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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刺绣艺术在现代灯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韦艳芳  韦金银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46199) 

摘要：当前中国民众生活方式日益丰富，要求良好的家居生活感受，尤其体现在生活中的仪式感与舒适感受上。随着民族化趋

势的影响，少数民族特色风格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多。本文对苗族刺绣艺术在现代的应用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其在现

代灯饰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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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苗族刺绣承载了当地丰富多彩的地域民俗文化，有着丰厚的艺

术内涵，其形式多样，选材范围广泛，蕴含着民族的文化精髓，苗

族刺绣作品与现代民俗传统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多以现代民俗传

统社会、地方传统社会文化事件作为图形的设计工作主要目标和主

要对象，结构精妙、颜色鲜亮、绘画手法精妙，体现着各个时代、

各种阶段的苗族民族精神，把苗族刺绣图形纳入现代灯饰产品中，

具有高度的美学精神价值与实际美学社会价值，创造了可承受的社

会历史文化载体，也使得具有生命力。 

1 苗族刺绣概述 
苗族刺绣艺术是一株艳丽独特的奇葩。它的民族特色，以及它

所给予人类的乐观积极的视觉体验，极富艺术美学价值。苗族人没

有自己的文字，但苗族同胞为记载本族的文化发展史，也使用了刺

绣记载少数民族发展、迁徙的历程，而苗族的部分历史文化内涵，

都体现在他们的刺绣图案中了，尤其是苗绣图案上的一些具体而抽

象的历史记载，大都是有关苗族发生在远古时代的重大事件。而苗

族人从汉唐开始的辩绣、卷绣、盘绣、补绣和纳纱等古老传统技艺，

内容浩繁，在丰富的工艺种类中，有多达二十余种是其它民族绣花

传统工艺中缺乏的，这也使她不同于其它少数民族的传统绣花民间

艺术，而独具一格。苗族地域相对封闭，落后的自然状况虽然是苗

族刺绣作品能够将原滋原味保留至今的主要因素，但恶劣的自然环

境状况却影响着当地群众活动的正常开展，在作品如何保存与传播

的问题上，中国苗绣艺术和其他民族传统美术同样存在着问题。它

的意义必须是将它应用在人们的现代日常生活中，将苗族绣和现代

灯饰设计融合一起，为苗绣寻找一种理想的表现平台和呈现手段，

让更多的人知道和欣赏它才是使苗绣得以继承与发扬的根本的发

展之道。 

随着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现代化改革也不断深入实施，不但

带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还造成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苗族刺绣

