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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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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对施洞一带的服饰纹样进行分类总结与分析。得出: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主要用于

女上装、织锦围腰及银饰，题材以动物纹和人形纹为主，辅以植物纹、几何纹和宗教纹，组织形式包括单独纹样、连
续纹样和适合纹样，工艺手法包括当地特有的破线绣、苗族堆绣、锁绣及铸银等。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不仅体现了

当地苗民技术与艺术高度统一的服饰艺术，更通过纹样不同形式的协调搭配和作为二次装饰的完美表现与深厚的

历史底蕴，体现了其独特的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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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Miao's costumes in Shidong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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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irthplace of Miao's culture in Guizhou，Shidong's costume culture is special with
unique patterns．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costumes after the
patterns classification，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atterns mainly appeared on female suits，brocade waist
and silvers，combined with animals，peoples，plants，geometric and religions． It also fou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al form，the patterns can be grouped into individual patterns，continuous and
suitable patterns． The techniques used to form patterns including local endemic split line stitch and Miao'
s barbola stitch，chain stitch． Patterns on Shidong Miao' s costumes expressed not only local people' s
highly unified costume art combining technology with art，but also embodies its unique decoration style
through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patterns，showing its perfect performance as second decoration and deep
historic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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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纹样是渗透于生活的艺术［1］，民族服饰纹

样是绘制在衣物上的图语，由于载体的特殊性，纹样

作为一种图语有它自身的特点［2］。对民族服饰纹

样的研究，可进一步了解以服饰纹样为载体的民族

艺术。贵州施洞，地处黔东南苗族腹地，为苗族文化

的发源地，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

县最北部。历史上施洞一带一直为贵州苗族聚居的

核心之地，因而催生出绚丽多姿的苗族文化和各种

艺术形式。施洞一带的苗族，自称“Fangb Nang1”，

汉语音为“方南”，属于贵州黔东南众多苗族支系中

的一支，其服饰特色尤为突出。本文以其服饰纹样

为切入点，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探讨贵州施洞地区苗

族服饰纹样的分布、题材及工艺表现手法，从多角度

分析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装饰艺术。

1 服饰纹样的分布

施洞苗族传统服饰及其制作技艺在苗族服饰文
化中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立的款式［3］。清水江“施

洞式”是施洞苗族的典型服饰，至今仍保留着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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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襟群装型制和传统的制衣工艺［4］。
施洞苗族服饰大致分为 2 种: 节日盛装和日常

