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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布于贵州剑河的锡绣艺术，以金属锡粒作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

具有制作工艺繁复，纹样内容丰富的特点。本文通过开展锡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访谈为

主的田野调查，对锡绣的制作材料、工艺、独立纹样进行分析，探究其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寓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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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绣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以金属锡粒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载体而著称于世，是世界上

其他民族绝无仅有的“绣中绝技”；绣品所承载的是“锡绣苗”先民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活动中所

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一本绣在服装上的“无字史书”。早在 2006 年，锡绣就已被列入首批同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工艺主要流布于贵州省剑河县南寨乡的展溜村、柳富村、白露村，观么乡

的平夏村，敏洞乡高丘村、平鸟村，以及南加镇等村镇。对此，笔者分别深入到位于观么乡平夏村的

锡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妹岩家中，以及现居住于剑河县城的另一位锡绣传承人龙女三九的家中

开展苗族锡绣的田野调查，通过对锡绣材料、制作工艺流程以及传统纹样的造型特点等问题解读，探

寻苗族锡绣艺术所蕴藏的文化寓意，填补苗族锡绣单独纹样研究的空白。

一、苗族锡绣材料

(一）自纺自织亮光布

苗族有着悠久的棉花种植历史，苗族古歌《种棉歌》唱到：“良辰吉日，点种棉花。棉花姑娘，

这里安家……佑棉姑娘，免受糟蹋。快快成长，早早开花。”锡绣苗服饰用料均为自纺自织棉布，布

宽约三尺，分春夏装用布与秋冬装用布。其中，春夏装用布为亮布，与侗族亮布近似，相较侗族亮布

，锡绣苗所制亮布质地更为柔软；织造与染整工序复杂，需经弹棉、滚棉条、纺线、挽线、煮线、绕

线、梳理、布经等多道工序完成整个织造过程；染整则需经浆布、洗晒、捶布、染色、捶布、浆布、

洗晒、浆布、染色、捶布、洗晒等十余道工序反复多次来实现（如图 1)。秋冬装用布则为质地较为粗

糙厚实的色织布（如图 2)。染色方面主要使用当地盛产的植物为主，如用寥蓝染制蓝色，椿树皮熬制

染绛紫色，栀子染米黄色等。



(二）光亮金属锡

锡绣苗将金属锡作为面料二次再造的材料是与其他民族刺绣艺术最典型的区別。相较其他民族刺

绣选材单一，锡绣艺术选料则更为丰富，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改变人们对传统刺绣艺术的选料观念

。其中，锡绣苗选择金属锡作为刺绣的主要用料原因有二：一是苗族人尚银，相对贵金属银而言，锡

的光亮度能达到与银一样的效果，且价格低廉易购得：二是银制品易氧化，相较而言，锡制品不易氧

化，且便于保存，长时间存放依然可以光亮如旧（如图 3)。



二、锡绣制作工艺流程

(一）挑花

挑花是苗族锡绣工艺的重要一环，是嵌锡环节顺利开展的物质载体。锡绣苗妇女以染织好的棉布

做地，根据棉布经讳数纱入针，绣得所需纹样。其中，在展溜、平夏的年轻人喜隔 2 根纱线挑花，整

体感觉细密复杂；中年人则喜欢隔 6 根纱线挑花，纹样清晰直观。锡绣苗锡绣制作中的挑花工艺首先

要选用黑线在白地基布上用平挑法挑出主纹；而后选用光亮的彩色丝线在主纹间绣上紫、褐、青、红

四色相间的鸟眼睛花（如图 4)。

(二）嵌锡

嵌锡是整个锡绣制作工艺的最后一环，苗语称“NANSAI”。制作时，先从方形锡片上用剪刀剪下



约 0.12 厘米的锡条，将剪下锡条一端用剪刀剪成箭头形，另一端做弯折处理，弯折尾端长约 0.25 厘

米；然后用针挑起挑花纱线，将锡条穿过并使得锡条尾端弯折处部分卡在挑起纱线处，并用剪刀按压

尾缘锡条使其完全紧裹纱线，并减去多余锡条，自此完成一锡粒的嵌锡过程。其中，平夏妇女在嵌锡

环节中，为使其嵌锡集中眼力，以及使得嵌好的锡粒免受污损，会用白色棉布制作一块 20 厘米见方、

中空直径约为 1.5 厘米的嵌锡辅材（如图 5)。余下纹样的嵌锡过程按同样环节做循环反复，即可完成

整个锡绣纹样的嵌锡过程。

三、锡绣纹样寓意解读

“对于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服饰图案是一部无字的天书，象形的史记，随身携带的百科全

