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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与研究 

——基于贵州苗族蜡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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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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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00; 

2.信阳农林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以贵州苗族蜡染的工艺和技术来进行阐述,在记录蜡染过程的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传

承。贵州植物的蓝靛蜡染在成分上是属于中草药,对人体无伤害。在点蜡的图案上面基于苗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对

生活的热爱,一种自然有趣、千姿百态、流畅优美的生活画卷栩栩如生的展现人面前,穿在人身上。记录苗族蜡染这

一传统过程,传承和创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走中的艺术。 

【关键词】:苗族蜡染 苗族习俗 传统文化 图案纹样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1 苗族蜡染:流传历史和文化习俗 

1.1苗族蜡染的流传历史 

苗族一般遍布在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在古代时候与汉族等争霸失败以后,就被迫迁徙三千年至此。这些省份地势

海拔较高,高山峻岭的岩溶地貌和喀斯特地貌,植物和山脉也是独树一帜,这些天然的优越条件也就造就了贵州的“避暑胜地”、

“天然氧吧”、“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贵州山地较多,四季气候宜人,冬暖夏凉,温暖湿润,

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这里的植物和生态也是屈指一数,植物的品种多达到 9000多种,占有十分之一的植物是可食用的,也有

数种植物具有抗污染、净化空气、治疗疾病的作用。俗称“夜郎无闲草,黔地多良药”。其中,马蓝,是一种草本植物,在板蓝根

当中占据重要的组成部分,分别采取马蓝的根和茎,有清热、解毒、消炎等功能。马蓝的叶则是可作蓝靛颜料。 

1.2苗族蜡染的文化习俗 

蓝靛的颜料的形成也就意味着苗族人自给自足的审美供给方式的开始,蜡染也称为“蓝染”或“蓝缬”。在之前的古代时期,

一方面贵州苗族的地势山势险拔种田地及池塘插秧面积较少;另一方面,马蓝在贵州湿润温暖的山势长势较好,漫山遍野最常见

的植物。在布依族和革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当中,更倾向于做蜡染的手工艺。在当地民众的生活当中,蜡染不仅仅是具

有审美功能的手工艺更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用来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在一些农闲时期就会有很多的蜡染成品出来拿到集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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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换卖。在当地民间,不仅日常的蜡染穿在身上,更是在重要的喜白丧事或文化节日会更加的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谁家娶媳

妇,娘家必须准备嫁妆,其中必不可少的嫁妆就是新制作的蜡染服装,穿着蜡染制作的服装拜堂成亲才是理所应该,是当地的习俗

也是一种对文化的信仰。这样祖宗才会接纳新的儿媳,就好像蜡染服装是本民族的一种“进家门”的代表。如果家中老人去世了,

也需要儿媳女儿等亲人穿着具有当地民俗代表的蜡染服装进行送神。因为这不仅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责任,穿着蜡染的服装去送

神去领路,俗称去世的老人能跟着找到地方。 

正是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文化要素的影响,牵制着苗族蜡染的产生、生长、发展、蓬勃、传承至今。 

