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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视角下湖南花瑶挑花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穆晶晶 1，2

（1. 南京传媒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2.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花瑶挑花是湖南省瑶族少数民族人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一类土生土长的农村手工艺艺术形式。通过文化生态角度，

探索挑花传统图案的内涵、挑花技艺的现状、发展与传承规律，发现文化变迁对挑花图案题材、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的影响，从而进行

挑花技艺的创新、发展机制的创新和技艺宣传力度的创新。这一研究成果有助于文化生态视角下湖南花瑶挑花技艺的传承与创新研究提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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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花瑶挑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记载瑶族先民“积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唐代魏徵在《隋

书》中记载：“长沙郡杂有夷蜒，名曰莫瑶，其女子蓝布衫，斑布裙，

通无鞋履”。国家非常重视传统工艺的保护与振兴，2018 年 5 月，

隆回花瑶挑花传统工艺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国家

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瑶挑花项目传

承人奉雪妹被誉为“瑶乡挑花之王”，都为本次研究隆回花瑶挑

花技艺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文化生态视角下湖南花瑶挑花技艺的起源与发展

人文生态是指一个文明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综合，而人

文和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在文化继承机制中的选拔与创造机制

为内在基础，也就是此选拔机制的出现，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探析文化的实质必须要揭示人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之间的

联系。在文化生态视角下，湖南花瑶挑花技艺是我国民间传统工

艺的杰出代表之一，以文化生态视角介入花瑶挑花技艺的继承和

发扬，实现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的必然趋势。

（一）湖南花瑶挑花技艺的起源：传说与考证

1. 花瑶挑花技艺的传说。关于花瑶挑花技艺的传说，据说花

瑶的来历是因为妇女们由头至脚都喜着挑花的服饰，颜色如花般

光亮艳丽，故有花瑶之称。花瑶挑花主要应用在花瑶女子的日常

生活服饰中，其形成与发展，与花瑶民族的发展史紧密相连，与

中华民族悠久的物质文化史紧密相连，时代的兴衰使它经历了艰

难的历史演变历程。它在实现花瑶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审美需要过

程中，经过历代花瑶女子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

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技艺体系。

2. 花瑶挑花技艺的考证。《随书“地理志”》亦载：“承盘

瓠之后，故服章多用斑布为饰”。新中国成立后，花瑶翻身做了主人，

花瑶女子对美更加珍惜热爱，没有文字，她们就用挑花表达美好

的心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花瑶的服饰几乎被视为过时之

物而遭废弃，女性纷纷改穿汉族服装，挑花艺术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改革开放后，花瑶怪异的挑花衣饰和风气风俗、传统文化引发了

社会各界的普遍存眷，花瑶挑花今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湖南花瑶挑花技艺的特色解码：色彩与图案

1. 色彩的搭配。挑花艺术在色彩上分为两种：单色挑花和多

彩挑花。单色挑花主要采用黑白色纱线（见图 1），简洁高雅，

常见于早期作品；而多彩挑花则以多种颜色的线为主，色彩斑斓，

多见于近现代的艺术创作（见图 2）。花瑶的挑花遵循传统的五

色哲学，以青、白、红、黑、黄为主，辅以绿、青、紫等辅助色调。

色彩搭配自由，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特定礼仪中，如孝服裙的

刺绣，会使用黑线、蓝线和粉红线，颜色暗淡，以表示对亡人的

敬畏。

图 1 素挑筒裙《侧面羊图》

图 2 彩挑装饰画《八角花》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隆回县非遗保护中心，2019 年）

2. 挑花图案的分类。花瑶女子很奇特，她们不用描稿，也不

用支架，仅凭一双巧手和一针一线，随心所欲，将所见所闻所想

挑制出来，挑花题材千变万化，挑花纹样丰富至极。具体根据服

饰、用品的位置与用途不同确定挑花的图案与色彩。如花瑶筒裙

后面的挑花裙与前面的“固补”，以及绑腿、腰带、盛装挂饰、

衣服袖口、绣花鞋、小孩背篼、马夹花边等，挑花图案的种类繁多，

按图案的题材分类，可将其分为四类，分别是植物图案、动物图案、

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类图案及日常生活和寓言故事类。

（1）植物类。以花草树居多，有数十种之多。以植物花卉变

形的图案按几何构图排列，整体显得庄重而得体。有的绣片上，

数十种花卉自然、无序地组合，或隐藏花中，或将鸟兽昆虫融入

花丛，展现出丰富的视觉效果，大胆而奇异。植物类作主体的挑

花并不多，最多是作为挑花裙上下两层的边花、主体图案中以及

图案与图案之间填空补缺的纹样。

（2）动物类。花瑶挑花图案中动物类图案最多，飞禽走兽样

样都有，其中又以老虎、蛇、马、鸟等最为常见，有数百种之多。

比如蛇纹，花瑶人长期生活在深山密林、温湿多蛇的环境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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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悉蛇的习性，而蛇又具有游水、上树、钻地、长寿、耐饿等