装，这 2 种服饰纹样的分布部位和题材一致，主要在

配饰及服装的搭配繁简上存在差异，其中尤以节日

盛装的服饰搭配最为复杂，纹样涉及部位广，纹样种

类繁多也最具代表性，其纹样的分布有其固定的形

制。实地调研发现，施洞苗族服饰纹样在女装中主

要分布于女上装、围腰、银饰、绑腿与女鞋，其中以女

上装和织锦围腰最盛行也最具代表性。相较女装，

男装为简，除了银腰带上铸有纹样，其他部位均无。
男童女童的服饰纹样分布与成年男女基本相同，此

外，在童帽及儿童背带上也存在装饰纹样。经观察

发现，施洞苗族服饰在纹样的分布上十分讲究装饰

面积和装饰部位，崇尚以多为美、以大为美，具体表

现为: 重女装而轻男装，纹样分布面积大、部位多，施

洞苗族服饰纹样分布见表 1。

表 1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分布

款式 纹样部位 装饰手法 服饰种类

女上衣

肩部 刺绣、织锦 盛装、日常装

袖部 刺绣、织锦 盛装、日常装

后领部 刺绣、织锦 盛装、日常装

前领部 刺绣、织锦 盛装、日常装

前衣片 铸银 盛装

后衣片 铸银 盛装

围腰
正中部 织锦 盛装

两侧 刺绣 盛装

项链 铸银 盛装

头饰 头围 铸银 盛装、日常装

翘头女鞋 鞋面 刺绣 盛装、日常装

绑腿 绑腿正面 刺绣 盛装

男上衣 腰部腰带 铸银 盛装、日常装

儿童背带 背带正中部 刺绣 日常装

童帽 帽正面 刺绣 日常装

2 服饰纹样的题材及表现手法

2. 1 纹样的题材特点
通过深入贵州省台江县施洞地区进行实地调

研，参加苗 族 每 年 一 次 举 办 的 最 盛 大 节 日“姊 妹

节”，近距离观察当地各支系盛装，同时深入施洞镇

各村寨，实地观察并记录施洞一带的苗族服饰。通

过对服饰上的纹样进行总结与分析，发现在各种服

饰中，以女上装的服饰纹样种类最多，纹样的工艺手

法也最为多见。施洞苗族服饰纹样题材与表现手法

见表 2。

表 2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题材与表现手法

服饰 纹样 组织形式 工艺手法

女上装
人形 纹、动 物 纹、
植物 纹、宗 教 纹、
几何纹

适合纹样
二方连续

破线 绣、锁 绣、堆 绣、
辫线绣、织锦

围腰
植物 纹、动 物 纹、
人形纹、几何纹

适合纹样
单独纹样
二方连续

平绣、织锦、挑绣

绑腿 植物纹 二方连续 织锦

女鞋 植物纹、动物纹 单独纹样 平绣

银饰
植物 纹、动 物 纹、
几何纹

适合纹样 铸银

通过整理，对姊妹节上的 33 件包括女上衣及围

腰在内的施洞服饰进行统计与分析，按其所占面积

大小排列，依次是动物纹、人形纹、植物纹、几何纹与

宗教 纹，出 现 频 率 分 别 为 100%、63. 6%、48. 5%、
33. 3%及 18. 2%。由此可见，动物纹样是最重要、占
比最大的纹样，一方面源于当地苗民和大自然的亲

密关系，另一方面源于对动物崇拜的宗教信仰。动

物纹以苗族纹样的永恒主题蝴蝶纹为主，其次还包

括龙纹、凤纹、牛纹、鱼纹、虎纹、青蛙纹等。每一件

服饰上的动物纹样或具象或抽象，造型不尽相同。
动物纹与其他纹样组合搭配出现，互相衬托组合成

一幅画面。值得一提的是，动物纹样多呈复合造型

的形态，或为不同动物如牛头鱼身、牛头虾身的复

合，或与人形纹复合。
人形纹为占比第二的纹样，主要有 3 种形式: 一

种是完整较具象的人形纹，这种并不多见; 一种为与

动物纹样复合而成，包括人头虎身、人头龙身、或者

人头与蝴蝶复合等; 还有一种表现形式为在织锦带

中以抽象的形式呈二方连续的纹样。对人形纹的重

视，充分体现了苗族以人为本的观念。
植物纹以牡丹花、桐子花和八角花为多。牡丹

花一般在围腰两侧以具象写实的方式出现，桐子花

为施洞所独有，装饰在女性银饰龙凤银角龙顶端，左

右各一。而八角花则一般在上衣后领处通过堆绣抽

象而现。此外，还包括荷花纹及一些简易花草纹样。
几何纹样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它是人们通过自

己的抽象思维，对自然界存在的客观事物及图形进

行有意识的重新排列、组合、变形而形成的具有高度

概括性、简洁性的纹饰［5］。施洞苗族服饰的几何纹

以三角形、菱形和方形为主，多现于堆绣和织锦带

中，装饰在衣饰的边缘，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组成。
宗教纹样主要位于上衣后领和胸前堆绣片中，

以象征吉祥如意的“卍”字符为图案中心，周围以三

角形堆绣包围而成，在织锦带中也有所见。
概括而言，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题材广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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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但又不局限于生活; 造型形式不拘一格，或抽象或

具象，以纹寄意，通过纹样的题材与组成传递着施洞

苗民对生活的观察及愿景。
2. 2 纹样的组织形式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在设计上注意造型和章法，