书。荒古的创世神话、祖先的业绩、家族的总谱、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信仰及道德规范，都在服饰

图案上有所记录。”同时，“在一切皆可通灵传讯、一切都可成为文化象征的乡土社会或口承文化圈

里，犹如一种穿在身上的史书、一种无声的语言，无时不在透露着人类悠远的文化关系，传散着古老

的文化信息，发挥着多重的文化功能”。锡绣作为锡绣苗族文化重要的物质化载体，它来源于苗族古

老文化千百年的沉淀，反映着苗族人民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下所形成的审美意识。苗族锡绣

纹样均为高抽象的几何纹，以线条形式来构成。

(一）牛头

《述异记》云：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

能向。”《苗族古歌》唱到：“蝴蝶妈妈生有十二个蛋，孵化出人祖姜央、雷公、老虎、水牛、大象

、龙等动物和诸神。”由此可知苗族祖先姜央与牛存在着血缘关系。同时，从苗族的发展历史角度来

看，作为农耕民族典型代表的苗族，牛在其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视为苗族生存的一种依



靠。另苗族古歌《五群妈妈》唱到：“经过河沙坝时，野草密又高，苦于路难寻，阿妈忧重重。水牯

草里钻，道路被打通：扶着妈妈走，慢慢朝前东。”“水牯”即指“水牛”。也正因水牛的帮助苗族

先民才得以摆脱敌人追杀。故此，在苗族不同支系的服装、饰品纹样中都能找到牛头的影子，以示对

祖先的崇拜，亦或表达对牛的感恩之情。如贵州六枝特区菁苗的木角牛头造型（如图 6)。贵州剑河地

区的锡绣苗则将牛头造型以刺绣纹样的形式绣在服饰上，采用高度抽象化左右对称式纹样，整体造型

形象生动，以此来表达锡绣苗人对牛的崇拜与敬仰之意（如图 7)。

(二）大桥花与小桥花

桥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人敬桥，其因有二。一是苗族所居之处多为崇山峻岭、



沟壑纵横，正如锡绣传承人龙九三女所说：“有了桥才能过河，才能够干活”。由此可知，桥在锡绣

苗族人的生活中就是一条生命桥，是维系其物质生活的重要媒介。锡绣纹样中的“大桥花”就是很好

的例证（如图 8)。

二是基于苗族传统的生育观。苗族古歌《郷降修桥》唱到：“郷降想要娃，田头修新桥……打菜

丽先过，打柴香先行。”苗族生育观将生育看作是孩魂归家，想要生男添丁，只要将孩魂招来即可；

他们认为孩子喜欢在桥头溪边嬉戏玩耍，同时又不能涉水过河；为此，只有到桥上才能将孩魂牵引过

河。同时，架桥也有对保佑自家幼孩不生疾病，健康平安成长之意。锡绣苗服饰纹样中的“小桥花”

正是这种文化释义的最好解读（如图 9)。



(三）万寿花

卐字纹是起源于太阳崇拜时代形成的一种部落氏族文化，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符号，具有悠久的

传承历史，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释义。如藏族将卐字纹编织在坐垫、地毯等物件四

周，将此纹样称之为“雍仲扎日”，意为“永固长存”。彝族民间流行的中央与四周均挑有卐字符的

“四方八虎卐字纹”挑花纹样，则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从而得以保存与应用。在锡绣苗服饰纹样的

田野调查中同样也会发现田字符号的踪迹，但与其他地区民族在叫法上有所不同，象征寓意也存在一

定差别，锡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龙女三九将卐字符号称之为“万寿花”，寓意“健康长寿”。与

其他民族的万寿纹不同的是，锡绣苗寓意长寿的“万寿花”图案中并未出现“寿”字，仅为田字纹的

四方连续构成（如图 10)，究其原因或与锡绣苗所居崇山峻岭深处，交通闭塞，缺少与外界其他民族的

交流沟通；以及无本民族文字等因素有关。

(四）大钩花

平等的社会关系是苗族自由生命态度的根本条件，族群中个体生命的自由是相互制约的，一个人

的自由行为必然会受到族群中其他人的自由的限制，为了生命个体自由的平衡和持久性，苗族族群内

部形成了平等的个体关系，在每一个个体生命之间划出一种等距离关系，使族群社会维持一种长期的

稳定，这就形成了苗族族群内部的平等意识。锡绣苗妇女刺绣纹样中的“大钩花”，正是这种平等、

公平审美意识的完美写照。“大钩花”整体造型形似秤钩，在整个绣片中做连续组合排列，锡绣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妹岩介绍：“‘大钩花’是锡绣苗刺绣传统纹样，苗族人崇尚平等公平，将形似

