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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妈妈”造型在装置艺术中的应用设计研究
王琳琳    刘  凯 

（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  广西柳州  545000）

苗族历史悠久，是一个不断迁移的民族，在此过程中创造
了极具特色的传统民族艺术，本文将民族文化进行提炼创新运
用于装置设计中，形成装置空间与文化共生。

1、黔东南地区蝴蝶妈妈纹样和装置艺术的研究现状

1.1  蝴蝶纹样运用的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苗族文化的衍生设计大多是提取部分民族图

案，再运用于服装设计或文创产品中。虽然目前出现越来越多
的苗族文化的运用，但是在其传播载体上局限性很大，而且大
部分采取的图案设计都是运用多种纹样组合起来的整体画面，
例如将蝴蝶纹样与龙纹、鱼纹、铜鼓纹等组合。

针对单一的纹样衍生设计较少，单独的蝴蝶纹样在艺术设
计领域的研究关注度呈现上升趋势，但能够提供参考的并不多，
以环境艺术设计角度探究的更是少之又少。以童倩倩的《民间
艺术元素在玩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为例，其运用现代的设计
理念与手法将提取转变后的造型与现代玩具相结合，以新型手
段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1.2  装置艺术的研究现状
装置艺术不仅仅是作为摆设让人欣赏，更是让人从中进行

思考。目前国外对于装置艺术的研究较多，例如玛莎·施瓦兹的
面包圈花园给景观装置艺术给设计师提供了参考价值。国内对
于装置艺术的起步较晚，经过查询文献资料，目前我国对于装
置艺术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研究方面，或是新媒体角度。

2、黔东南地区苗族蝴蝶纹样概述

2.1  蝴蝶妈妈”及蝴蝶纹样的起源
苗族与蝴蝶渊源深厚，黔东南地区苗族人民尊称其为“蝴

蝶妈妈”，源自于苗族古歌的神话故事《十二个蛋》。相传在
上古时期，蝴蝶是从古枫树变来的，和吉宇鸟在与飓风抗争中
受伤后被“游方”救后生下 12 个蛋，经过吉宇鸟的孵养，生
出了姜央、雷公等 12 个兄弟，因此苗族人称之为“蝴蝶妈妈”。
蝴蝶蕴含了苗族人民丰富的情感色彩，被赋予了生殖崇拜和寄
托了苗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纹样是苗族人民记载历史、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因而蝴蝶纹样广泛运用于黔东南苗族的服饰、银饰、建筑等日
常生活中，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民族信仰以及民族精神成为
了苗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纹样元素。

2.2  苗族蝴蝶纹样的文化寓意与精神内涵
蝴蝶纹样作为苗族的民族特色，具备丰富的艺术语言价值，

承载积淀了苗族人民的发展历史及生活印记，蕴含了苗族人民
的生殖崇拜、图腾文化以及美好愿望。在苗族人民的情感认知
里，蝴蝶犹如母亲般的存在。通过“蝴蝶妈妈”的神话传说中
蝴蝶强大的生殖能力，表达了苗族人民的生殖崇拜，祈求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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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丁兴旺，在世代繁衍中不断壮大。也希望自己民族的子孙能
够想蝴蝶一样通过自己努力蜕变拥有更美丽的人生。

蝴蝶纹样是苗族极具代表性的图腾纹样，在原始社会，人
类对于比自己强大的生物持有敬畏崇拜之情，因而会通过崇拜
这些生物去祈求庇护。黔东南苗族认为蝴蝶是他们的始祖，是
万物之源，是蝴蝶妈妈护佑着苗族，才使苗族平安顺遂，世代
繁衍得以延续，所以苗族将蝴蝶作为其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民族
图腾纹样进行崇拜。

蝴蝶纹样运用在苗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承载着苗族
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苗族人民丰富的情感和情感诉求，
表达了苗族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及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与向往。

2.3  蝴蝶纹样的造型与色彩分析
苗族的蝴蝶纹样不仅是单一的写实表达，更是经过创作者

将蝴蝶纹样与其他纹样进行融合、移形、借形等方式后形成了
形态各异的蝴蝶造型，蕴含了强烈的隐喻意义。通过融合后的
图案侧面展现了不同的生活形态，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通过
移形换位创作的纹样更具有艺术性与层次感，带来全新的视觉
审美感受；通过借形将蝴蝶纹样的某些局部结合了其他动植物
纹样进行抽象的二次创作，形成造型奇特、似像非像、灵活多
变的蝴蝶纹样。

黔东南地区苗族人民在色彩的选择上更倾向于红、白、黑、
蓝、黄这五种颜色，用色大胆，喜爱运用绚丽夺目、互补对比
或是邻近对比的颜色来突出画面的层次感，注重色彩的节奏性
与韵律感。