2 苗族蜡染:制作流程及制作工具 

2.1苗族蜡染的制作流程 

在苗族传统蜡染中,正是因为贵州省黔东南州苗族的地形险拔道路不畅,也正好保存了完整的苗族蜡染制作的流程。 

第一步:先寻找马蓝植物,找到之后摘下马蓝的叶子和茎部,摘下并洗净去除沙子和尘土。 

第二步:找到一口大缸,把洗净的马蓝叶和茎倒在缸里,再注入清水,使其全部浸泡在水里。水量最好在叶子的上方 5-10厘米

位置。再加入一定的石灰,然后搅拌均匀,使其完全融合,制成蓝靛泥。 

第三步:蓝靛泥加白酒(度数较高)加碱粉发酵制成可以染色的染液,蓝靛颜料制作完成。 

在蜡染制作成品的时候,要熟知并确定要做的款式以及预想的效果,想要达到的水平。 

第一步:先拿出当地自产的白布,保证干净无褶皱,如有问题,可先清洗干净晾干以后,拿熨斗进行烫平。 

第二步:在白色的布料上面用铅笔进行绘制初稿的设计图案,也称打底稿。 

第三步:拿出蜡刀在提前准备好的蜂蜡小锅里面进行蘸蜡并刻画。刻画的时候要注意蜡的均匀流淌和蜡刀立起来的其中一头

进行从上往下刻画。此时需注意蜡刀上面蜡的流淌速度和蜡刀在布上面接触的温度。 

第四步:刻画完之后,布料的背面有浸透的痕迹,布料的正面有凹凸的手感。 

第五步:画好的染布用温水浸泡,水滴干后再拿着刻画完的布料缓缓而均匀的放在蓝靛缸中,进行浸泡 30-40分钟。 

第六步:捞出来,晾在阴凉通风处(避免太阳直射),晾晒快干的程度。 

第七步:查看颜色,如若颜色较淡可再染一次(一般情况染两次,颜色更佳)。 

第八步:晾晒干了之后。放进一个煮锅当中(最后一直加热升温的锅),用木棍进行煮蜡。用木棍挑起一角(有助于热水能全面

的浸泡其他三个角和面),在煮锅当中进行挑起再放回三四次。 

第九步:从煮锅挑起后放在冷水盆里进行淘洗,洗掉刚才煮蜡后残留的蜡沫(可洗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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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步:晾晒在阴凉通风处(避免太阳直晒)。 

2.2苗族蜡染的制作工具 

蜂蜡:也叫黄蜡。蜂蜡是蜜蜂腹部蜡腺的分泌物,它不溶于水,但加温后可以融化。这样想留白的地方用蜡封住自然可以成为

空白的效果,一般都会采用蜂蜡,有的也会采用白蜡,也称石蜡,也就是类似普通的白蜡烛做成的,一般想要冰裂的效果,会采用白

蜡来完成,白蜡的质感凝固之后更脆,易出现裂纹,而冰裂这样的效果就是在制作过程中用易脆裂的白蜡来封底,用力揉搓使其有

更多的裂缝,在染制的过程染料能顺其自然的浸透裂缝当中,最终得出冰裂纹路的效果。 

蜂蜡锅:要用可以随时加热的保温锅,因为蜡不热就会凝固,一般温度为 60°-70°。蜡刀蘸取的蜡温度不宜过高也不易过低,

温度过高之后就会直接渗透布料纤维里面侵染到背面。温度过低之后就会在非固体非液体中间徘徊,反而不能很好的浸透布料纤

维里面,停滞在布料表面的固体达不到防染的效果。 

蜡刀:蜡刀不是单纯的刀片,是自制的钢刀片或铜刀片,因为蜡刀的用途非常重要,要能熟练流畅的画好每一条直线、每一个

曲线、每一个圆形。蜡刀的形状多半是扇形、斧形、半圆形。其中斧头形状的最实用,一边是尖头一边是平头,使用的时候需要

把刀从上往下横平着放,刀片立起来从上往下画线。平头的多用于画直线,因为接触面积多受力面积较大,因此画线的笔直程度也

会增加。尖头多用于画曲线和圆形,尖头的受力面积小,在纤维上面遇到的阻力也会变小,因此在画曲线和弧度的时候就会自然顺

畅很多。蜡刀一般会采用钢片或铜片的材质,最重要的考虑点就是钢片和铜片在受热温度上去之后,降温的时间较长,能有效的防

温度下降而造成的蜡凝固状态。蜡刀一般是由 2-3片铜片组成,一边则是绑在木棒上面(也就是笔杆),然后用铜丝缠绕进行固定。

在离蜡刀近的地方一般还需缠上一层绳子或布条,进行隔热防烫手的作用。蜡刀三片刀片,两边的刀片是在木棒的外层,中间的刀

片则是镶嵌在木棒中间,这样固定起来形成的小空间则是用于储藏蜂蜡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蘸完一下要进行蜡刀平放之后的旋转,

充分让蜂蜡遍布整个蜡刀。蘸一下可以画 3-4笔。 

煮蜡锅:现在煮蜡锅一般会采用加热的电锅,或者是烧火的灶台也可以。在现代生活中,用加热的电锅会更多,也更方便实用。

煮蜡的时候需要温度持续上升水温的增加,布料上的蜂蜡会慢慢融化。如果温度低,则蜂蜡就会融化不干净,脱落不完全。这一步

也称为脱蜡。 

3 苗族蜡染:图案对比及传说寓意 

3.1苗族蜡染的图案对比 

在苗族的蜡染界主要以:丹寨、榕江、安顺、黄平为例,这些地域当地居民的蜡染水平较好,不管从娴熟的工艺还是传承的年

限甚至波及的人群都是较为广泛和成熟的,但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特色在里面,但总体苗族的蜡染图案多是以花鸟、人物、

