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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苗绣是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贵州苗族人口占全国近50%，文献显示目前贵州苗绣鲜少从

民族艺术角度系统分析其服饰纹样，亟待深入挖掘贵州苗族的文化宝藏。笔者深入贵州山区进行实地素

材采集，结合史馆资源对贵州苗绣艺术进行系统梳理，探根寻源，从艺术称谓和概念范畴两个角度归纳

和理解苗绣的边界，探索其起源与地域分类。从基元分类、构成形式、设色规律和技艺针法四方面，对

艺术形态做清晰的分类记录与规范表述，并从文化和美学视角，深入挖掘贵州苗绣艺术特征，为苗绣艺

术的史料基础研究提供重要补充和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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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ao embroider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Miao population in Guizhou accounts for nearly 50% of the country. Literature shows that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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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few Miao embroideries in Guizhou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analy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art in terms of their dress pattern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ig deep into the 
cultural treasures of the Miao people in Guizhou. The author went deep into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Guizhou to collect field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resource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art of Guizhou Miao embroidery, explore its roots, summarise and understand the boundaries 
of Miao embroide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stic title and conceptual scope, and explore its origin 
and ge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compositional 
form, colour pattern and technical stitching, the art form is clearly classified, recorded and stand-
ardis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izhou Miao embroidery art are explored from th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perspective,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and research paradigm for bas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iao embroider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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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刺绣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鲜活载体，是民族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资源。苗绣艺术是苗族民间

传承的优秀中华刺绣艺术，对生活、劳动和大自然的感悟，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质和风格，是苗族历史文

化特有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苗族特有的民族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多专治一域，艺术资

源丰富且零散，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苗绣艺术溯源，重点对贵州地区的服饰纹

样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其纹样艺术的历史发展，梳理其艺术表现形态与特征，展现苗绣艺术承载的厚重

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特质。 
 

 
Figure 1. Record of field research in Guizhou 
图 1. 贵州实地调研记录① 

 
笔者于 2023 年 11 月深入贵州山区，开展苗绣实物图片素材采集，见图 1 所示，实地走访村县、院

校、博物馆和企业，包括：黔东南施洞镇、镇远古镇、旧州古镇、丹寨小镇、丹寨县清江村、黄平县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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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台江县岑孝村、贵州盛华职业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秀发民族博物馆、雷山

西江春花苗族服饰刺绣博物馆、馨苹国风非遗研发馆等地，整理图片形成贵州苗绣艺术资源库。此外，

采访国家级非遗“苗族刺绣”州级传承人邰春花、县级传承人刘秀发、苗绣收藏爱好者吴国英等代表性

人士，并在走访过程中参加岑孝村的民俗秋收仪式，与百余位盛装苗民和刺绣爱好者共同探讨贵州苗绣

服饰纹样艺术。最终确定从苗绣的基本单元、形式、设色以及技艺等维度，对收集的典型素材资料进行

重点艺术形态解构分析，深入挖掘比较，归纳总结出贵州苗绣艺术特征。 

2. 贵州苗绣服饰纹样艺术概述 

2.1. 贵州苗绣艺术的内涵界定 

在艺术称谓上，“苗绣”既涵盖苗族传统刺绣工艺，又代表苗族独特的文化象征。作为一个无文字

的古老民族，苗族的祖先选择通过刺绣这种独特的艺术符号来记录历史，进一步凸显其主题、构图和色

彩的艺术特质。在概念范畴上，苗绣的含义远超手工艺术，它更是一种通过图案、色彩和技巧来揭示苗

族历史、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视觉文化体系。此技艺常用于服饰、婚嫁用品等生活物件上，既满足实用需

求，同时具有装饰和象征意义，反映了对自然、祖先和神灵的原始崇拜。 
贵州苗族自古便精通于采用多样化纹样装饰服饰的艺术。作为一种在特定地理环境中形成并独具地

域特色的文化表现形式，贵州苗绣艺术是苗族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男性耕作、女性纺织为