常见的组织形式为单独纹样、连续纹样、适合纹样，

这些组织形式格局严谨而又富于变化。
单独纹样是最基本的纹样组织形式，结构相对

简单，自成一体。施洞苗族服饰的单独纹样，主要用

于翘头花鞋上，且多为均衡式单独纹样，没有固定的

轴线或中心，图案随性讲究自然美，相较于二方连续

和适合纹样，其出现比例较少。
连续纹样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施洞苗族服

饰纹样以二方连续为多，主要见于装饰用的织锦带，

常用于衣袖、衣领等上衣的装饰部位，在女上衣、围
腰中部和女帽的银饰中最为常见。四方连续在施洞

苗族服饰纹样中并不多见。
适合纹样指适合某类外形的纹样组织形式，有

均衡式、平衡式、多层式等。施洞苗族女上衣的装饰

由不同形状如长方形、正方形和圆形的破线绣片组

合而成，因此多为适合纹样，破线绣片的纹样内容以

叙述和记录苗族古歌的内容为主，纹样形式多样，包

括对称式、独立均衡式、左右式、花边式和封闭式。
另外，在银饰及童帽上，适合纹样也多为常见。围腰

为施洞苗族服饰的重要款式，其纹样为连续纹样和

适合纹样的组合出现，是典型的不同纹样组织形式

在同一部位的组合。施洞苗族围腰见图 1。

图 1 施洞苗族围腰

总体而言，从组织形式上看，施洞苗族服饰纹样

具有和谐美、平衡美与韵律美，充分体现了当地苗民

的审 美 观 和 高 超 的 工 艺 技 巧，注 重 艺 术 与 技 术

的结合。

2. 3 纹样的工艺手法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工艺主要包括刺绣、织锦

及铸 银，各 种 工 艺 各 具 特 色，且 纹 样 的 装 饰 部

位不同。
刺绣工艺有破线绣、锁绣、平绣、堆绣及辫线绣

4 种。破线绣为施洞苗族女上装纹样的主要工艺手

法，主要应用于肩部及袖子外侧。破线绣起源于平

绣，是一种需要先将丝线经分破上光处理再刺绣的

技法，其纹样题材及造型丰富多变。先独立完成大

小不一、形状不同的破线绣片，然后通过针线固定在

上衣的肩部和袖部。锁绣在破线绣片上主要运用于

勾勒动植物纹样的轮廓，经锁绣勾勒，纹样更为精致

和细腻。堆绣是将上浆后的各色丝绸小方块折成三

角形，通过堆、叠的层次和错落，使图案呈现出立体、
浮雕的装饰效果［6］。堆绣主要装饰在女上衣的胸

前衣片叠加部位与后颈部正中间部位，同时也装饰

在部分上衣的肩部和袖子，以三角形堆绣形成条状

装饰。辫线绣装饰部位在上衣的肩部及袖部，不同

的刺绣工艺分布部位不同，但位置相对固定。
织锦是苗族的一种重要装饰工艺，施洞苗族服

饰上织锦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2 种: 一种是织锦带，一

种是整副织锦。织锦带多采用几何纹样，主要装饰

部位为女上衣衣领到胸前连续一条，部分为袖部。
整副织锦的纹样多为连续的抽象人形纹或动物纹，

大部分位于围腰中部，两侧则为平绣。施洞苗族女

上衣纹样工艺分布见图 2，施洞苗族围腰纹样工艺

分布 见 图 3，不 同 的 服 装 部 位，采 用 不 同 的 工

艺手法。

图 2 施洞苗族女上衣纹样工艺分布

图 3 施洞苗族围腰纹样工艺分布

铸银工艺主要通过錾刻、焊接、嵌花、立体花丝

等一系列手法完成。铸银工艺除应用于头饰、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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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配饰外，在施洞苗族服装的银衣中也以排列组合

形式出现，动物纹、植物纹在每一个单独的银片上通

过铸银工艺形成。
总之，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工艺手法种类多样

但组合搭配和谐，每种工艺手法都有其约定俗成的

装饰部位，在保持整体服饰风格一致的前提下稳中

求变，协调搭配。

3 服饰纹样的装饰艺术

苗族服饰是“穿”在苗族同胞身上的“史书”，其

抽象化的图案记录了苗族在远古时代的重大事件，

具有人文历史题材鲜明、深厚的装饰艺术性［7］。施

洞苗族服饰的纹样通过一系列工艺手法，展现了当

地苗民高超的工艺技巧及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独

特的美学内涵。
3. 1 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技术与艺术往往相互依存并以共同的物质形式