鱼、龙等自然界常见的物体的纹样来表现出对自然界的热爱。由于苗人的吉祥物是牛角、住的是吊脚楼,在建筑方面比如风雨桥、

鼓楼等都是苗族具有代表性的休憩、娱乐、聚集场所。因此,除了自然界的动植物纹样还有模仿铜鼓上的纹样,比如:铜鼓纹样、

云纹、雷纹、同心圆纹、螺旋纹、锯齿纹等较抽象的几何纹样。而每个图案纹样都有自己的独特形状和特殊寓意。 

3.2苗族蜡染图案的传说寓意 

铜鼓纹:寓意太阳花,一种积极向上、勇敢乐观、自强不息、欣欣向荣的生活理念。铜鼓纹的描绘既能表达出苗人对祖先的

敬重之情,又能展示出对祖先的缅怀和崇拜。圆形的铜鼓纹,里面纹路的庄重和精致,外面光芒四射的积极态度指引苗人走向幸福

生活的彼岸,是苗人对美好生活憧憬和追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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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纹:蝴蝶是苗人最崇拜最原始的祖先,在苗族当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蝴蝶妈妈是杉木的化身,然后变成蝴蝶,最后蝴

蝶生下 12个蛋,而这 12个蛋最后孵化出猪、马、牛、羊、鱼、龙、虎、鸟、花等一切自然景物”。在苗人思想里面认为是蝴蝶

妈妈造就了一切、繁衍了一切。因此,对蝴蝶妈妈已经进入了丰富的理想赋予化,不仅仅是蝴蝶,而是像对待祖先一样崇拜和敬重。 

花草纹:花草的运用几乎适合所有的布料和场合。花草是热爱生活、顺应自然的走向规律,描绘的花草大部分都是一些常见

的植物花卉,在田间劳作时可能得到的启发,在山野间看到美丽的野花长相美丽茂盛,就想用蜡笔记录,枝繁叶茂的曲线随意流淌,

充满了对生活美好的享受。一般女性和孩子的衣裳上面经常见到花草的图案纹样,因为花草的常见也因为花草的生命力极强穿在

孩子身上也有此种寓意在里面。 

鱼纹:鱼纹的寓意则是子孙繁衍像鱼一样众多,有的鱼的图案上面也有翅膀,是对鱼纹本身的喜爱及神化的过程,也是对以后

繁衍子孙后代的表达。 

鶺宇鸟纹:这种鸟是苗族标志性的幸福安康的一种图案,在形状上面,这个鸟和普通的鸟不一样,有着蝴蝶一样的柔美的曲线

和鸟冠,尾巴则是很多条的长长的柔软的美丽尾巴,鶺宇鸟也可以理解为是多种美丽的鸟类的集合体。是蝴蝶妈妈孵化出 12中生

物中的一种。 

螺旋纹:是苗族的蜡染中最常用的图案,图案形状虽简单但内容很丰富。是贵州蜡染最具有代表性的图案之一,在丹寨地域螺

旋纹又称“涡妥纹”,它代表的含义是圆圆满满、吉祥如意的含义,涡妥纹一般地域的不同形状和含义也会有稍微的区别,涡妥纹

一般会 8个、12个的排列组合,组合出来的图案是非常整齐而美观的。涡妥纹一般会运用在衣服的正前方、正后方(背部)、领子

处、衣袖上方在重要位置起到良好的装饰作用。螺旋纹在苗人眼中是神圣、吉祥、希望的象征,据说在古代苗族祖先战败之后为

了安定生活不断迁徙。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在河水边的时候看到水纹的荡漾,激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最终坚持

走向了胜利。所以,螺旋纹的刻画也是对祖先一种缅怀、纪念和敬重。 

总之,苗族蜡染是苗族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传统手工艺,我们需要保护并传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走中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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