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刺绣不仅是女性必须掌握的技艺，而且是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手工活动，

这种情况在贵州居住的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等 18 个民族中普遍存在。历经长期的

历史演变，这些多民族的女性通过文化交流和技艺传承，使得贵州苗绣在服饰纹样设计上展现出更加独

特的艺术视角和审美趣味。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材料运用广泛、技艺更新显著、表现形式多元、纹饰

内容奇古、文化意蕴深厚等特点，展示了与其他地区苗绣不同的艺术形态与特征。 

2.2. 苗绣艺术的起源追溯 

澳洲的人类学者格迪斯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全球，有两个具有坚韧不拔精神和历尽苦难的民族，

那就是居住在中国的苗族和遍布全球的犹太民族。”[1] 5000 年前的涿鹿之战，苗族九黎部落的首脑蚩尤

战败于黄帝，从此揭开了历史上最早的大迁徙。这场迁徙潮使苗族的足迹扩散至全球各地，发展成为有

着世界性影响力的民族。贵州苗族刺绣技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五千年前的苗族战士的战袍，最初的苗绣

史料稀少，只有在“三苗国”的时代，“鸟张卉服”的苗族绣花服装才首度在史书中被提及[2]。在春秋

战国时期，楚国对苗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苗绣技艺的巅峰时刻却出现在清朝末年和民

国初年，这个阶段其收藏价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苗绣的起源，流传在苗族古歌中的一些民间传说

提供了线索。例如，古歌中提到在苗族西迁的过程中，各部落会根据所处的生活环境来决定服饰的风格，

比如山地适合短裙，平地适合长裙。这些传说为我们理解苗绣和服饰多样化的历史背景提供了解释[3]。 

2.3. 贵州苗绣艺术的类型与分布 

贵州苗族刺绣主要分布于黔东南地区，按地域和特点可分为清水江型、都柳江型及其他类别刺绣。

清水江型刺绣因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清水江流域，如雷山、台江、黄平、剑河县等地而得名。此类刺绣

又细分为施洞式、西江台拱式及其他类型，其中施洞镇的刺绣是其最具标志性的代表，常在妇幼的衣物

如袖子和腰围上见到，工艺娴熟，设计图案多以对称的二维空间镶嵌图样为主，红色的应用极为突出，

搭配了冷暖色调的对比。而西江台拱风格的刺绣，以雷山县的西江乡为代表，其独特的“花中套花”技

法格外引人注目。而都柳江型刺绣的代表性区域则是月亮山区，包括榕江、丹寨、从江、雷山、黎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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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黔南州的三都和荔波县。该地区的标志性作品是保存至今的“卉服鸟章”百鸟衣[4]。 

3. 贵州苗绣服饰纹样艺术形态 

每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特有的艺术形态，它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标志。贵州苗绣艺术作为苗族

传统工艺的珍宝，其纹饰艺术形态丰富多样。通过对其深度解析，能够进一步理解贵州苗族绮丽的审美

理念和文化表达方式。本部分对其基元分类、构成形式、设色规律以及技艺针法做细致分类，系统呈现

贵州苗绣服饰纹样艺术形态。 

3.1. 基元分类 

对实物样本中的纹饰进行拆解，结合文献资料分析贵州苗绣纹饰的基础构成单元，简称基元，按照

表现手法归类总结为抽象几何基元、类象基元和组合基元三种[5]。 
抽象几何基元：基础的抽象几何基元有云纹、水纹、回形纹、锯齿纹、万字纹、井字纹、十字纹、

菱形纹等。其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苗族人对自然和祖先的原始崇拜，这些几何纹样从自然万象

