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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侗绣历史久远。在传统的侗族社会里，每位侗族妇女

都熟练掌握这门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

艺。她们的绣品图案精美、做工细致、具有极高的装饰价值，

反复绣缀的工艺又增加了衣物的耐用度[1]。一双巧手铸就了他

们独特美丽的穿着。其服饰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侗绣的点缀、装

饰。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变迁，县内产业转型，

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针线活，青年人大量外出务工，少儿上学

践行九年义务教育。三江侗绣产业的发展陷入困境。2011 年

侗绣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国家战略层

面上将桂绣作为非遗文化进行保护、传承与发展。三江刺绣产业

由此引起人们高度重视。2013 年，三江侗绣世家--覃氏家族，

住宅被指定为当地的刺绣传承基地之一,并修建成为三江侗族博

物馆。侗绣传承人韦清花之女覃桂珍学成后，利用所学知识及身

为90后所具有的现代观念回乡发展侗绣产业。2018年，在政府

扶持下，三江县成立了一个集刺绣产品自主设计、研发、制作、

销售的工作室--清花绣坊。三江侗绣由此进入现代手工产业发

展阶段。经过不断探索，清花绣坊为三江侗绣传统技艺产业化发

展与传统技艺传承谋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1　三江传统侗绣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自治区北部，处于湘、黔、

桂三省交界处，居住着侗、苗、瑶、壮等民族，其中侗族占总人

口的56.7%，是全国七个侗族自治县中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份。[2]三

江县侗族风情浓郁、民俗文化深厚。侗绣在侗族服饰中的扮演重

要角色，整套服饰都由刺绣点缀，衣领、衣襟、肚兜、腰带、绑

腿等都是刺绣纹样。侗族妇女按照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精心设

计剪纸图案、搭配颜色、运用针法、代代相传，绣出别具风格的

侗绣[2]。长期反复进行的劳动使他们的刺绣技术达到了卓越程

度，并成为一门艺术、一种文化。古时，没有文字的侗族，依靠

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将侗族文化一代代传承下来。如今在现代

社会转型下，侗绣技艺的传承也顺应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创新。

侗绣是一种用引针穿刺，将各种彩色丝线或棉线附着在织物

表面之上，构成各种图案纹样的工艺技法，是中国少数民族刺绣

中的重要分支[3]。侗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在于剪纸这一步，绣娘

们只需在脑子里想象、构思，将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剪纸图案呈

现，拿起剪刀、硬纸片便可直接剪出脑中构想的图案。剪好的图

案纹样粘贴到绣底，再沿着图案轮廓用绒线一针一线的将图案纹

样覆盖住。图案灵感来自自然中的动植物等，以龙凤、蜘蛛为主；

刺绣用色大胆、对比强烈，以大红色、桃红色、黄色等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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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为主，其他调和色为辅。侗绣色彩的搭配具有自由性，通

