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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苗族

服饰作为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宗教、艺术等信息。六桶镇黄金村的苗族服饰独具

特色，在“非遗”保护浪潮下，研究其传承路径对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聚焦探讨了六

桶镇黄金村苗族服饰的制作工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其主要的传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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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 and cultural space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y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are clo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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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Miao culture, Miao costumes carry rich historical, 
religious, artistic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 Miao costumes in the Golden Village of Liutong Town 
are unique,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ir inheritance path for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wa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Miao costumes in Golden 
Village, Liutong Town, and its main inheritan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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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金村苗族服饰文化概述 

1.1. 苗族服饰的发展历程 

修文县六桶镇黄金村现名京村，目前有 560 户人家，1898 人口，在这个村落里有着一项被列入贵州

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服饰制作工艺 1。该苗族服饰属于苗族当中的红花苗的制作和传承，源起

于清代吴三桂平定黔中地区由广西迁徙，经过多次变迁，定居于此 2。在汉化严重的今天，六桶镇黄金村

保存如此完整的苗族服饰，是罕见的文化珍品，确实难得可贵。 
该苗族服饰分为男款和女款，相较于男款，女款的颜色较为丰富设计也较为复杂，多为五彩斑斓，

由马甲、裙身、群兜组成一件衣服，男款的则多为一件藏青色的长袍，别无其它。如下图所示，左图为黄

金村女款苗族服饰(见图 1)，右图则为男款苗族服饰(见图 2)。 
 

 
Figure 1. Miao dress for women 
图 1. 女款苗族服饰 

Open Access

 

 

1修文县黄金村苗族服饰制作工艺于 2009 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修文县文旅局《非遗篇——苗族服饰》，20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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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iao costume for men 
图 2. 男款苗族服饰 

1.2. 苗族服饰的制作工艺 

据《修文县志》(1978~2010)记载：六桶黄金村花苗服饰，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3其生产工序有 6 道：

一是制麻纺纱，用火麻提取麻，用麻在纺纱机上纺成纱；二是织布，将纺好的纱，上织布机织成布(见图

3)；三是蜡染，在织成的布上，用黄蜡绘制图案，制成单色蜡染或彩色蜡染；四是编织花带，在绣床上将

麻和上色的羊毛编织成花带；五是绣图(见图 4)，用各色彩线在土布上，绣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几何形图

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绣其他图案；六是将蜡染、编织的彩带、绣片进行有机组合，这样一套完整

的花苗服装就缝制完成。 
 

 
Figure 3. Loom and spinning machine 
图 3. 织布机和纺纱机 

 

 
Figure 4. Pattern embroidery 
图 4. 花纹绣图 

 

 

3修文县人民政府网《修文苗族服饰》，202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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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苗族服饰的文化内涵 

1) 传承苗族历史与文化。一个民族的存在必定会留下历史的痕迹，那么民族服饰便是其中印证身份

的标记之一，苗族服饰的传承也就证明着该民族的存在与消亡，并传播着其在世界上的民族文化，是一

部穿在身上的“迁徙史书”。 
2) 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该苗族服饰以几何图案为符号特点，讲究协调和对称，同时多采用红、黑、

黄、绿等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体现着苗族文化的独特的审美。 
3) 是一种身份的标识。苗族服饰是苗族人民身份认同的重要象征，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苗族在服

饰的款式、图案、色彩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成为了区分不同群体的重要标志。 
4) 体现着苗族的礼仪。在特定的场合苗族人会穿戴苗族服饰进行某种活动，例如举行葬礼和婚礼时，

黄金村的苗族就会穿戴着苗族服饰出席。 

2. 黄金村苗族服饰文化传承现状 

2.1. 传统形式保留 

黄金村的苗族服饰更偏向于最初的制作，保存着完整的制作工艺和工具。目前苗族服饰技艺传承人

杨绍珍 4仍采取最原始的制作工艺，利用人工将麻在纺织机织成布进行纺纱，再进行蜡染，在土布上进行

刺绣，最后组合成衣，在她的家中，仍然保留着制作苗族服饰的工具。 

2.2. 非遗项目推动 

1) 列入非遗。2009 年，修文县六桶黄金苗族服饰制作工艺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传承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护。 
2) 建立苗族服饰制作工艺传习所。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该项苗族服饰制作工艺，在传承人杨绍珍