中演化，如水波纹象征河流、回形纹象征云雷。二是几何基元具备程式化和简约化的特性，使的元素尤

其适用于苗族传统服饰边缘的装饰，为绣品增加丰富的层次肌理。现存的抽象几何基元，大多源于历

代苗族人的个体理解和艺术感慨，即便有些想象抽炼的纹饰含义难以明了，但仍展现着较高的艺术造

诣。 
类象基元：类象基元涵盖具象和半具象元素题材，是来自贵州苗族对日常生活实物的真实记录，在

保留一定辨识性的外形特征的同时，结合个人理解进行艺术化改造[6]。类象基元，主要分为植物、动物

和文字三大类。植物类基元往往是贵州当地常见或有吉祥寓意的植物，如桃花和小米花，多用在服饰中

表示多子多福、族系繁盛。动物类基元则反映了苗族对自然的亲近与崇拜，涵盖了家禽如牛、马、羊，以

及始祖瑞兽如龙、蝴蝶、蛙和虫等。苗族人民充分发挥对自然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些特色纹样基元，如

牛鼻龙、鱼尾蝴蝶[7]。文字类基元则表现苗族历史迁徙的汉化进程，最常见的汉字基元包括福禄寿喜和

“卍”字纹等，通常出现在儿童帽子或妇女衣袖、裤脚等处，表达苗民对后辈的祝福和幸福生活的朴素

期盼[8]。 
组合基元：组合基元是将以上多种基元组合由植物、动物、文字等多种基元相结合，形成具有故事

性的大型纹样，通常以人文日常或远古传说为主题，呈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内容。人文日常类主题的的

组合基元常与贵州本土农事活动或节庆风俗相关，表现出欢快、热闹的场景。远古传说类的组合基元源

于苗族的历史传说，常以英雄人物或远古祖先为主角，例如“久保杀龙图”描绘了苗族英雄与巨龙的战

斗场面，是象征苗族起源的神话故事。而“涿鹿之战图”则记录了苗族历史上著名的涿鹿战争与大规模

迁徙[9]。 
结合上述三大主要基元类象，从实物样本中找到具备代表性的纹样素材，总结见表 1。 
 

Table 1. Representative basic unit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uizhou Miao embroidery art 
表 1. 贵州苗绣艺术代表性基元及内涵① 

基元类型 纹样名称 图例 内涵释义 

抽象几何

基元 几何基元 回形纹 

 

苗民对生活循环往复、世代相承的理解，

寓意家庭的繁荣与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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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抽象几何

基元 几何基元 

漩涡纹 

 

表现水的力量和循环，象征着生命力的永

恒和自然界的循环不息 

云气纹 

 

苗民相信云雾水汽是最招出现的物质，象

征天赐福气 

类象基元 

植物基元 

枫树纹 

 

“妈妈树”，象征坚韧与顽强，寓意生命

蓬勃与家族兴旺 

石榴纹 

 

多子多福的象征，寓意子孙繁荣昌盛，家

族代代相传 

牡丹纹 

 

“花中之王”，代表着财富、荣华和吉祥 

动物基元 

蝴蝶纹 

 

“妹榜妹留”，是苗民祖先的象征，具有

繁衍与生命延续的寓意 

鱼纹 

 

源于“稻作渔捞”，是生殖繁衍的象征，

代表子孙绵延 

鸟纹 

 

象征苗族的图腾崇拜，寓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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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象基元 文字基元 

万字纹 

 

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代表永恒不

变和驱邪避瘟 

寿字纹 

 

传达对长命百岁的美好期盼 

组合基元 

人文日常 宗庙纹 

 

象征对祖先的敬畏与尊重，表达家族的延

续、繁荣与文化传承 

远古传说 

英雄征战纹 

 

女英雄务茂媳征战的场景，表达了对保卫

家园、追求和平生活的集体愿望 

鸟衔牡丹纹 

 

常见的大篇幅花纹，有吉祥富贵之意 

双兽戏珠纹 

 

戏珠的场景代表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以

及对和平与安宁的守护 

3.2. 构成形式 

贵州苗绣图腾图案拥有装饰画的“满、全、稳”三个特点，反映在三种构成形式，即独立式、对称式

和连续式。 
独立式：独立式可细分为中心式和适合式，两者均展现了图案较高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且不需额外