常都是绣娘根据各自喜好随意搭配。侗绣底色为绿色，绿底配

上亮色丝绒的勾勒，达到强烈视觉效果。侗绣是侗族传统农耕

文化的产物，蕴含深厚的民族风情，一针一线的信仰，是侗

族民间传承的刺绣记忆、侗族人的文化积淀。对侗家姑娘而

言，刺绣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个人的名片。在传统的侗族

社会中，侗绣是当地人评价女性是否合格的标志，是女性智慧

的反应。他们把侗绣作为情感表达的媒介，展示自我的平台和

性别身份认同的标志，同时也把它作为换取荣誉和财富的方

式，即使是作为民族文化品牌开发的侗绣产品，其中也蕴含着

侗族妇女强烈的情感，体现了他们对文化的建构过程[4]。

2　三江侗绣技艺传承与现代转型

2.1　三江侗绣世家---覃氏家族

笔者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到，覃家是三江侗绣世家，覃奶时清

（覃时清的母亲）是第三代侗绣传承人—老民间艺人。覃奶奶94

岁了，她最自豪的是她的那双巧手，依旧柔软灵活、剪纸自如。

她的剪纸技艺年轻时早已闻名三江，人们称她为“连环剪神”。她

只需在脑中构图，拿起剪刀就能一气连环剪出完整的图案纹样，

所剪图案都惟妙惟肖、颇有神韵。儿媳杨甜和韦清花是第四代传

承人、孙女覃桂珍是第五代传承人，共同携手传承侗绣技艺。在

侗族家庭里，刺绣是一门很常见的手艺，在母女、婆媳之间代代

相传。覃桂珍生在侗绣世家，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对侗绣也很热

爱。自三江侗绣博物馆--侗绣培训基地成立后，覃桂珍寒暑假

在侗绣博物馆负责讲解或对接工作。学成后边工作边帮家里做些

侗绣传承需要的文字材料，管理侗绣博物馆。一年后覃桂珍辞掉

工作，全身心投入侗绣技艺的传承。2018 年，集刺绣产品自主

设计、研发、制作、销售于一体的非遗传承基地---清花绣坊成

立。韦清花负责传统侗绣技艺的传承与培训，覃桂珍协助妈妈的

同时利用所学知识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

研发设计出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绣品。母女两人常作为代表参加

全国各地举办的展会，推广侗绣。覃桂珍有着年轻一代的想法，

她想打破传统，迎合现代审美，设计出有个性、符合时尚潮流的

现代侗绣。于是母女两人大胆创新设计，将传统侗绣元素融入现

代服装，设计多款文创产品；反之，将现代个性图案融于侗绣设

计中，不局限于传统的图案纹样，各种创意图案应运而生。

2.2　传统侗绣技艺产业化

侗绣应用广泛，如衣服、头巾、肚兜、腰带、婴儿背带等，

图案精美、色彩绚丽、装饰价值高。但传统侗绣技艺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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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繁琐复杂、耗时长，不仅要心灵手巧，还需具备极强的

