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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少数民族手工刺绣的认识及其发展
——以少数民族仫佬族手工刺绣为例

覃明年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2018 级演唱班，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沉淀着整个民族的精髓。仫佬族是我国 56 个少数民族之一，仫佬族刺绣承载着该少民族的情

感和精神，独具特色，但纵观各种各样其他的民族文化，仫佬族手工刺绣鲜有人所知，掌握该手工刺绣技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将

详细介绍仫佬族手工刺绣，并呼吁各界人士关注并将其发扬。

关键词：仫佬族；手工刺绣；传承与发扬

一、仫佬族简介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计 14 亿，而

全国少数民族仫佬族人口仅有 21 万，人口占比仅 0.15%，在各少

数民族人口排名位于第 29 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成立于 1983 年，在“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下，

仫佬族大部分人口分布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及周边的各村屯，

共计约 14 万人，占仫佬族总人口人数的近 70%。广西河池市罗城

仫佬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与贵州省相邻近，是全国唯一一个

仫佬族自治县，也是聚集了最多仫佬族人的地方，这里除了仫佬

族还有壮族、瑶族、侗族等。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

县人口约有 29 万，仫佬族人口占其 33.16%，且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负，达 -9.17%，说明了仫佬族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随着大

城市的发展，乡镇县里的人逐渐向外迁移，仫佬族人与汉族或其

他少数民族通婚，少数民族逐渐被汉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以至于

仫佬族人口的逐渐衰减，仫佬族的传统文化也在社会现代化冲刷

中逐渐走向失传。

仫佬族有本民族的民族语言：仫佬语，但没有本民族特有的

文字，通用汉字。随着社会的发展，汉族文化的日益强盛和普及，

大多只有在村屯中仫佬族人与家人或本族人之间才会使用仫佬语

交流，在县城或语外族人、外地人交流，多用桂柳话或普通话，

许多出生在城市的仫佬族人甚至完全说不会仫佬语，也听不懂仫

佬语。仫佬语多在老一辈人中流传，难以在大众普及普通话的社

会环境下得以使用和继承。仫佬族的传统节日文化十分丰富，如

仫佬族最重要的节日：依饭节、走坡节等。依饭文化是仫佬族人

民最正规的精神财富，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了，2006 年，依

饭节被列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走坡文化是

仫佬族单身青年男女在原野山坡间对唱山歌，通过对唱山歌，仫

佬族人民的交流更加紧密，并且将仫佬族的原生态民歌相互传唱，

使其民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仫佬族的手工工艺也十分精美，

主要有刺绣、竹编、藤编等，在今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文化地位，

越来越高的文化收藏价值。

二、仫佬族刺绣

（一）简介

仫佬族刺绣历史悠久，工艺独到，寓意深刻，是仫佬族最为

优秀的传统手工艺术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历经多朝依旧流

传于仫佬族民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仫佬族的传统刺

绣技艺在 2010 年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它对于今天美术和设计的研究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民族

