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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苗族蜡染作为国家物质文化，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艺术性，过去苗族同胞的生活生产离不开蜡染这

项传统技艺，现如今，贵州苗族蜡染在服饰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本文通过梳理贵州苗族蜡染的风格

特点、图案纹样、艺术价值等方面为切入点。探讨贵州苗族蜡染与现代服饰结合的重要性，与时代审美

需求接轨，衍生和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潮流的服饰作品，结合现代服饰中的应用设计，通过

本文分析和探究，结合贵州苗族蜡染的研究与现代服饰设计的应用提供新的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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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zhou Miao batik, as a national material culture, has unique ethnic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the life and production of Miao compatriots were inseparable from the traditional skill 
of batik. Nowadays, the application of Guizhou Miao batik in the field of clothing is becoming in-
creasingly comm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s, pattern patterns, artistic value, and 
other aspects of Guizhou Miao batik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ploring the importance of combining 
Guizhou Miao wax dyeing with modern clothing, in line with the aesthetic needs of the times, we 
have derived and created clothing works that are rich in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Combin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design in modern clothing, through this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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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le’s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we provide new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 of Guizhou 
Miao wax dye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clot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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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苗族蜡染主要包括纹样、图案、符号等元素，随苗族同胞们生活习惯的逐渐改变，苗族蜡染纹

样也越来越多样化。随着现代媒体的推介下，贵州苗族蜡染这一传统技艺频繁出圈，人们开始挖掘蜡染

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外形设计等，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苗族蜡染被称作穿在身

上的历史，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如未来设计师上发表的作品之一“蜡花翩翩飞”、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的藏品之一“贵州惠水苗族蜡染贴补绣百褶棉布裙”、全国高校数字艺术

设计大赛上的“东方第一染——蜡染”等等作品展示，都体现了贵州苗族蜡染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运用，

也使得服饰设计变得具有民族个性和时代特色。我们不仅要在继承中创新，也要做到在创新中继承，古

为今用，以服饰为载体进行创新设计。贵州苗族蜡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独特符号，纹样丰

富多彩，艺术价值极高，能够广泛运用于服饰设计中，使得现代服饰作品具有深厚的民族底蕴和民族气

息。 

2. 贵州苗族蜡染艺术概述 

贵州苗族蜡染历史悠久，作为我国传统的印染技术之一，可谓是苗族文化的活化石，苗族蜡染古

代叫法为“蜡缬”，用苗语称作“务图”，意思是“蜡染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民

族艺术的瑰宝。根据古籍记载：“用蜡绘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1]。”贵州的苗族蜡染地

域极广，其中典型的代表地区有贵州的丹寨、安顺、织金等苗族为主的聚居区，蜡染技艺则是他们时

代店相传的生活生产方式，主要通过手工以蜡为纺染材料进行印染，是一门传统且古老的技艺。贵州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世居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有自己的语言和图腾崇拜，而蜡染纹样的设

计不仅是他们苗族发展历史的图示注解，也是苗族艺术的精华之一，是一种民族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的重要载体。 
贵州苗族蜡染技艺能够原生态的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跟苗族同胞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在织金县、

丹寨县及安顺县等以苗族作为山地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山地社区或环境中，大山作为自然屏障，与外界

的联系较少，造成了他们相对原始封闭的生活方式，也正因这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技艺得

以传承。“按苗族习俗，所有的女性都有义务传承蜡染技艺，每位母亲都必须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蜡染。

所以苗族女性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她们自己栽靛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秀、浸染剪裁，代代传承。

在此状况下，这些苗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蜡染艺术为主导的衣饰装束、婚姻节日礼俗、社交方式、丧葬风

习等习俗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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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蜡染的类型和种类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蜡染产品包括服装、桌布、头巾、背包、床单

等，所以苗族蜡染也是一种为生活创造的艺术。 
而关于贵州苗族蜡染的制作过程与基本用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上也有详细记录。 
“蜡染的制作工具主要有铜刀(蜡笔)、瓷碗、水盆、大针、骨针、染缸等。制作时先用草木灰滤水浸