耐性。一套完整的刺绣制作技艺要经过剪纸、作模、打面浆、

粘布、拟模、贴面、镶边、绣花等多道流程，其中剪纸难

度最大，绣花最耗时；剪纸的难度在于不画图稿，脑中构图

后直接剪出，图案精细小巧，讲究对称，难以掌握。绣花则

要一针一线引针穿刺将细小剪纸图案一一绣刺直到完全覆盖。

一件侗族服饰所用绣片得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完成绣片。

慢工细活的侗绣技艺时间成本太高及人才少，致使无法跟上现

代化市场经济的快速步伐。

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非遗传承培训基地”的清花绣

坊，是由三江百名侗绣绣娘组成，以文化志愿者韦清花为代表

组建的侗绣作坊，通过传承帮带的形式培养年轻绣娘。百名绣

娘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刺绣传承工作，积极参与和支持传统

手工艺文化传承活动，开办免费培训班和非遗课堂，传承、优

化民族传统手工艺。韦清花牵头组织成立了一个民间刺绣协

会，让村中各个年龄段的妇女参与刺绣，共同开发市场，扩

大刺绣产业。侗绣是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分支，走向

产业化后，当地妇女群众受益，同时解决留守妇女就业难的问

题，实现居家就业。清花绣坊产品订单来源于各级文化组织单

位、旅游产品经销商、艺术文化机构、艺术家群体以及当地

个体侗绣商铺。各级组织单位及旅游产品经销商一般订购三江

特色小件工艺品、文创产品；艺术文化机构、艺术家群体的

订单大多为各种展示会、博览会等活动定制，清花绣坊按其要

求设计、生产、制作；当地侗绣商铺订单则主要来源于衣服、

肚兜、腰带、绑腿等传统绣品。清花绣坊绣娘们分工合作、

把控好生产速度与产品质量，好的口碑与招牌带来稳定的业务

量，三江侗绣的产业化模式逐渐成型。

2.2.1　传统侗绣的现代转型

为婚丧嫁娶做准备、自织自用的传统侗绣已无法满足当下

人们的生活需要。传统侗绣功能、价值以及形式难以适应当代

生活方式与审美需求，侗绣需要与时俱进的审美观念支撑。侗

绣文化想要发展，刺绣工艺品是很重要的载体，只有将其商品

化、形成品牌，形成文化产业链，才能有利于保留传播和发

扬民族文化[5 ]。为顺应时代潮流，韦清花母女时常琢磨、钻

研侗绣产品，打开思维，不局限于传统服饰绣品，尝试多种

刺绣工艺产品；另外在传统的花虫鸟兽图案基础上，发挥想象

力，大胆创作、结合现代元素，设计出生肖、人物、建筑

等现代侗绣产品。2017 年，在伦敦举办的一场结合现代设计

与中国传统手工之美，大山绣娘联袂主秀的“传承匠心·百

年绣梦”时装大赏。韦清花与国外设计师合作设计，将侗绣

元素融入国际时尚服装，展示侗族传统刺绣文化。服饰以“依

文·中国手工坊”线上数据库纹样和传统刺绣技法为设计灵

感、中英设计师联合设计，贫困地区绣娘手工制作完成。传

统刺绣与国际时尚相融汇，产业到家又创新，推进了侗绣事业

的发展。为将侗绣技艺更好的传承，打破了传统的家庭传承模

式，发展“师徒传承、开设培训班、兴趣班，走进校园”

等多种传承方式。清花绣坊与多所高校合作、交流。韦清花

到各高校讲授侗绣的传统技艺。各高校从专业角度为绣坊的品

牌、产品及营销推广提出有效建议，共同探索侗绣产品开发和

推广的新路径。

2.2.2　精准扶贫与技艺传承

在精准扶贫的视域下，“非遗 + 扶贫”的模式解决贫困户

经济问题的同时，传统文化也得到有效传承。三江侗绣事业是

精准扶贫的“得力助手”，其围绕“公司+基地+农户（贫困户）”

的运行模式，建立对外网络销售，拓宽刺绣产品市场，传统侗绣

手工艺品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清花绣坊作为三江侗绣传承项目

的载体，探索出多种帮扶方式，与三江县内贫困户中剪纸、刺绣

技艺精湛的绣娘建立合作机制。由清花绣坊承接订单，再分配任

务送到贫困绣娘家中，绣娘为其生产侗绣，清花绣坊负责对绣片

进行回收加工，售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贫困户收入，助力精准

脱贫，将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

侗绣技艺在传承发展过程中肩负着社会责任与担当，组建成

了带动就业、带来增收的公益组织。通过侗绣技艺的传承培训，

帮助三江贫困户、留守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清花

绣坊自成立以来，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精于刺绣研究的专业技术人

员和具有高超技艺的绣工队伍，独创用侗绣工艺巧妙的将三江县

的传承民俗与现代艺术融为一体。清花绣纺团体成员们积极参与

和支持传统手工艺文化传承活动，开办免费培训班和非遗课堂，

致力于传承和优化民族传统手工艺；借助绣坊销售窗口和渠道组

织销售，真正实现居家就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　结论

三江侗族传统刺绣是我国刺绣文化的重要分支，是重要的

民族文化资源，承载着民族文化的智慧。作为一种传统手工艺

的遗产，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

经济价值。在当代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全球化”趋势背景

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发展环境面临巨大变化。安丽哲

提出，“从微观角度，站在作为地方性文化的某个民族文化的

立场，要维护自己文化的生存、传承与发展，成为将来全球

多元文化格局的一员，既需要依靠民族、国家的力量，更需

要依靠自己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认同的强化，同时也需要依

靠自身文化的创新。”在传统侗绣的现代转型与技艺传承发展

过程中，不仅需要依靠国家层面等外来力量的支持，更是需要

当地人客观的看待自己与外界的文化，增强保护民族文化的自

觉性，才能使得侗绣在传统和现代碰撞的过程中鲜活的发展、

传承下去。

清花绣坊做为非遗项目的载体进行产业转型，为传统技艺

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新想法。韦清花母女在政府的扶持下将三江

侗绣技艺有效传承、发展，利用现代产业运作方式进行传统手

工艺创新发展。在旅游发展背景下，文旅融合蓬勃发展的今

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被提升到文化资本高度，清花

绣坊抓住各方资源和机遇，为侗绣传承创造优良传承环境，寻

找技艺传承新思路，为即将到来的文化经济竞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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