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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瑶族刺绣纹样的数字化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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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贺州瑶族刺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纹样体系承载着族群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本研究聚焦贺州

瑶族刺绣纹样，对其历史发展脉络进行追溯与梳理；继而按照题材特征对纹样进行归类整理。在此基础上，揭示瑶族刺绣

纹样数字化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最终，结合现代设计领域的新趋势、新需求，系统性地提出贺州瑶族刺绣纹样的数字

化保护策略。研究发现，贺州瑶族刺绣纹样数字化保护不仅是应对文化传承危机的有效举措，更是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

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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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贺州瑶族刺绣纹样是瑶族先民的智慧结晶，其特有的几

何构成和颜色符号构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但是，在

现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项非遗技艺的生存却面临着两

方面的困难：首先，在对传统图案进行现代化改造时，有

一种“照抄照搬”的趋向，使图案的文化内涵变得薄弱，

难以适应当代文化创意产业对创新的要求；其次，传统的

绣花技术主要依靠手工，即使采用了机械加工方法，图案

的精度也会发生畸变，且加工成本较高，这对该技术的可

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因此，本文基于现代设计背景下，探索贺州瑶族刺绣纹

样的数字化保护与应用研究，以期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创

新范式，助力少数民族文化焕发新生。

1　贺州瑶族刺绣纹样概述

贺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市，位于广西东北部,地

处湘、粤、桂三省(自治区)交界地，是世世代代瑶族同胞

聚居之地。[1]贺州属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具有日照充足、

雨量丰沛、雨热同季、干湿季节明显、无霜期长等特点，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广西重点林区之一，森林覆

盖率高达72.9%，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贺州市居住着瑶、壮、苗等20余

个少数民族，其中瑶族人口约32万，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

的68%，主要分布于富川瑶族自治县、钟山县等地的“南岭

走廊”腹地。贺州是瑶族四大支系之一“过山瑶”的重要

发源地，至今保留着盘王节、长鼓舞、度戒仪式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瑶族刺绣技艺更以纹样繁复、色彩浓

烈、寓意深远著称，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贺州瑶族刺绣文化历史瑶族服饰刺绣技艺历史悠久。

瑶族人民认为，瑶族的刺绣起源于他们的祖先盘瓠（hù）

王的传说。最早可溯源至瑶族始祖盘王的传说。据瑶族《

评皇券牒》记载，盘瓠因取高王头颅有功，被招为驸马。

迎娶公主的那天，浑身毛发的盘瓠将五色斑衣、绣花带、

绣花帕、绣花裤、绣花布穿戴一身以遮掩其毛发。盘瓠死

后，瑶族子孙此后都身着斑衣花领，以此纪念盘王。[2]这

便是瑶族服饰、瑶绣的来历。隋朝时期，“斑布裙”的

出现，表明刺绣、挑花等民间工艺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唐宋时期，瑶族刺绣开始兴起，唐代刘禹锡曾写诗描述

道：“蛮语钩輈音，蛮衣斑斓布。”到了宋代，瑶族刺绣

工艺已日趋成熟，《桂海虞衡志》《桂阳志》《方舆胜

览》等均言瑶人衣服“斑斓”，说明刺绣已经娴熟地运用

在服饰上。明清时期，瑶族刺绣技艺日臻完善，蓝山县境

内瑶区妇女，能用五色绒线绣出复杂的自然景色、动物形

象及几何纹样。随着时代的发展，瑶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改

善，刺绣、挑花等工艺的提高，不仅运用于生活用品，还

拓展到艺术装饰当中，如服饰、背带、挎包、桌围、枕顶

等，成为瑶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广东新语》：“

盘瓠毛五彩，故令瑶姎（yāng，妇女）徒衣服斑斓。”[3]盘

王死后，为了纪念他，其妻教授孩子们用五色刺绣各种花

纹图案，配以服饰上，代代相传。直到今天，就成了瑶族

服饰的一种特色。

2006年5月20日，瑶族服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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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自此，瑶族刺绣纹样作为