艺术也正在加快衰退当中。所以，如果任其发展，苗族绣这些民间

工艺美术珍品将会成为文物而束之高阁，这对中华民族的传统而言

是一种极大的损毁。据调查，如今学习过苗族刺绣技艺的苗族女性

已经越来越少，甚至在年轻一代，已经学会这项手艺的人也越来越

少了，这也表明苗族的绣花技艺正在日益衰退。苗族绣花技术的发

展和掌握这项技术的女性年轻有关，因为年轻的苗族女性对绣花越

来越不感兴趣，所以苗族绣花的创新严重不足。缺乏创新就等于不

能和当代的主流社会相衔接，也缺乏魅力，即不能被本族群人士所

接受，也很难被他人族群所赞赏。 

2 苗族刺绣的艺术特征 
2.1 造型丰富的纹样 

苗族刺绣以其精细到位的技艺而闻名，更让人称道的是其那独

特的花纹形式和变化多端的纹样，蕴涵着绣工丰富的艺术构思与内

涵，苗族刺绣纹样选材范围广泛，涵盖了大自然的所有生活之物，

并利用对各种纹样的交叉运用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绣品，就其展示

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了宗教、历史传说、神灵神话、外来文化、

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传说等，涉及范围广阔，令人赞叹。苗族一带

的人民很敬畏自然界事物，所以，在刺绣纹样创作上，以自然界事

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包括花、草、虫、鱼、龙、牛等，这种纹样充

分展示出苗族历代迁徙的斗争历史和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精神，把

这种自然界事物表现到服装中，能够增强衣服的观赏性，也使这种

纹样中所表达的思想、文化、观念能够传播与交流。把苗族的刺绣

纹样融入到装饰图案设计教学中，将能够给教师们创造全新的平

台，因为装饰图案设计教育以创意为主，要求学生源源不断的创意，

这灵感就来自于生命中的事物，而苗族刺绣纹样包容了万事万物，

灵动而真实，富有艺术美感，并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文化底

蕴，将能够给教师们带来创新的启迪。苗族刺绣纹饰的造型特征是

以平面形象为主，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反映万事万物，把日常生

活中的事情作出逼真的描绘，并经过感性的领悟与创作，产生出优

美、富于内涵的刺绣纹样。因此，在苗绣中的龙图腾，往往采用了

苗族绣娘的感性造型，给龙图腾增添了不同的特征与含义，而苗龙

图腾纹样则通过绣工的整理、提炼，再利用幅的简化使形象展现在

我们面前，让苗龙的形象更纯粹、更经典、更加具有地方特色。此

外，苗族刺绣中的其它元素，如工笔花卉虫蝶，以及人物造型等都

非常富有民族特色，并具有抽象、韵律感、层次感、艺术感等特征，

把这些元素渗透到装饰图案设计课程中才能使课程更为贴近于生

活与艺术，并由此开启了装饰图案设计课程的崭新大门。又如，根

据苗族刺绣作品中的一条龙的形象设计，采用了夸张技法把大龙设

计为外形夸张、巨嘴大张的造型，仿佛要吞天，并把大龙图案的尾

部也做了高度艺术化的设计，创作构思灵活奇特，大胆夸张，创意

源于大自然，来源于深山中，不经过约束，也美育经过艺术的条框

束缚，对现代化的灯饰艺术来说有着很大的探索意义。 

2.2 绚丽多彩的颜色 

苗族绣花图案的主要颜色表现在蜡染和苗族绣花艺术中，由于

苗族人有着崇拜祈福的精神和喜爱开放自然，所以苗族绣花的颜色

大都丰富多彩，有着很强烈的对比，而且饱和度都相当高，虽然绚

丽多彩但却不俗气，所表现出的艺术形式有序而丰富多彩。苗族刺

绣纹样受宗教信仰、战争历史、地理位置、历史人文因素的影响，

所以表现的情感也不相同。 

(1)热情奔放 

苗族绣花，通常是在较深色的织物上刺绣色彩较鲜艳的花纹，

以红、黄、紫、绿等居多，或者使用较大量鲜亮的色彩，又或是用

强对比的色彩例如黑白、红绿等进行组合，以形成鲜明对比，用于

大面积绣花。希望给人造成欢快、放松的印象，突出刺绣的作用，

所以采用强烈的对比，带来视觉上的刺激。 

(2)明快鲜亮 

苗族刺绣较注重给人视觉冲击力，多用鲜艳的颜色，但保留了

美感，用具有强烈的对比色颜色加以组合。苗族刺绣以暖色系为主、

对比色与互补色较多的搭配。以符合审美心理与心灵和文化上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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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3)深邃宽广空间感 

利用视觉和颜色、形状等的特性，就能够更好地扩大空间，如

苗族人民就擅长利用颜色对空间感进行扩展。比如，以花朵作为主

体的苗族刺绣，就是利用色彩明度来营造拉伸空间感，近处的花和

叶用饱和度较高，鲜艳的色彩，远处的花、叶则用较暗色的、饱和

度低的色彩，使其与同一平面的空间产生了层次关系和远近空间

感，就这样起到了扩展空间的功效。 

3 苗族刺绣在现代灯饰设计中材质与创意表达 
随着现代工业生产的进步，消费者对灯饰的要求也愈来愈高，

但我们却早已不能满足对完善的、基本功能的要求了，而不仅停留

于为了增加视觉冲击所做出的设计，而消费者们更渴望这种在情感

上的交流，以及这种在基本使用功能之上的精神内涵。在现代灯饰

产品设计流程中，必须以全新的视野观察产品设计流程的所有要

素，用陌生的目光审视我们所熟知的灯饰构成要件，包括材料、形

状、光影效果等，从而突破我们习以为常的固化思路，寻求更多创

新的可能性；同时更需要用人类熟悉的目光，去了解最新的材质、

科技、工艺、人文、潮流趋势等资讯，将这些运用到现代灯饰产品

设计中。 

3.1 苗族刺绣艺术在灯饰材质上的巧用 

灯饰设计的开展是对人类艺术品位提高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一

种新艺术的探索与突破，是把艺术思想透过具体的灯饰材质表达的

过程。由于灯饰材料与物质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灯饰材质往

往能够表达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也是灯饰美学表达的重要媒介。在

灯饰设计时，必须在气候适宜的环境下，通过熟悉材料内部的构造

特征与基本特性，把材料内部特有的纹理、颜色、质感等展示出来，

给使用者传递某种意境，并由此反映他们的审美感受。在灯饰设计

时，材料内部表现的新思路也会产生更多新颖的设计。玻璃、金属

材料、陶瓷、塑胶等人们所熟知的灯饰装饰材质，由于这种材料既

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又有着极其特殊的材质风格，因此这种材质的

纹理、质感在观众心里具有惯有的模式，而一旦在艺术上用某种材

料体现了另某种材料的质感以及工艺，就必将给予观众一个全新的

审美感受。在灯饰制作的过程中，材料和材质之间往往摩擦出神奇

的效应。 

以苗族的传统刺绣和灯饰设计的结合为例。现代灯饰设计中可

利用苗族古老的传统花鸟纹，或借用苗族服饰的造型，将苗族刺绣

和现代灯饰设计相结合，将传统苗族刺绣的结构方式或设计的工艺

制作技术，应用灯饰设计中。苗族刺绣的纹样、造型样式为原创的

艺术材料，可以直接应用于灯饰造型上，用以展示吉祥如意的愿景。

而灯面镂空的部分，随着绣线的疏密而映射出高低不一的光影，又

因为灯光的阻隔，而产生花花搭搭的投影，似乎在述说着苗族女子

们对刺绣艺术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灯饰装饰技术的革新往往是社会趋势的一个体现，当在一个环