的边框装饰。中心式指主体单元位于绣片中心，周围留白，视觉效果呈现均衡与稳定。而适合式往往是

根据图案题材进行自由化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这种方式通常用于叙述性的主题。 
对称式：贵州苗绣纹样的整体构形与其服饰结构的对称性有较强联系，因此服饰纹样多呈现正方形、

长方形、三角形、圆形等对称的几何结构，其中中心对称和轴对称的设计尤为常见，为观者带来和谐的

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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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式：指纹样基元呈现连续性与重复性特征，可被细分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二方连续亦称为

带状连续，常基于单个或多个几何基元，在限定的带状区域内，沿有一个或多个特定方进行无限循环运

动，借由此在平面上创造独特的节奏感和空间层次感。四方连续则通过将基础纹样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有序排列，形成环环相扣、阵列协调的格局[10]。 
多样的构成形式使贵州苗绣呈现更丰富的变化，结合上述分析，归纳整理见表 2。 
 

Table 2. Refinement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iao embroidery samples in Guizhou 
表 2. 贵州苗绣样本构成形式提炼② 

构成 
形式 

独立式 
中心式 

独立式 
适合式 

对称式 
中心对称 

对称式 
轴对称 

连续式 
二方连续 

连续式 
四方连续 

样本 
图片 

  
 

 
 

 

形式 
提炼 

  
  

 
 

3.3. 设色规律 

一般而言，苗族的传统服饰分为两大类别，即盛装与便装[11]。其中，盛装在色调上有进一步的划分，

包括红色调、蓝色调、绿色调和黄色调等四种主题色彩。红色调主要以红色为基调，辅之以淡黄、浅蓝、

紫红、玫瑰及绿色等色彩进行点缀；而蓝色调则采用深蓝紫作为主色，配合黑色、白色、绿色以及褐色

图案进行搭配；绿色调以绿色为主导色彩，辅以红色、黄色、黑色及玫瑰色进行搭配；黄色调则以黄色

为主导，搭配黑色和红色，中间穿插以白色进行装饰。红色在苗族刺绣中的应用极为广泛，它象征着青

春与生命，寓意吉祥如意及富贵，通常被用于表示未婚少女和儿童的服饰。蓝色象征着稳重与成熟，常

用于已婚妇女的装扮之中；而黑色则代表着深沉与神秘，常作为男性装束的主色调或是服饰的底色[12]。 
综合分析贵州苗绣的设色，可以发现其规律主要集中于冷暖色的巧妙搭配，以鲜明的暖色系为主导，

辅以冷色调进行装饰，彰显了明暗对照的艺术效果。在色彩纯度方面，偏好使用饱和度高的纯净色彩，

并以中低饱和度的色彩为补充，体现了贵州苗绣在色彩运用上的大胆、鲜明及自由。 

3.4. 针法技艺 

贵州苗绣有 20 多种针法和技法，即保留了不少中国古代针法，也创造了一些独有的技艺。整体上看，

贵州苗绣侧重结合多种技艺方法对材料进行加工，使其变成艺术元素，再结合巧妙组合搭配，创造出既

有平面绘画效果又具三维立体的雕塑效果的艺术。笔者结合调研，将技艺针法按纹饰形象进行划分，主

要为平面绣绘类、立体贴塑类和装饰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绣样实物归纳整理见表 3。 
平面绣绘类，通过针法在布面上绣出平面的图案，类似绘画效果。针脚细腻，注重线条和色彩的层

次感，表现细致，因此在服饰中大面积使用，主要包括平绣、网绣、蚕板绣、织绣、贴花绣、挑花、循环

针。以蚕板绣为例，是利用蚕丝絮片作为刺绣材料，具体包含了蚕底绣和茧花绣两种形式，其中蚕底绣

多用于百鸟衣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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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贴塑类，通过复杂的针法和材料堆叠，营造三维立体感，使绣品呈现雕塑般的审美价值与耐磨