的家中建立了苗族服饰制作工艺传习所，让更多的爱好者和学习者进行学习和传承，传承人杨绍珍为了

将这份技艺传承下去，将毕生所学全盘托出。 
3) 拍摄宣传片，收录国家民族文化资源库。为了更好地保这份技艺，国家拍摄记录了制作苗族服饰

整个完整的制作工艺，并收录于国家民族文化资源库，以便更多的人知晓学习该技艺。 

2.3. 创新形式发展 

目前六桶镇修文县黄金村仍然保持最原始的原材料以及制作工艺，由于杨绍珍老人及其徒弟以及村

里还有一些人目前还在制作服饰，他们对服饰的最初的信念和坚守，所以并无其他的变化与创新，无论

是在花纹图案上还是绣法上都没用加入任何的现代元素。 

3. 黄金村苗族服饰文化面临的困境 

黄金村苗族服饰文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苗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之中，熠熠生辉，蕴含着

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精髓。然而，在现代化浪潮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冲击下，这颗明珠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与困境。 

3.1. 日常生活淡化 

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推进，苗族地区的传统风貌正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苗族青年跨越山峦，涌入城

市，拥抱现代生活的繁华。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服饰选择逐渐趋同于主流审美，传统的苗族服饰在日

 

 

4杨邵珍，六桶镇黄金村苗族服饰传承人。1940 年出生，苗族。自 16 岁结婚至今一直生活在六桶黄金村，12 岁时就跟着母亲学做

苗服。30 到 50 岁，是杨邵珍手工技艺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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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穿搭中的比重日益缩减[1]。 
服饰功能的变迁尤为显著。曾经，苗族服饰既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而今，其实用

功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逐渐褪色，如长裙的繁复与不便，难以与现代社会的步伐相协调。因此，苗族青

年更倾向于选择便捷、时尚的现代服饰，以适应都市生活的节奏。 
审美观念的演变同样不容忽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让苗族青年开始追求新颖、潮流的服饰风

格，认为传统服饰过于陈旧，难以彰显个性。这种审美上的转变，进一步加剧了苗族服饰在日常生活中

的边缘化[2]。 
经济因素亦成为制约苗族服饰普及的重要因素。高昂的制作成本与漫长的制作周期，让许多家庭望

而却步。同时，为了在职场中脱颖而出，苗族青年往往需要穿着更加现代化的服饰，以满足职业形象的

需求。 

3.2. 技艺后继乏人 

苗族服饰的制作工艺繁复而精湛，需要匠人掌握多种技艺方能成就一件佳作。然而，随着老一辈艺

人的逐渐凋零，许多传统技艺正面临失传的危机。5 六桶镇黄金村的苗族服饰传承人杨邵珍，虽已 85 岁

高龄，却仅有 4 名学徒，且仅在假期得以传授技艺，令人扼腕叹息。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疏离感，是技艺传承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现代化的职业道路，

认为传统技艺学习周期长、收益低，难以激发学习的热情。这种心态的蔓延，导致技艺传承出现了明显

的断层，许多老一辈艺人的精湛技艺无法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扬。 
此外，缺乏系统的培训和传承机制，也是制约苗族服饰技艺传承的重要因素。许多年轻人没有机会

接触到苗族服饰制作的学习与培训，导致技艺的传承链断裂。同时，缺乏有效的传承机制，使得老一辈

艺人的技艺无法得到有效的记录与保存[3]。 

3.3. 政策支持不够 

尽管苗族服饰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但在政策层面上的支持力度却显得捉襟见肘。专项

基金和资金支持的匮乏，限制了传承活动的开展与技艺的传承。许多苗族服饰制作企业因资金短缺而无

法实现规模化生产与发展，制约了产业的繁荣。 
产业扶持政策的力度不够，同样制约了苗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虽然修文县政府政府已经采取