泡土布，脱去纤维中的脂质，使之易于点蜡和上色。然后把适量的黄蜡放在小瓷碗里，将瓷碗置于热木

灰上，黄蜡受热熔化成液体后，即可往布上点画。点好蜡花的布再用温水浸湿，放入已发好的蓝靛染缸，

反复浸泡多次，确认布料已经染好，即可拿到河边漂洗，让清水冲去浮色，再放进锅里加水煮沸，使黄

蜡熔化浮在水面上，回收后以备再用。之后，再将蜡染反复漂洗，使残留的黄蜡脱净，即算完工。丹寨

蜡染在这之后还要拼涂红色和黄色，涂红的一般用茜草根，黄色则用栀子提取。为了避免褪色，一般要

待蜡染品制成后才着色。除上述步骤外，蜡染还有制作蓝靛和发染缸等工序，各道工序前后连接，构成

一套完整、成熟的技艺和操作规程。”2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贵州苗族蜡染制作工艺流程比较繁琐，包括制作蓝靛和蜡液、处理布料、

点蜡、浸染、脱蜡、漂洗、晾干等环节。每一道工序、每一幅构图变化，都显示出苗家女子的勤劳能干。

苗族人相信“万物皆有灵”，苗家女子把美好祝愿寄托于蜡染图案之中，表达了一种热爱生活的情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中的纺织品丰富多元，贵州苗族蜡染作为传统手工制作的

纺织品，受机械化生产的影响，从苗族地区居民的主流纺织品逐渐边缘化。伴随旅游业的发展，在信息

技术和多媒体的推广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人被到苗族蜡染的艺术魅力所吸引，苗族蜡染的艺术特征也被

广泛应用其它设计中，比如服饰、旅游产品、箱包、活动文创产品等多元载体。 

3. 贵州苗族蜡染主要分布及类型 

蜡染主要的制作原理是蜡防染色，将画好的布艺作品通过蜡来防染。蜡染制作者们用蜡笔将喜爱或

需要的纹样图案画在麻、丝、棉、毛等不同材质的织物上，然后放入温度适宜的专门染色的靛蓝染料缸

中反复浸染，而用蜡作图的地方因为有蜡的防护不会被染上颜色，将蜡去除后便产生了美丽生动的图案

纹样。但是这些蓝色布上的白色图案或纹样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蜡染最显著的特色或者说灵魂是那变

化无穷、形态万千的“冰纹”，这是蜡迹在染制过程中因皱折破裂导致染料不均匀渗透所造成的染纹，

是一种带有抽象色彩的图案纹理。 
“每一个蜡染纹样都是有灵魂的。”杨美 3 介绍，贵州的苗族蜡染历来都是“纹必有意”，每一个

作品中的蜡染纹样都蕴涵着独特的内涵，不仅表达出对自然的敬畏和探索，还表达了苗族人民的情感和

期望。其纹样分为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自然纹样以花、鸟、虫、鱼为主，几何纹样多为自然物的抽象

表现，大多四面均齐、左右对称，点线面变化丰富，结构严谨。其中，以“点”的运用最为独到传神。

蜡染图案种类丰富，苗家常有的“蝴蝶妈妈”，以及龙头鱼、蛇皮花、鱼路、蝙蝠等图案都被应用于服

装和各种生活用品中，色调素雅、风格独特，显得朴实大方、清新悦目。 
苗族蜡染主题鲜明，民族特色浓郁，其技艺分为点蜡和画蜡两种，又在图案上分为几何纹和自然纹

两大类。其中囊括了神话、传说、特有的动物、植物、几何图形等纹样，选择不同的纹样不仅有她们的

艺术风格，也体现了他们内心的美好祝愿和期望，传递出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同时也蕴含了美好的

寓意。不同生活环境和场域空间的苗族同胞，她们的苗族蜡染所体现的艺术特征和图案选择是不同的，

这不仅是他们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长期生活生产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的结果。贵州各主要苗族聚

居区的居民对纹样的喜爱度也是有所差别，主要以下几个地区为主。 

 

 

2苗族蜡染技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4300/  
3贵州巧姐民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理兼合作社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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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丹寨型苗族蜡染 