瑶族服饰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

重视。

2　贺州瑶族刺绣纹样分类

贺州瑶族的刺绣图案是丰富多彩的，它反映了瑶族悠久

的历史和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美学趣味。从多个角度对其进

行归类，可以加深对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的认识。文

章将刺绣图案按主题加以分类论述。

2.1自然生态类纹样

贺州瑶族聚居地自然风光秀丽，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刺

绣纹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在植物图案中，有八角图

案，太阳图案，牡丹图案等。八边形的图案形状和颜色各

不相同，代表着吉祥，守护着和平，象征着一帆风顺；太

阳图案就像是太阳的使者，代表着自强不息，充满活力。

牡丹花图案，象征着瑶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瑶绣中

的动物花纹也很有特点，龙代表着逢凶化吉，保佑平安；

龟纹代表长寿、吉祥，图案表现龟的沉稳、平安；蝙蝠纹

代表福寿；鱼纹寓意年年有余，生活富裕；鸟的图案是一

种华丽的展翅飞翔，象征着自由和美好；蝴蝶纹表现了蝴

蝶的活力和活力，象征着丰富多彩的生命和快乐。

2.2宗教信仰纹样

瑶族的宗教信仰十分丰富，既有原始宗教的信仰，也有

道教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可以从刺绣图案中得到反映。“

万字纹”是道教文化的一种常用图案，寓意吉祥，福寿绵

长，通常绣在衣服的边饰或饰物上，有驱邪求福之功效。

另外，在刺绣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许多瑶族崇拜中的土

神、山神等神像，这些神像或慈眉善目，或庄严肃穆，或

庄严肃穆，为瑶族人的家园和生命保驾护航。从图案中可

以看出，瑶族人对鬼神之力的崇拜和依赖，也是瑶族人的

一种精神寄托。

2.3其它几何纹样

瑶绣纹样的组织形式主要为各种有角度的几何纹样，

常用角度为45度、90度和180度，线条呈现出对角线、垂

直线与平行线等形式，没有弧线，它们之间相互搭配组合

成或带状、或方块状的两大类图案。直线与曲线的组合简

单而清晰，比如用不同粗细的线来绣格子和条纹，线条强

劲而有韵律；而曲线的线条，如波状、螺旋纹等，更显出

柔美之美。点与面的结合则营造出丰富的视觉层次，形成

了一种丰富的视觉层次，大块大块的花片上点缀着细碎的

点绣，像是点睛之笔，让图案更生动、更有趣味。几何图

案除了有装饰作用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象征含义，例如“

方”表示稳定，“圆”表示团圆。

3　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

3.1文化传承的迫切需求

贺州瑶族刺绣是少数民族的一颗灿烂的珍珠，它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蕴涵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

采用数字技术对其进行保护，使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

流失，从而成为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手段。

而对当代设计师而言，瑶族刺绣纹样也是一种创造性的现

代设计灵感来源。设计人员可以从中提取一些元素，把传

统和现代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兼具传统

魅力和现代美感的艺术品。这既是对传统艺术进行现代化

改造，又是对文化创新的一种促进。最后，刺绣纹样的数

字化保护也为当代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系统化、易于访

问的资源，从而促进了对少数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和探

索。总之，随着时代变迁，数字化保护已成为民族文化传

承的重要手段，诸多非遗文化借助数字技术得以延续，确

保文化血脉不断，让民族记忆在数字世界中永续传承。

3.2设计创新与商业应用

贺州瑶族传统刺绣一直受到人工加工效率低、样品获取

困难、纹样修改费用高等问题的制约，其设计创新进展缓

慢。数字保护是把绣花图案转换成可编辑的电子文档，设计

师可以在专业软件的帮助下，自由伸缩，旋转，变形，颜色

重组，迅速形成多元化的设计方案。比如，将复杂的纹路分

解成基本的要素，利用参数化设计工具进行新的款式的批量

生产，并根据流行趋势对不同材料和工艺进行仿真，从而大

幅缩短产品的设计周期。同时，瑶族绣花图案经过数字化处

理后，可以准确地适应各种商务场合的需要。例如将数字图

案运用到文具、玩具和数字周边产品的设计中，使其能够以

较低的成本和高效率的批量生产和销售。

4　瑶族刺绣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的数字化应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瑶族刺绣图案这一宝贵的“非

遗”又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在现代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

瑶族绣花图案能够打破传统运用方式的限制，在各个方面

展示出崭新的生命力和价值，将文化遗产和当代设计进行

了有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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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纹样基因库与参数化设计

纹样基因库是对各类纹样进行系统性采集、整理、分析

与存储，以数字化形式构建的纹样核心元素与特征信息集

合。基于非遗保护需求，通过高精度三维扫描与多光谱采

集技术，构建包含 纹样形态、色彩编码、文化语义 的瑶绣

纹样基因库。参数化设计是一种基于参数变量和规则算法

进行设计的方法。它将设计对象分解为一系列可量化的参

数，通过建立参数之间的数学关系和逻辑规则，利用计算

机软件自动生成设计方案。基于构建好的纹样基因库，开

发参数化设计系统。该系统允许设计师通过调整一系列参

数，如纹样的尺寸、比例、色彩搭配、组合方式等，快速

生成多样化的瑶绣纹样设计方案。参数化设计不仅大大提

高了设计效率，还能保证新生成的纹样在保持瑶族文化特

色的基础上，满足不同应用场景和设计风格的需求。

4.2虚拟交互设计

虚拟交互设计是借助数字技术构建虚拟环境，让用户以

自然、沉浸的方式与瑶族刺绣纹样互动，不仅能实现文化

传承，还能带来创新体验。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

实（AR）技术，为瑶族刺绣纹样赋予全新的动态表现力。

通过VR技术，设计师可以创建一个沉浸式的虚拟设计环

境，在这个环境中，瑶绣纹样不再是静态的图案，而是能

够根据设计师的创意和操作进行动态变化。同时，借助互

联网平台和VR/AR技术，搭建用户共创平台，让广大用户参

与到瑶族刺绣纹样的设计中来。用户可以通过平台提供的

简单易用的设计工具，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创意，对瑶绣纹

样进行个性化的修改和创作。

4.3跨媒介文化传播设计

在现代设计手段下，突破服饰载体的物理限制，构建多

维度应用场景。借助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短视频平台等

数字化媒介，对瑶族绣花图案进行文化交流。通过制作瑶

族绣花图案的宣传视频，动画短片，互动游戏等，将瑶族

刺绣图案的独特魅力，文化内涵，以及其精湛的技艺展现

给广大网民。将瑶族刺绣图案作为其核心要素，进行一系

列富有创意、富有市场竞争能力的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

从传统的服装到家居用品，到数码产品，玩具，文具等

等。在瑶族聚居区，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建立瑶族刺绣浸

入式体验项目。比如，在瑶族刺绣文化的数字化体验中，

运用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等手段，向参观者展示瑶族的历

史渊源、文化内涵及制作技艺，使参观者有一种穿越时间

与空间的错觉，切身体会瑶族绣花文化的独特魅力。

5　结语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的当下，瑶族刺绣纹样这一承载着深

厚民族文化底蕴的艺术瑰宝，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实现了华

丽转身与新生。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深化数字化技术及AI对

瑶族刺绣纹样的保护与传承，并推动非遗保护从“技术驱

动”向“生态共建”的转型，为传统少数民族非遗工艺的

可持续发展振兴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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