦的青、黑色底色，同样起到平衡色彩统一协调的作用。高彩度色彩运用频率也非常高，但是一般面积

较小，起到点缀的作用，与大面积的中低彩度色彩搭配，使得整体色彩更具层次感与节奏感。六色彩锦

见图 9，由图示出六色彩锦由深蓝色、浅绿色、粉绿色、深绿色、玫红色以及土黄色构成。底色为低黑

度低彩度的浅绿色和高黑度低彩度的深蓝色，应用面积较大；玫红色和深绿色是一组对比色，都为中彩

度与中黑度，面积中等；点缀色为高彩度黄色，面积最小。不同的黑度与彩度分别搭配不同的应用面积，

使得其整体色彩非常具有节奏韵律感且色调和谐统一。 
 

 
Figure 9. Six colors brocade 
图 9. 六色彩锦 

5. 结语 

湖南通道侗锦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分析

并总结得出侗锦色彩的发展源流与成因。其次对侗锦的色彩种类进行分析，每一种类下选择两个典型图

例进行色彩提取，并进一步运用 NCS 色彩体系对提取的色彩从色相、黑度和彩度 3 个维度进行分析，最

后通过分析归纳法得出侗锦色彩的运用规律。对湖南通道侗锦色彩的研究，是对侗族传统艺术的继承与

发展。侗锦的色彩既是对侗族传统文化与民俗风情的记录，也是一种情感寄托，表达出侗家人的勤劳质

朴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文研究可为设计师在侗族织锦色彩选择运用上提供理论参考，在现代

创新设计的基础上呈现侗族织锦色彩的文化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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