丹寨苗族蜡染区域辐射程度较广，以丹寨为中心，还包括了周边地区的苗族村落。丹寨苗族蜡染的

纹样主要是以自然为主的大花纹样，蜡染生产者们灵感取材通常都是大自然中的花、草、鸟、虫、水果

等(见图 1)，这种图案的造型较为粗狂生动，表达豪放自然，同时又体现了简练传神、活泼流畅、充满夸

张的艺术魅力，十分接地气，充满乡土气息。丹寨苗族蜡染在制作生产过程中，纹样设计并不是简单的

模仿，而是通过对生活生产的过程中物象的提炼和夸张化，然后再结合创造者的想象创作出来的纹样图

案。通过对丹寨苗族蜡染纹样的观察，不难看出蜡染产品上的图案和纹样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个图案

相互交织、相互替换构成了想要的纹样，比如植物叶子和昆虫、日月星辰和花朵、鱼和“中式回纹”等，

都是常见的蜡染纹样，十分具有个性又不失童趣。丹寨型苗族蜡染图案主要用于生活用品，如桌布、服

装、包包等。 
 

 
Figure 1. Danzhai Miao batik 
图 1. 丹寨型苗族蜡染① 

3.2. 安顺型苗族蜡染 

安顺型苗族蜡染主要以安顺为中心，分布在平坝、紫云、普定等苗族居住区。不同于丹寨蜡染生产

者们，安顺苗族蜡染生产者主要以几何纹样为主，通常将几何图案四面对齐和对称，不管是点、线还是

面组成的图案都有一种对称美。整个图案结构松散、造型生动，有一种主次分明、紧密合适，富有层次

的感觉。图案构成上采取四方连续、二方连续或左右上下对称，力求整体效果统一、搭配和谐、紧密有

致，视觉上给人一种富有音乐般的节奏感和韵律感[2]。安顺型苗族蜡染也会取材自然纹样，在布上绘上

花、鸟、虫、鱼等自然动植物，但是和丹寨型苗族蜡染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在于，不会简单的模仿或

者说不会拘泥于自然物的原形原貌。色彩上不同于丹寨型苗族蜡染单一的蓝白相间搭配，安顺型苗族蜡

染的色彩更加鲜明，在蓝白之间还会插入红色和黄色，在材料利用过程还可以形成紫色、绿色等复色，

所以安顺苗族蜡染又称为“五彩蜡染”(见图 2)。安顺苗族的蜡染主要运用在服饰中，常见于袖口、衣襟、

衣背角等。 

3.3. 织金型苗族蜡染 

织金型苗族蜡染主要是指织金、纳雍、大方等地区的苗族蜡染，织金地处乌蒙山区腹地，境内苗族

经四次大迁徙后定居于此，其蜡染技艺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以精细为主的独特艺术。其中织金

型苗族蜡染刺绣尤以官寨乡妥倮苗族风情园的产品最为出名，当地的苗族妇女发髻偏向后脑右侧，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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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nshun Miao batik 
图 2. 安顺型苗族蜡染② 

 
把弯月型彩绘木梳固定，故又称为“歪梳苗”，她们的服饰主要以蜡染为主要色彩和搭配，如上衣、裙

子、背带、围腰等服饰产品，处处都以精细的蜡染装饰，素雅别致。以织金这一带为主的苗族妇女的装

束与其他地区的苗族妇女不同，比较粗犷豪放，其蜡染以紧密细致的白色为主要色彩，几何螺旋纹和变

形的鱼鸟纹物布满织，图案结构相互交错，浑然一体，画面精细饱满(见图 3)。织金蜡染被称为世界上最

精细的蜡染，曾有美术学家在其作品中称赞到：“织金苗族妇女用极细的金属蜡刀于棉布上，不用借助

剪纸或其他工具，只凭手绘却细如发丝，堪称世界一绝[3]。”织金型苗族蜡染的制作者们同样也是自幼

研习蜡染技艺，代代相传，她们用“世界上最小的蜡刀”将浓郁的少数民族情感展现给世人。 
 

 
Figure 3. Weaving gold Miao batik 
图 3. 织金型苗族蜡染③ 

4. 贵州苗族蜡染的艺术特征 

苗族蜡染纹样艺术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苗族人民的历史、信仰和价值观。苗

族蜡染纹样艺术的表现特征是其独特的图案和色彩组合，其艺术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421