学、宗教学、社会人文学等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仫佬族刺绣的三种绣法

仫佬族刺绣主要分为三种：平绣、剪纸绣和马尾绣，其中手

工工艺最繁琐但同时也是做工最精美的就是马尾绣，马尾绣也是

最具有收藏价值的手工刺绣。

1. 平绣

平绣就是最平常普通的刺绣方法，可以绣出精美的图案。绣

平绣首先先选取所需布料，制作成绣片，再设计和挑选图案并将

图案拷贝到绣片上，最后先用锁链绣针绣出轮廓，再用长短绣、

平针绣、直线绣、缎面绣、卷线绣等针法填充颜色并收尾取出绣

片即可。该绣法是目前在民间流传最广的刺绣绣法，刺绣手工技

艺要求较低且做工时间短，刺绣成本投入较低，市场需求量较大，

也能获得较好的收益，所以几乎每个仫佬族妇女都会绣平绣。

2. 剪纸绣

剪纸绣最大的特点便是它相较于平绣更加立体，手工工艺较

复杂，虽然刺绣手法与平绣大体相似，但由于要加入特制的浆糊纸，

且行针的角度和手法需要较强的刺绣功底，才能将其绣好。刺绣

前需先煮制浆糊，按照比例为 3：1的面粉或糯米粉与水相融煮成

浆糊，再将煮好的浆糊与与选好的布料粘在一起，增加绣片厚度，

并用熨斗将站好浆糊的绣片熨烫平整，晾干。将刺绣的图案在硬

纸板上剪下，贴到制作好绣片上，再次熨烫平整，晾干。随后用

剪纸绣的针法刺绣，由剪纸下的 45 度向上出针，每一针都要将丝

线分散拉平，再从剪纸的另一旁的 45 度向下向内落针，做到针针

线线平整不露剪纸，图案突出立体。剪纸绣是在平绣的基础上加

入了浆糊剪纸，将剪纸藏于丝线之下，从而加大的剪纸绣的难度

和绣制时间，成本更高，刺绣的图案更是栩栩如生，常常将这种

精美的刺绣送与至亲至爱，表达更真挚的情谊。

3. 马尾绣

马尾绣是现在几乎已经失传了的刺绣手法，刺绣难度极高，

所需大量的刺绣时间，且刺绣前还需精心准备所需材料。以马尾

绣出品的刺绣成品，图案生动别致，可以长期保留，正常情况下

不会损坏，所绣的图案精美别致，可设计性更强，可创造的空间



1372021 年第 3 卷第 10 期 实践探索

更大，是平绣和剪纸绣都无法相比的，有极高的收藏价值。绣马

尾绣首先要制作马尾线。马尾线就是马尾绣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首先先挑选并消毒马毛，根据所需马尾线的粗细选取 2 ～ 4 根马