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如申遗与数字化保护等，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传播范围有限等因素，这些措施的

效果并不显著。 
更为严重的是，针对苗族服饰文化的法律法规保护尚不完善。这导致许多苗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承

人和企业面临着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4]。 

4. “非遗”视域下黄金村苗族服饰文化的传承路径 

4.1. 加强民族服饰宣传力度 

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濒危非遗项目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公众对其认知度和关注度。利用新媒

体平台扩大宣传范围和传播效果。目前，我国只有 15 个民族的民族服饰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这意味着在民族服饰的保护与传承上仍有巨大留白。可通过在我市建立民族文化馆、乡村民俗馆等基

础设施或鼓励个人爱好者收藏等方式，官方与民间并重，引导系统性收藏民族服饰工作，对民族服饰文

 

 

5姜继恒《修文县黄金村有块苗族文化“活化石”》，2012-06-15。 
6中研网，中国民族服装市场分析及发展前景，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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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创新。通过开放展览、展示活动，使参观者能够近距离、详细了解

民族服饰的实用价值和文物价值，通过民族服饰这个桥梁增进沟通了解，增强各民族团结互助。 

4.2. 活态工艺研习保护机构 

活态工艺研习保护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研究和展示[5]。以下是一些相关的研习保护机构：北京服装学院，长期致力于中华民族传统服饰

文化的探寻、保护、传承和创新。该学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并运用

多种数字化手段和技术，复原了古代人物雕塑及服饰。大理白族服饰传习所，这个传习所位于大理市上

关镇兆邑村，由大理州白族服饰非物质文产遗产传承人刘茂菲负责。传习所不仅传授白族服饰的制作技

艺，还展示白族服饰，并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助力“指尖脱贫”计划。浙江理工大学丽江民族服饰文化研

习基地，该基地由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创新中心设立，旨在深入挖掘丽江丰富的民

族服饰文化资源，并通过研学活动，推动丽江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目前黄金村苗族服饰还未被更广大的

人群关注，地方也比较偏远且有点小所以他们暂且没有自己的活态传习所。但是可以经过不断地推广让

人们去了解发现黄金村苗族服饰，慢慢建立属于黄金村苗族服饰自己的活态传习所。 

4.3. 构建非遗联合传承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它需要涉及多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利用新媒

体传播非遗文化。在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过程中，新媒体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推动作用。通过新媒体平

台，可以让非遗资源得到更好地传播和传承。例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以及 QQ 空间等

媒介开展一些视频展演、“我与非遗的故事”为主题的征文比赛等线上活动，激发公众参与活动的热情。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要注重在新媒体平台与公众进行互动，使公众更有参与感，从而能够缩短非遗文

化与公众的距离感。也可以开发非遗文化周边产品。加大投资力度，鼓励非遗创意衍生产品的策划和开

发，进一步激发非遗资源的生命力。内在的文化价值和外在的形象品质是非遗创意产品的两个核心要素。

我们可以以传统手工技艺为切入点，通过文化艺术包装，将其衍生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集中展示出非

遗文化元素。 
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传承人培训。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保护和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品

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和指导意义。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传承人培

训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创新能力，在秉承传统、不失

其本的基础上，提高传统工艺的设计、制作及衍生品开发水平。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保护

非遗[1]。数字化给民族文化传承带来了便利。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采集、

记录、存储、传播和再创造的过程，这是对传统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保存，更是一种创新性的传承方式。

此外，数字化还可以解决大众化问题，带动非遗的文创发展，与人们的日常消费甚至与文化贸易都可以

结合在一起。 

5. 结语 

六桶镇黄金村苗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在“非遗”视域下，通过加强民族服饰宣传力度、活

态工艺研习保护机构、构建非遗联合传承平台、服饰产品开发市场转型等多路径探索，有望实现更好的

传承与发展。这不仅有助于保护苗族文化的独特性，也为其他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在

未来的发展中，应不断适应时代变化，持续探索创新，让苗族服饰这一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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