境中使用新型材料或者研究其还未被发现的能力，照明装饰技术将

会有明显的革新效应。新型材料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新的建筑材

料，是科技和美学的融合，饱含着未知的秘密；另一类材质自身或

许并非全新的，但他们别致的设计用途却是全新的。而苗族绣花艺

术作品的运用也属后者，因为苗绣艺术作品是一个传承的少数民族

艺术作品，一针一线都是有历史使命的，而把这个少数民族传统工

艺渗透到现代灯饰产品设计中，既给与了现代灯饰产品的设计民族

生命力与使命感，同样又把苗绣艺术作品借助当代的设计手段传递

与推广开来。 

3.2 橙光的形态与民族色彩创意表达 

灯饰产品设计与其他家居类产品最大的差别就是光的介入和

参与，使灯饰产品在实现其物理功效的同时，产生了更多美的意象。

充满光色的灯饰是极佳的设计语言，是绝佳的灯饰产品设计的艺术

表现手法，能够在灯饰产品设计中营造气氛，演绎概念与叙事。而

灯饰产品设计是一门全面、多元化的空间设计美学，在空间设计中

有实有虚，虚实的交互关系，在整个视觉艺术结构中图与底都是一

个可视的视觉形象，对观众的视觉效果感受有深远影响，在空间设

计整体的构成权重上有着同样的视觉影响力与重要性，尤其是在抽

象的美术空间设计中，二者有着同样意义。现代设计若仅仅为了寻

求视觉效果，用夸张的线条和装饰形式来引起社会大众关注的话，

就算不上是一种成熟的产品设计。灯饰创意者要会讲故事，不但要

让人看到，而且还要让人听到，利用静态的视觉符号，使人体会情

感的自然流露。 

以室内照明灯为例，室内照明灯在现代室内装饰中充当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室内装饰中，照明灯不仅是最单纯的灯光工具，

更是整个居室的重要点缀，在颜色上点缀室内，在形状上丰富空间。

由于苗绣工艺和灯饰工艺结合，所以照明灯修饰的可塑性特别大，

印、剪、花、绣、贴等技术都能够将二者融合，还能够进行加工制

作成形。照明灯还利用了独特的刺绣工艺技术穿透散射空间，让本

来单纯的光线中增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内容，或青、或红、或黄、

或紫色，五彩斑斓，姹紫嫣红，体现出民族的美丽魅力与特点。艺

术作品有无穷多的可能性，将文化艺术渗透到产品设计之中，不单

纯是在表现形式的结合，更要理解民族文化的含义，增强并完善自

身的观念、情感和素质，让艺术作品和原始素材有关联又有差异，

这就是许多艺术家所渴望的。 

结语 
苗族刺绣的发展史给了我们后人珍贵的艺术财富，也凝结着数

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承文明与艺术审美。苗族刺绣与现代灯饰设计

完美融合会给中国现代灯饰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道路，人们一方

面要传承苗族刺绣文化的精华，把祖国的传统民俗文化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当代人民的审美需要与家居生活需求，把苗族刺

绣与现代灯饰设计完美融合，把苗族刺绣元素与现代灯饰设计融

合，必然是中国今后现代灯饰设计应用中的一种重大发展趋势方

向，更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要求。 

参考文献： 
[1] 陈云飞. 苗族刺绣工艺在成衣设计中运用的几点建议[J]. 

广东培正学院论丛, 2012, 12(1):63-64. 

[2] 刘竟艳. 苗族刺绣在现代纤维艺术中的运用研究[D]. 

昆明理工大学. 

[3] 陈云飞. 苗族刺绣工艺在成衣设计中运用的几点建议[J]. 

广东培正学院学报, 2012, 12(1):3. 

[4] 叶舫妤. 试论苗族刺绣纹样在地面铺装设计中的应用[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 035(007):57-59. 

[5] 郭剑桥, 叶力. 我国传统青铜灯造型在现代灯饰设计中

的应用研究[J]. 艺术科技, 2015(1):1. 

[6] 林界平. 论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灯饰设计中的运用[J]. 

企业科技与发展：下半月, 2010(10):3. 

作者简介：韦艳芳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89 年 12 月

26 日 民族：苗族  籍贯：广西柳州  学历：硕士研究生  单位：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平面

设计方向 

基金课题：2021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

升项目《广西传统苗绣图案创新设计应用研究》（项目编号：

2021KY0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