防护的实用价值，具体包括辫绣、堆绣、缠绕绣、锁绣、打籽绣、金属嵌盘、叠针绣、钉线绣。以辫绣为

例，仅存于贵州，用 8、9、12、14、16 根数量不等的单色或多色丝线，在编组机上编成扁平状的组，类

似于女性发辫，在用其作为刺绣材形成纹理。 
装饰类，主要体现在纹样、服饰的轮框和边缘的装饰，强化装饰点缀作用，讲究多材料的运用和视

觉审美。具体包括补花绣、缘条、珠串、吊坠、坠物和流苏、璎珞、链带。以补花绣为例，主要包含印

染、织锦、补贴三种形式，主要流行于雷山、台江、剑河等地的布贴艺术最具形式感。 
 

Table 3. Guizhou Miao embroidery art technique stitch refinement 
表 3. 贵州苗绣艺术技艺针法提炼③ 

类别 一、平面绣绘类 

技艺 平绣 网绣 蚕板绣 织绣 贴花绣 挑花 循环针 

图片 

       

释义 台江·擘线绣 松桃·分割网

绣 凯里·茧花绣 雷山·彩线织

绣 
剑河·镂空贴

花绣 
花溪·长针平

挑 台江·倒三针 

类别 二、立体贴塑类 三、装饰类 

技艺 辫绣 堆绣 缠绕绣 锁绣 打籽绣 金属嵌盘 钉线绣 补花绣 

图片 

        

释义 台江·对角

折绉式辫绣 
台江·三角

堆式堆绣 织金·绞绣 雷山·双针

锁绣 
凯里·圆圈

式打籽绣 
台江·锡箔

嵌条绣 
黄平·钉线

绣 罗甸·钉线绣 

4. 贵州苗绣服饰纹样艺术特征 

根据前文对艺术形态进行整合分析，可初步判断贵州苗绣服饰纹样艺术整体呈现图案生动鲜明、形

式丰满协调、色彩热烈浓郁、绣工多样灵活的艺术特点。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其地缘环境、历史

背景、民族文化及图腾象征等多重因素，从文化与美学的角度，解析贵州苗绣服饰纹样艺术特征。 

4.1. 文化特征 

万物有灵的民族信仰反映。贵州地区的多数民族，包括苗族在内，普遍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信念。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语言文字与艺术图像构成了思想传递的主要途径。对于贵州苗族这样一个无文字的

民族来说，服饰纹样承担了与古歌、神话及史诗相当的重要性，它们共同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

反映出贵州苗族的民族信仰和对宇宙的认知。苗族服饰上的各类纹饰图案，如枫树、蝴蝶、鸟、央公、央

婆以及引领族群西迁的列祖列宗的形象，都是通过针线技艺，在刺绣服饰上表达对自然、英雄、图腾和

祖先的敬仰，体现出对生命繁衍、族群兴盛的深切关怀和信仰精神。 
幸福美好的世俗愿望表达。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贵州苗族在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时，

生存的两项核心任务便是确保食物的充足供应与族群的持续繁衍。因此，贵州苗绣服饰中蕴含了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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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生命诞生、繁衍以及繁荣昌盛的主题元素。例如，通过将两个“山”字形纹样相结合并连续扩展，形