秤钩的‘大钩花’绣在服饰上，取其公平公正之意，时刻提醒人们做事将平等、公平这一准则放在首

位，以维持族群内部的和谐稳定。”



“大钩花”的另一文化释义为“钩财进家”。生活在清水江两岸的锡绣苗人也是捕鱼能手，用于

渔猎的工具鱼钩为其物质生活保证与提升提供基础保障；同时，鱼在苗族人生活中象征着丰收与富裕

，为此，锡绣苗刺绣纹样中的“大钩花”又不得不让人与苗族渔猎文化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进一步

印证了苗族人对鱼的自然崇拜（如图 11)。

(五）渔网花



在苗族人民的审美观念中，原始渔猎农耕民族的审美意识的特征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从苗族

古歌中歌颂的对象姜央看，人类的始祖姜央既是一个耕田种地的高手，也是一个捕鱼打猎的能手。w

同样，地处清水江沿岸的锡绣苗人，个个都是捕鱼能手，传统的农耕渔猎文化贯穿其生活始终；对传

统造物形象的抽象化采集模仿，正是其对丰收与财富的一种期许与渴望。锡绣苗刺绣纹样中的“渔网

花”正是对苗族渔猎文化最为直接的活态记录（如图 12)，高度抽象的渔网形态，通过金属锡与底部之

间形成一定的反差，亮锡似波光粼粼的江面，底部似深邃而广阔而富饶的江的内部，这一构成形式体

现了锡绣苗人善于观察、勤劳智慧的良好品质；同时也是其对美好生活的一份期许的有力例证。

(六）鸟眼睛花

《苗族史诗》载：“蝴蝶生的是央腊蛋，蝴蝶生了她不解孵。让继尾来孵。她俩同娘生，继尾才

来帮她孵。……继尾羽毛多丰满，它有宽大的翅膀，才敢来抱妹榜的蛋，孵那远古的卵。”由此可知

，继尾孵蝴蝶卵，生出了苗族祖先姜央；鸟与苗族族群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血亲关系。除此之外，苗族

鸟图腾神话的残余，在原始神话、传说乃至于民间故事中屡见不鲜。在苗族服饰纹样中依然可见鸟图

腾的身影；在锡绣苗妇女背牌传统刺绣纹样中的“鸟眼睛花”，正是其民族图腾崇拜的最好例证（如

图 13)。锡绣传承人龙女三九：“称其为是其对祖先的一种崇拜；同时寓意着能像鸟一样飞得高、看得

远，并且祈祷可以拥有鸟一样好的视力，来更好的去劳动，去绣花。”由此也反映出锡绣苗族妇女勤

劳朴实的良好品质。



(七）月亮花

苗族人对银饰的喜爱远超于其他民族，并非因为其价值财富与质地光泽，而是基于一种原始崇拜

。苗族白银崇拜的根源来自月亮崇拜，在他们眼里，月亮是一个终极母体，既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灵

魂的归宿；月亮盈亏隐喻了生死轮回、生命永恒。月亮是天上的大神，而白银则是地上的月亮，是人

世间的信仰沟通。月亮神、祖先神、生殖神……几乎都能凭借白银与凡人发生关联。在对平夏村锡绣

苗妇女服饰品的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妇女所佩戴的耳饰均为白银打制，整体造型



夸张，上部银丝围成的虚空间形似一轮圆月，下部扁平的部分造型形似树叶，在其表面绘制称之

为“月亮花”的纹样（如图 14)。在少女 13 岁左右开始佩戴，一直陪伴其终老。因所佩戴银制耳饰为

存银打造，计量较重，若长时间的佩戴，会导致人的耳洞被拉长，甚至被拉断；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

影响到锡绣苗妇女对这种“月亮花”耳饰的喜爱程度，由此足以看出锡绣苗人对月亮的崇拜之情。

四、结语

相同纹样在不同族群中的文化寓意表现相去甚远，同一族群相同寓意纹样的物质载体间也存在差

异，表征锡绣苗族审美文化的独特着装与刺绣艺术，纹样中所蕴含的族群审美心理、造物观念与历史

变迁等是这一族群文化传承的媒介。其中，独特的锡绣制作工艺对于现代服饰材料的改造设计也同样

具有重要引导意义，设计师可以通过材料组合方式、织造工艺、装饰色彩等多角度汲取设计素材，设

计出符合现代审美的、具有传统民族文化内涵的设计作品；也是对这一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种传承与发

展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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