能力，是早期人类力所不能及的，被花瑶人视为灵物。虎纹，虎

是山中之王，花瑶人与虎同居山林，特别崇敬“虎啸山林，侧身

正面虎”的虎劲，从来不畏艰难苦难。虎纹样一般有“侧身正面虎”，

它是目前最常用的虎纹样，它是挑花中纹样最繁缛、纹样最丰富、

艺术水平最高的部分；马纹，马历来是非常受人喜爱的动物之一，

马到成功、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八骏图等等都是画家喜欢的绘

画题材。花瑶挑花中马图案的样式不多，但挑绣马图案的挑花裙

子却很多。其中最经典的是双马奋蹄，另外还有马放南山、小马

过河等。

（3）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类。主要描写记载瑶族先祖们抵御

外族入侵的历史事件与故事。如“乘龙过海”“先王升殿”“朗丘（即

头人）御敌”“元帅跨马”等，都是考证和研究瑶族历史渊源的

珍稀依据。

（4）日常生活和寓言故事类。反映花瑶传统习俗的“山歌传

情”“打滔成婚”等，画面场面宏阔、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形象

地表达了花瑶特有的风俗。特别是《山歌传情》，在两座飞檐瓦

顶的木楼上，各有一人打开窗户，露出上半身，举起双手掌，张

圆嘴，正在放开歌喉，传达情感，形象十分生动传神。

（三）湖南花瑶挑花技艺的分析：取材与工艺

花瑶挑花工艺仅需基本材料如布和线，以及绣花针，挑选过

程依赖于布料的直纹经纬结构。挑花艺术的核心针法包括“十字

针法”和“一字针法”，以经纬线为参照，形成独特的图案。这

些针脚编织出丰富且美观的图案，构成了花瑶挑花的独特魅力。“十

字针法”并不完全是“十”，而更多的是“x”，因“x”与“十”

很相似，将“x 针法”也统称“十字针法”了。花瑶挑花以“十字

挑花”为主，辅以“一字挑花”、或“挑织”“牵花”用较密集

的针脚平织成形形色色的纹样（见表 1）。

表 1 挑花针法（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二、文化生态视角下花瑶挑花技艺的现状、发展和传承

挑花技艺作为花瑶人民的智慧结晶，是花瑶历史的重要存续，

是湖湘文化的主要成分，富有艺术意义与实用价值。在文化生态

视角下，如何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保护、发展和传承花瑶

挑花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问题。

（一）技术传承的困境

在花瑶挑花技艺的传承中，面临显著的代表性匮乏挑战。在

现代社会变迁中，部分花瑶群体选择留守村落、城市就业或外出

求学，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热情减退，民族服饰不再被视为日常

喜好。同时，随着岁月流转，年长的挑花大师逐渐老去或辞世，

这导致从事这一艺术形式的人才愈发稀缺。

（二）自然环境的影响

花瑶文化深深植根于自然之中，挑花灵感源自大自然。然而，

随着生物多样性下降，可供挑花创作的自然元素日渐减少。工业

化进程又对挑花材料和工艺带来限制，如传统的藏青粗布和彩丝

已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面料，而尼龙粗纱的使用削弱了

作品的质地与色彩表现力。

（三）审美观念的演变

随着花瑶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的审美观念也随之转变。原

有的传统美学正在被新兴审美取代，传统民俗与服饰被视为过时，

现代与时尚的服饰更受年轻人青睐。挑花服饰不再是日常必需，

反而成为珍贵的记忆象征，这意味着独特的挑花工艺可能面临衰

落的威胁。

三、文化生态视角下花瑶挑花技艺在文化变迁下的创新

（一）挑花艺术的革新转型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花瑶族巧妙地采用竹编斗笠作为支撑

结构，不仅解决了图案变形难题，还提升了耐久度。在此基础上，

挑花艺术的革新不再局限于形式，而是拓宽其应用领域。通过对

传统艺术形式、素材、表现手法及承载媒介的创新，提炼出象征

性的元素，塑造出全新的艺术符号，融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意，

使之转变为充满民族特色且适用于现代生活的旅游工艺品。比如，

借鉴“刺绣”的设计理念，简化挑花工艺，让非专业人士也能借

助简单工具和材料，发挥个人风格，创作个性化挑花作品。

（二）发展模式的革新策略

依据国家关于传统文化发展的政策导向，挑花艺术追求创新

与可持续发展。它整合了学习、研究与生产，即传承技术、研发

新技术和运用技术创造产品。在教育层面，强调地方文化的普及，

可能将民族文化课程纳入中小学校，培养新一代的挑花传承者。

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制定艺术课程大纲，鼓励传承人参与到教

学过程中，强化实践能力。研发的核心在于提升挑花产品的商业

价值，设立专门的研究中心负责设计与市场开发。生产的目标在

于丰富产品线，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宣传推广的创新策略

地方政府对花瑶艺术的推广举措繁多，包括设立艺术中心、

组织文化节、建立博物馆、参展览、竞赛以及培训活动。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数据库记录工艺和图案信息，利用增强现

实和虚拟现实技术展示，同时通过录制操作视频，借助网络媒体

进行广泛传播，提升花瑶挑花艺术的国际知名度，让更多人领略

其艺术魅力。总之，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乡村复兴教育相

辅相成，政府和社区需积极保护和发扬挑花艺术，打造艺术保护区，

探索将非遗融入现代社区生活的新模式，以此助力乡村振兴。

四、结语

湖南花瑶的挑花技艺是湖南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它折射

出当地居民的智慧和期待，具备人文关怀、艺术特质、生态意识和

环保特质等特质，是生态文明的基石。随着社会变迁和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对于维系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至

关重要。其中蕴含的工匠精神、文化象征和独特的艺术基因，已成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驱动着民族的进步。文化

生态既根植于传统，又反映了现代人的思想。在倡导工艺复兴与工

匠精神的当下，我们应该将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生活，运用创新的

视角，寻找其在满足生活需求和审美追求中的新定位。通过挖掘和

保存传统手工艺的精细技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可以提

升工艺文化的认同度，传承并延续数千年的造 物智慧，使中国传统

手工艺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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