李慧玲 

 

 

DOI: 10.12677/design.2023.84421 3422 设计 
 

4.1. 纹样多样性 

贵州苗族蜡染显著的艺术特征之一便是图案多样，取材独具特色，将内容和形式巧妙地融合一体。

贵州苗族蜡染的图案主要可以分为七大类，即蝴蝶纹(见图 4)、铜鼓纹、鸟纹、鱼纹、花草植物纹、螺旋

纹、星辰山川纹。这里值得一提且最具代表的便是蝴蝶纹，蝴蝶纹的图案来源于苗族神话古歌，在神话

古歌中，蝴蝶是大地母亲，是世间万物的始祖，孕育了万物，也包括苗族的祖先，因此苗族人民认为蝴

蝶是生殖和美的化身，倍受推崇。贵州苗族蜡染制作者将蝴蝶纹样图案用在蜡染产品中，不仅体现了苗

族人民对蝴蝶的热爱和崇拜，也表达了对祖先的热爱与崇拜。除了蝴蝶纹图案所代表的文化意识，每个

纹样图案都有自己的丰富内涵和情感表达。 
 

 
Figure 4. Butterfly pattern 
图 4. 蝴蝶纹④ 

4.2. 色彩鲜明 

贵州苗族蜡染的色彩很具特色，主要为蓝白两色。贵州少部分苗族地区的蜡染图案也会运用其它颜

色来绘制纹样图案。色彩鲜明，但是整体又淡雅，色调柔和，蕴涵了古代人的审美取向和生态智慧。因

为贵州苗族蜡染中的蓝色取自自然植物板蓝根，其萃取所产生的染料是苗族蜡染工艺中表现图案主要的

色彩铺垫方式。苗族先民们长期生活在原生态的山地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懂得利用天然

的草汁作为染料、色素进行染布。蜡染的色彩运用同样也是苗族先民们的实践结果，利用蓝靛草作为还

原染料，又辅助蜡来防染色，这样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苗族蜡染。蓝色和白色在棉、麻等织物上体现出

来的图案，色彩鲜明，独具特色。 

4.3. 手工制作 

贵州大多数苗族地区的蜡染色彩只有蓝白两个色，但是其制作的工艺流程繁多，每个环节都需要手

工制作，堪比“高定”。首先要设计图样，一位合格的蜡染产品生产者，她们的蜡染图案的设计和色彩

的运用，都能体现出十分精美的视觉观感，而这图样是需要蜡染制作者手工绘制而成。接着准备材料，

材料所需的棉布、蜡、染料等蜡染材料都需要人亲自准备，和对材料进行手工处理，如洗涤、铺平、晾

晒等。再接着制作蜡线，这也是需要手工制成，将蜡块加热，蜡液流入水中成型，用铁棍将蜡线准备好。

然后便是蜡染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手工将蜡染在设计图样上对图案和色彩进行描摹，其目的便是保护蜡

线制成的图案部分不被染色，从而能够完整的呈现出预定的图案和色彩。再然后便是染色，用染缸煮沸

染料，将未被蜡保护的棉布进行染色，这个环节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和需求进行重复染色。最后是去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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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染好的棉布放入凉水中浸泡，让蜡脱离，用太阳直晒或自然风干后，一件精美的蜡染作品便完成了。

综上所述，贵州苗族蜡染的制作过程是个长时段的，需要生产者全程参与纯手工制作，不仅体现了匠人

精神，也表达了苗族同胞们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自豪。 

5. 贵州苗族蜡染在现代服饰设计的应用策略 

贵州苗族蜡染纹样作为少数民族代表性的特色文化之一，展现了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风采。针对苗

族蜡染纹样的传承与创新，挖掘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运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贵州

苗族蜡染纹样衍生图案和符号创作过程中，一方面为苗族蜡染纹样创新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另一方面贵