尾毛用纺线将其紧密包裹，搓成马尾线，随后准备与剪纸绣相同

的绣片。马尾绣是用双针暗线刺绣技法（改种刺绣技法一般由老

一辈刺绣人传授教予徒弟）刺绣。双针指的是一条马尾线和一条

普通棉线均分别穿针，同时绣制，马尾线针勾勒轮廓勾勒图案的

轮廓，普通棉线针固定马尾线。其行针的起针和落针手法与平绣

相同，但绣马尾绣需将棉线尽可能藏匿于马尾线之下，两针齐绣，

手工技艺十分复杂困难。用双针双线将轮廓绣出后，用上等的彩

色丝线按照马尾绣的绣法在绣好的轮廓内填充，最后以马尾线朝

下，用细棉线在绣片下将马尾绣线与衬布缝合在一起固定收尾。

马尾绣的手工工艺难度十分大，且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该种刺

绣技法的传承目前仅靠老一辈人口口相传，一步一步细心传授技

法，并且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才能独自将其完整绣出。马尾绣

在市场上价格非常昂贵，大多人不知马尾绣的刺绣过程和收藏价

值，不愿花大量金钱购买，市场需求量远远小于较便宜的平绣和

剪纸绣，长此以往，当做工成本高且收益不抵付出时，村民们都

不愿做马尾绣，也不愿学习和传承马尾绣的技艺，以至于马尾绣

逐渐面临失传。

（三）仫佬族背带刺绣

据介绍，仫佬族刺绣是仫佬族妇女做农务之余最常做的事情

之一。对于刺绣，是她们闲暇之时的娱乐方式，是为丈夫、孩子

及亲戚朋友送上的心意和祝福，是用其赚取一点点报酬补贴家用。

在服饰的领口、袖口、衣角、裤脚、鞋面、窗帘、背带、床单、窗帘、

围巾、手帕等各个地方等绣上精美的刺绣图案和花边。绣的图案

通常有凤凰、太阳、月亮、祥云、蝙蝠、蝴蝶、双鱼和各类花草

等。凤凰寓意着祝福吉祥和平安，太阳寓意着蒸蒸日上飞黄腾达，

万字格寓意着辟邪和好运，花草寓意着蓬生机等，各种不同的图

案寓意不同，但都承载着刺绣人的美好祝愿。仫佬族的背带刺绣，

是外婆将自己想赐予祝福用刺绣的方式，将相应寓意的图案花纹

精心设计组合后刺在被带上，在自己的孙子孙女满月时赠与女儿，

母亲用背带背着着孩子，时时庇护着母亲和孩子两代人，三代人

心心相惜，血脉相连，庆祝家中人丁兴旺，多子多福，还承载着

民族的代代永存的美好祝愿。从此，仫佬族的背带文化代代相传，

仫佬族的文化也由此传承。

三、仫佬族刺绣的传承与发展

历代千年，仫佬族人都生活在山水河流间，过着男耕女织的

生活，织布刺绣是仫佬族妇女的习惯与爱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人们逐渐都走出大山，不仅仅靠自给自足

的农业生活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城市，追求现代化的生活，织

布刺绣的手工艺已经不再是生活必须品了，各种特色新潮的服装

设计和现代化服装工厂和服装店的普及，大大冲击了传统手工刺

绣。手工刺绣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手工刺绣成为了工艺品

和收藏品。

为了延续这一特有的民族手工技术，仫佬族马尾绣被列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仫佬族妇女谢秀荣成为了仫佬族马尾绣的代

表性传承人，广西工艺美术大师、广西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会会员、

广西大学手工艺协会会员。谢秀荣是土生土长的广西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四八镇双寨县中寨屯人，十三岁开始跟随祖母和母亲学习

刺绣，祖传学艺将仫佬族刺绣中最困难复杂的马尾绣技法传承至

今，如今年过花甲，刺绣一行一做就是五十年。由于曾经对文化

传承的使命感普遍缺失的大环境下，虽然文化程度不高的谢秀荣，

在 2010 年通过乡镇干部的帮助将几乎要失传的马尾绣向政府申请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将全部精力投入传承刺绣行业。她潜心

刺绣，在传统刺绣中加入了更多新颖的设计，并将自己的作品送

去参加各项比赛和展览，以此将仫佬马尾绣让更多人看见并欣赏，

引起社会共鸣，使更多有兴趣的人将其传承。经过这十年的努力，

谢秀荣亲手绣出了多幅作品，并多次参加广西工艺美术作品展，

多次获得金、银铜奖。绣一件马尾绣作品，少则好几个月，多则

要一年。谢秀荣戴着眼镜，低头弯腰，一针一线绣出一件件，一

幅幅精美的刺绣作品，如《双龙抢宝》《中国梦》《八马图》《家

和万事兴》等。为了仫佬族刺绣能更好的得以传承，谢秀荣在广

西罗城自治县开设了个人刺绣工作室和纺织车间，专门制作仫佬

族刺绣；在乡镇政府的帮助下，定期开设仫佬族刺绣培训班，任

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学习，谢秀荣也会亲自手把手教学；

谢秀荣还会定期到广西纺织技术学校教学，并在那里开设专门的

刺绣工作室，让更多本就学习纺织技术的学生可以将复杂的仫佬

族马尾绣技术传承。

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虽然机器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手工业，

但是纺织机器可还是以制作出很多富有仫佬族特色的服饰图案，

并且高效高产，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对仫佬族传统刺绣的传承和发

扬起到积极作用。在谢秀荣的纺织车间，就有很多可以做批量刺

绣的纺织机器，她的儿子主要就在使用其设计并大量制作仫佬族

服饰，供各种表演、仫佬族节日展示和社会市场的大量需求。虽

然不能完全还原手工刺绣的精美，机器无法绣出仫佬族的马尾绣，

但仍可以很大程度地还原仫佬族的刺绣样式。手工和机器的结合，

传统和创新的结合，质量和产量的结合，使仫佬族服饰和刺绣文

化都得以传承和发展。

四、结语

如今国家越来越重视度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中华文化

大家庭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文化和传统技艺，将其

继承和发扬是对中国少主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完善，对促进民族融

合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希望本文可以让更多读者了解到少数民

族仫佬族和仫佬族的传统手工刺绣文化，促进仫佬族刺绣的传承

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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