成的云雷纹，象征着男性与女性的结合孕育新生命；而菱形桃花则被视为是母体孕育胎儿的象征。这些

巧妙的装饰纹样不仅是其日常服饰的一部分，更深层次地体现了苗族对于民族繁荣、兴旺及强盛的美好

祈愿。 

4.2. 美学特征 

朴拙与童趣。朴拙体现在纹饰及其织造技艺呈现的原始自然美感中。贵州苗绣中常见的绉绣技艺，

依靠类似辫绣的编织、堆叠和褶钉，呈现出强烈的浮雕感，带有涩滞的线条和粗犷的式样，散发着古朴

的自然之美。此类朴拙的风格与史前彩陶、岩画等早期艺术表现出的人类质朴直观的思维方式相呼应，

充分展现了贵州苗绣技艺立于山区的原生状态。而在这种朴拙的艺术风中，也时常能观察到苗民的童趣。

例如，贵州黔东南雷山县的苗绣服饰中常见的凤凰和鸟的装饰纹样，借助自由的构图和大胆的造型，展

现童趣般的生动形象。绣娘们运用夸张的手法，将双头龙等图腾变形处理，增强了装饰的趣味性和吉祥

寓意。这种抽象变形的图腾，承载历史的厚重的同时，增添了图案的童趣，使作品在朴拙中多了一层生

动的美感。 
丰满与灵动。贵州苗绣的构图常给人一种“丰满”的视觉感受，其绣品多呈现饱满、无空隙的布局，

营造出视觉上的丰富感。这种“满”的效果是通过复杂的刺绣技法和大量素材的叠加实现的。服饰刺绣

的层次丰富，纹饰图腾图案充满画面，给人一种丰盈的艺术体验。同时，苗绣在技法和创作上体现出极

大的灵活性。绣娘们遵循“想怎么绣就怎么绣”的原则，不拘泥于固定的绣法和规则，巧妙运用多种绣

法，如锁绣、岔针绣和平绣，创造出层次感丰富的刺绣作品。这种灵活的技艺赋予了苗绣极高的表现力，

使得图案显得生动活泼。例如，在黔东南地区的苗绣作品中，图腾形象的色彩搭配不受拘束，只要符合

基本的色系，其他色彩可以随意组合，甚至大胆运用鲜亮色彩来突出“灵”的气息。如此灵活自在的色

彩搭配和构图设计，赋予了苗绣作品独特的生动感和艺术生命力。 

5. 总结 

贵州苗绣不仅是苗族传统刺绣技艺，更是民族及地区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录的视觉表达。贵州苗民通

过纹样、色彩和技法展现了苗族的历史、信仰和生活方式，反映了对自然、祖先及神灵的崇拜。这种艺

术形式使苗族无文字的文化得以传承，并体现了对繁衍和民族兴旺的期望。 
基于史料，梳理苗绣艺术内涵。从艺术称谓和概念范畴两个角度归纳和理解苗绣的边界。苗绣既是

中国传统刺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贵州地区的重要绣种，苗绣的发展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有着重

要且密切的关系，因其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形成不同的分布类别。结合实地走访调研拍照素材和史馆文

献资料形成素材库，从基元分类、构成形式、设色规律和技艺针法四个方面分析归纳其艺术形态。贵州

苗绣基元包括抽象几何基元、类象基元和组合基元，几何基元源于自然崇拜，类象基元反映日常生活，

组合基元则讲述了故事和传说。构成形式上，苗绣展示了“满、全、稳”的特点，表现为独立式、对称式

和连续式，增强了视觉效果和形式美感。色彩运用上，苗绣采用冷暖对比和明暗互补的规律，表现出大

胆而明艳的色彩风格。技艺针法则包括平面绣绘类、立体贴塑类和装饰类，展现了丰富的艺术效果和实

用价值。结合对艺术形态的系统性梳理，从文化和美学两方面总结贵州苗绣艺术特征，即通过服饰纹样

反映万物有灵的民族信仰、表达幸福美好的世俗愿望，借由妇女针线织绣作品传达对朴拙与童趣、丰满

与灵动审美风格的理解。笔者相信，未来苗绣艺术会继续迸发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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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图 1、表 1 中图片均为作者自摄和自绘 
②表 2 中样本图片来源：书籍引用，《中国贵州民族服饰全集·工艺篇》贵州省博物馆编著 
③表 3 中图片来源：书籍引用，《中国贵州民族服饰全集·工艺篇》贵州省博物馆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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