3、“蝴蝶妈妈”元素在现代装置艺术设计中的创新
运用

3.1  选中“蝴蝶妈妈”元素创新运用的原因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蝴蝶妈妈”作为苗族的民族信仰，

活在苗族人的生活和信念之间。他们把万物都集中到蝴蝶造型
之中，并且运用到周边生活用品上，这主要表达了对蝴蝶妈妈
的崇拜与尊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基于历史和文化的一
种符号化构建，对民族文化自我觉醒、宣传、保护与传承有积
极作用。

在现如今城市高速发展下，人们更加重视精神上的满足。
因此我想通过“蝴蝶妈妈”这一元素进行再创作将其进行变形
以及组合进行实际运用，设计一个嵌入式的环境空间，通过多
方面的融合形成一个将元素抽象化表达的新空间并融入居民生
活。

3.2  “蝴蝶妈妈”在装置艺术中的设计表达
在城市更新的社会背景下，要想将 “蝴蝶妈妈”元素运用

于环境设计中，首先要充分了解苗族的传统文化，了解其内容、
习俗、风情等，领会蝴蝶妈妈所表达的民族精神。再进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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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提炼出可运用于环境艺术设计的文化元素将其符号化，
用设计的手法给予“蝴蝶妈妈”元素现代化的表达，将其贴合
的运用于城市环境中。

此次设计以蝴蝶妈妈的造型为切入点，经过变形、转换，
从人的情感体验出发，在满足功能与审美的基础下设计一个以
艺术为主导，重视文化传承与输出又富有创意的装置设计空间，
从而增强人与人、人与空间、空间与城市之间的联系。用现代
的设计手法活化城市灰色空间、有效的利用城市灰色空间，增
强苗族图腾文化输出，拉近空间与文化的距离，以达到集文化
输出与功能使用于一体，形成装置空间与文化共生。

从另一角度探析“蝴蝶妈妈”元素在装置艺术设计中的表
达就是除了从它的造型感知外，还可以从精神感受方面，增强
体验者的体验感，使居民在城市快速发展的状态下依然能感受
到曾经的村寨生活状态，让居民对其所处的环境产生贴切的归
属感。

3.3  装置设计的空间结构与色彩运用分析
整个装置通过将“蝴蝶妈妈”元素进行变形、抽象化、立

体化设计为一个新的艺术装置，整个装置设计成半开放式空间，
设置多个互通的弧形入口，并在顶上设置了彩窗，彩窗的色彩
结合了苗族的“五色”：蓝、黑、红、黄、白，蕴含深厚的历
史文化和生存环境背景。

3.4  “蝴蝶妈妈”纹样元素创新运用的意义
“蝴蝶妈妈”作为黔东南地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其通过元素的提炼与重构进行创新运用设计，对苗族的
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文化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通过研究探析黔东南地区苗族的“蝴蝶妈妈”文化
及精神内涵，为研究少数民族其他传统纹样提供了灵感启发，
也为以后研究苗族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参考；第二，通过将苗
族“蝴蝶妈妈”文化与装置艺术巧妙结合的创新应用设计，为
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提出了新的切入点，通过艺术设计来

推动黔东南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一种新型手段和媒介方式；
第三，通过将少数民族元素“蝴蝶妈妈”进行提炼、变形与重
构等方式，将其运用在环境设计中，为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新
思路，丰富了装置艺术的设计形式。

4、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现代创新运用的价值

通过环境艺术设计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以及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全球
化发展导致外来文化给我国传统文化带来挑战，许多外国理念
与我国理念相差甚大，而且年轻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影响较
大，阻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想要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传承和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需通过设计将文
化元素巧妙地融合到空间中，能够达到在无意识状态下对人们
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提民族文化认同感。

能够提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环境设计的有效融合发展。
民族文化与环境设计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民族文化中的天人合
一观念，正是体现在了设计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性发
展的设计理念。这不仅可以体现设计的创新与持续发展，并且
可以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在设计作品中加入地域性
的民族文化元素，为居民提供了更适宜的生活环境，两者的有
效融合必然会越来越多。

有助于推动环境设计的发展。每一件设计作品都蕴含着设
计师的个人设计风格的表达，倘若坚定文化自信、提高自身的
民族文化认同感，就必然会在作品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中国
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本身就为设计师提供了大量独有的设
计素材，将这些民族文化运用到设计作品中后，以更好的“活态”
方式传播传统文化。通过此类设计角度设计出更独特的作品，
因而有助于推动环境艺术设计的学科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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