得以呈现。施洞苗族服饰的装饰纹样，首先需要通

过各种手工技术完成，其次以艺术的形式展现，通过

技术的表现和完善而不断丰富纹样的形式和内容。
技术表现上，采用繁复耗时的刺绣、织锦和铸银

工艺; 艺术表现上，是独特审美的纹样造型和色彩，

极具表现力的组织形式。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表现

出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以女上衣纹样的重要装

饰———破线绣片为例，从制作材料的选择、纹样的绘

制、剪纸、刺绣到装饰，所有过程常由 1 人完成，服饰

上银饰纹样的完成同样如此，由此而诞生了一批技

艺精良的刺绣与铸银大师。其纹样的制作技术与美

的艺术形式是一种互融和协调的关系，艺术与技术

在服饰纹样的制作过程中完全统一，这种统一不是

拼凑，而是二者在制作过程中的统一，是有机的结合

与服从。
3. 2 不同形式的协调搭配

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以不同的形式组合而成，

不同的纹样与工艺协调统一在服饰上互相搭配，形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首先，是不同图案形式的搭配，抽象纹样与具象

纹样的搭配、面积大小不同的纹样组合搭配，如女上

衣袖部，具象的鱼纹与抽象的几何纹搭配，围腰中部

抽象的动物纹与左右两侧具象的动物纹搭配; 其次，

是不同组织形式的搭配，二方连续、独立纹样、适合

纹样组合在一个部位，组合构成一个大的装饰; 再

次，是不同工艺形式的搭配，有时一个纹样中融合了

破线绣、锁绣、堆绣等多种刺绣工艺，却毫不突兀。
同一件服装中，更是包括铸银、多种刺绣、绘画、织

锦、挑、染等多种工艺手法。施洞当地的苗族早已洞

悉不同纹样形式的搭配原理，将不同的图案形式、组
织形式及工艺形式融于一体，彼此毫不冲突。
3. 3 二次装饰的完美表现

中国少数民族的服装具有双重性结构，其本身

以直线裁剪所形成的平面结构为第 1 层结构，在整

体服 装 造 型 上 以 织、染、绣 等 装 饰 构 成 第 2 层 结

构［8］。施洞苗族服饰遵从这种结构，其纹样的载

体———服装及织锦呈现平面的结构，而纹样以立体

的方式装饰在服装上形成第 2 层结构。具体表现

为: 先以刺绣或铸银工艺完成纹样的制作与表现，然

后再通过针线的手法，固定在服饰固有的部位。作

为独立的纹样，这些装饰精美细腻，作为服饰的第 2
层结构，又能使原有的服饰更为精致，表现力更强。
最为关键的是，刺绣绣片的大小或银片的规格有一

定范围要求，其尺寸大小以服装为依据，依服装而

绣，最后在服装上固定，与服装协调搭配，充分展现

了作为纹样的装饰功能。
3. 4 历史底蕴的外在表征

在西南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神话是民族文化

及社会心理的折射。人们将历史、神话、传说以及希

望记录的一切表现在服饰中代代相传，而图案纹饰

则成为记载这一切最好的载体; 因此在服饰纹样上

可以读到荒古的神话、始祖的业迹、家族的宗谱、民
族的历史等内容［9］。施洞苗族是贵州苗族的聚居

地和发源地，其服饰、纹样、民俗都具有深远的象征

意义，因此其服饰纹样便自然而然的具有了记录和

传达历史的功能。透过苗族服饰纹样，可以看到苗

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对现实生活的美好表达。苗族同

胞用针做笔、用线做墨，把他们的英雄史诗刺绣到了

民族服饰上［10］。服饰纹样是渗透生活的艺术，施洞

苗族以服饰为载体，以纹样为文本，表达情感、绘制

故事。当地人用本支系特有的刺绣及铸银方法，将

历史故事绣进或刻进每一种具地方特色的纹样里，

这些纹样依托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独特的美

感及魅力。

4 结束语

服饰纹样，能体现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工艺

及技术发展水平，也记录着当地的文化生活习俗，形

成本民族的符号。施洞苗族服饰纹样来源于生活但

又不局限于生活，其纹样分布面积大、部位广，纹样

题材多样，组织形式严谨富于变化，工艺手法精致。
透过纹样不同形式的协调搭配和艺术与技术的统

一，传达着以纹样为载体的历史底蕴。本文通过对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装饰艺术的分析，对理解当地的

民俗文化和民族技艺，进一步掌握不同民族间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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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智慧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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