州苗族蜡染纹样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可以实现活态传承的重要意义。 

5.1. 图案的运用 

现代服饰设计中的苗族蜡染艺术所运用的图案十分丰富，特点鲜明，在运用图案的同时还可以通过

点、线、面的使用形成不同的图案类型，以此增加服饰的设计感。目前，很多蜡染产品的生产者和服饰

设计师在进行设计创作时，为了合理运用蜡染纹样图案，就会考虑到生活环境和产品需求者等因素，进

行现代服饰绘图的相关设计，在画图设计过程中直接将图案应用[4]。但是不管是蜡染产品的创作者还是

服饰设计师，都不是单纯的将图案应用在产品中，而是会结合自己的设计风格和想象力，对现有的、传

统的图案进行有效创新，这样即具有时代潮流又富有民族特色。 

5.2. 色彩的运用 

现代服饰设计中色彩运用是很重要的一环，很多服饰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会结合当下的流行趋势来运

用色彩，也会部分服饰设计师会结合品牌的理念和推出的产品主题来进行色彩搭配。贵族苗族蜡染的色

彩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运用，依旧以其传统的色为基调，通过不同程度的蓝色使用，表达服饰的层次感。

苗族蜡染多以蓝底白色纹样呈现，主要是因为蓝色不仅在苗族蜡染中具有重要的民族特点，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重要色彩之一，蓝色被视为吉祥、高洁、素雅等底蕴的象征。白色同样在苗族蜡染和中国传

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纯洁、高雅、清新。蓝色和白色在现代服饰中是很普遍使用的色彩，两

者在蜡染产品和现代服饰中的运用，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又表现出贵州苗族蜡染的艺术特

点。 

5.3. 构图形式的运用 

现代服饰中贵州苗族蜡染的艺术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可以将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少数民族特性充分

体现出来，贵州苗族蜡染可以将符号、纹样等元素进行混合。对于苗族蜡染艺术设计而言，常见的结构

类型主要是将图案或纹样夸张化，包含了结构的平衡对称和完整性。蜡染产品的创作者和服饰设计师都

有将这种构图形式广泛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通常创作的作品画面是左右对称的，创作的理念在于追求

完整，这两种构图形式对现代服饰设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想要提升服饰整体的视觉效果，就需要

加强对构图形式的合理运用。在苗族蜡染的作品中常见的对称图示有“窝妥”“蝴蝶妈妈”“蝴蝶”“铜

鼓纹”等纹样[5]，为了确保苗族蜡染与现代服饰设计更好的融合，就会在运用构图形式过程中，充分的

结合贵州苗族蜡染纹样的寓意，理解创作者的灵感和思想表达，才能确保充分的体现了作品的完整性和

贵州苗族经过历史沉淀的文化结构。 

5.4. 意蕴的运用 

贵州苗族蜡染的构图形式、造型表达与色彩运用即具有相互交织的特性，又各有意蕴。构图、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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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相互交织、融为一体，不仅促使贵州苗族蜡染艺术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意义，并将贵州苗族蜡染

所具有的内涵充分体现出。通过梳理和观察国内现代服饰设计的发展现状，就可以大致的分析其设计模

式和其中存在的不足，在现代服饰设计中可以了解到苗族蜡染艺术的风格特点和具体内容，并贵州将苗

族蜡染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精神表达应用到现代服饰设计中[6]，不仅提高了设计作品的文化感染力，

在形式、颜色、造型等方面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使作品既具有时代性，又融合了少数民族元

素，使作品呈现更具有生动性和故事性。 

6. 结语 

贵州苗族蜡染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广泛应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中，多元的物质形态表现，使贵州苗族蜡

染得到很大程度上的传承与创新。现代服饰设计更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在复杂时代中的传承发展，

也是传统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重要体现，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不仅能够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还能够推动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现代服饰设计在应用贵州苗族蜡染的同时，还挖掘

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纹样装饰特点和精神表达，能够提高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和了解。通过深入挖

掘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再加以提炼，增加其多元化的魅力，促进现代服饰行业的传承和发展。 

注  释 

①图 1 来源：《蜡染工艺与设计》 
②图 2 来源：《蜡染工艺与设计》 
③图 3 来源：《蜡染工艺与设计》 
④图 4 来源：https://www.sohu.com/a/581248776_12110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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