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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刺绣图案在现代皮雕饰品设计中的应用 
吴成丽  彭利兰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5600） 

摘要：苗族刺绣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件珍品，它不但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而且在与其他艺术结合的过

程中不断地进行着创新。苗族绣花作为苗族精神寄托和审美情趣的外在美，与源自欧洲的皮雕工艺相辅相成、趣味盎然，是一种艺

术设计上的革新。文章从苗族绣花的渊源和演变出发，对皮雕装饰的艺术表现与苗族绣花在皮雕装饰设计中的结合进行了细致的梳

理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促进皮雕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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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苗族刺绣是一门古老的手工艺，它以绣花的形式表现了当时的

历史和文化现象，具有传承和发展的功能。苗族刺绣的每个花纹都

代表着一个历史和神话，反映了苗族人民的生活、文化、历史、情

感。皮雕是一门以皮革为主要原料的雕琢工艺，利用特定的工具将

其加工成所要求的花纹。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的进步，皮雕艺术

也在不断地向创新、环保、经济等方向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苗

族刺绣的纹样也逐渐被人们用来制作，以适应当代生活的需要，展

现出多元化的文化风貌。 

一、苗族刺绣的起源与变迁 
与湘绣，蜀绣，苏绣等少数民族绣品不同，苗族绣品中蕴藏着

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苗族的文化是神秘而又丰富的，苗族人能歌

善舞，热情奔放，苗族的绣花图案和工艺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特

殊的图案是苗族人 喜欢的，苗族女子结婚之前，都会为自己做苗

族绣品。 

（一）起源 

苗族刺绣的历史源远流长，苗族刺绣之所以被称为苗族女性的

美貌与智慧的结晶，也是因为它的美丽起源。相传，苗族妇女领袖

兰娟，在长途旅行中，为了不迷路，她发明了一种用彩色丝线做标

记的办法。众所周知，古代有一种结绳的记载，而苗族人在刺绣中

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凡是看过绣花的人，都会明白，绣花是用彩线

绣出来的，而在记事方面，她就是从日常生活中来的，例如，在黄

河的时候，她用黄线绣一个“道”，过了长江，就用蓝线来画。当她

终于来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时，她的衣领和裤子上都被绣花覆

盖了。从此以后，苗族女子在结婚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穿上一件嫁

衣，以示对自己的思念，也是对先辈们的一种敬意。苗绣是苗族世

代传承的一种强大的方法，它不会忘记祖先的遗产，也是一种激励

后代的强大工具。 

苗族刺绣由于其渊源的特殊性，其内容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

苗族的少女们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融入了刺绣之中，变成了栩栩如

生的图腾。苗族绣品的选择与绘画同样重要。无论是山林中的鸟兽，

还是周围的花草树木，甚至是蝴蝶的足迹，都是他们的目标。苗族

人更多的是顺应自然，因此他们非常崇拜动物。苗族刺绣体现了“天

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在苗绣中，以兽形图案为主，

可见苗族人对动物的重视程度。 

（二）变迁 

苗族刺绣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消化和吸收。在此过

程中，必须对苗绣艺术进行持续的精炼。从对苗绣的初步认识入手，

就要对苗绣的历史传承与工艺文化进行全面而全面的考察。历史的

积累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苗绣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今

后的发展与变革中，必然要转向“再创造”与“创新”。苗绣在服装

设计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不但应用于苗族传统的民族服装，也应用

于苗绣图案的许多方面。只有把苗绣的意境和当代美学理念融合在

一起，才能逐步找到苗绣的发展之路，使苗绣更好地融入当代艺术

的美学领域。 

二、苗族刺绣的文化内涵 
（一）宗教仪式 

苗族许多艺术形态起源于祭祀活动，湘西巫族的神秘文化十分

重视对自然神灵的信仰。苗族人非常重视对树神、水、火、猎、山

等诸神的崇拜，因而各种艺术形式也随之产生。苗族民族注重宗教

仪式的同时，也反映出苗族民族的深厚的人文精神。 

1.祖先崇拜 

苗族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沉

淀使得它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苗族刺绣图案也是

苗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是一个重视祭祀的民族，尤其

是对宗教的信仰。苗绣中的许多图腾，都是原始宗教思想的具体化

形式。比如龙，华夏人，包括苗族人在内，都对龙有一种特别的情

感。他们敬龙，视其为吉祥之神，寓意风调雨顺，丰收丰收，是祖

先心中的图腾与膜拜。不过，也有一些地区并不喜欢龙，比如台江

施洞绣的牛龙纹。在苗族，人们认为龙是吉祥的，它是一种具有神

秘力量的美丽生物，具有神奇而美妙的力量。还有一些地区，他们

把蝴蝶当作祖先，认为蝴蝶是一种美丽而具有繁殖能力的仙女，用

蝴蝶的图案刺绣在服装、鞋子和帽子上，可以带来和平和快乐。 

2. 生殖崇拜 

自古以来，生育是各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苗族也是如此。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只有增加人口，才能增加劳动力，抵御自

然灾害。施洞苗族的刺绣多以鱼为主要特征，施洞苗族人相信，鱼

具有很高的繁殖能力，在过去，人类的生产力很低，大部分依靠自

然生存，但是，大自然的变化是多变的，偶尔也会发生一些灾难，

因此，人口的增加，可以抵御灾难。所以，鱼的纹身，就成了他们

的象征。 

（二）民族工艺 

苗族刺绣在刺绣文化中可谓独树一帜。在苗族，我们经常看到

有人骑着龙，象征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无畏的勇气。苗族刺

绣中的驯龙戏、龙戏等图案，充分体现了苗族人的英勇与不屈。 

1.纹样 

施洞是苗绣中 具代表性的一种，其图案多以写意的方式表现，

人物、鸟兽、花卉、龙、牛、鱼、鱼、虫等，多以动物为主，植物

不多。苗绣是苗族服饰装饰中一项重要的技艺，也是苗族妇女在婚

姻和爱情上的一个加分项。苗族人主要生活在中国贵州省的西南地

区，他们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各种各样的服饰图案。与我们

的日常生活一样，苗族人对服饰的要求也很高，平时，他们一般都

是穿着朴素，但是，每逢重大的庆典，苗族女子都会打扮得漂漂亮

亮，身上的绣品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精致的绣品，让她们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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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美丽动人。苗族刺绣中的纹样，主题繁多，种类繁多，但以龙

纹、花鸟、鱼纹、铜鼓、蝴蝶等较为普遍和定型，而反映苗族历史，

象的图腾纹也经常在苗绣中出现。苗族绣品有十二种，分别是：平

绣、挑花、堆绣、 绣、贴布绣、打籽绣、破线绣、钉线绣、绉绣、

辫绣、缠绣、马尾绣、锡绣、丝绸绣。在这些绣法中，还有几种不

同的绣法，比如 绣，就有两种针法，一种是单针法，一种是破粗

线，一种是破细线。可以说，苗族少女在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学会

这种繁复的绣工，并通过不断地练习来熟练。 

苗族传统绣花服装中，腰部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通常是以白布

为底子，然后在上面绣上一些夸张的花纹，如蝴蝶、花鸟、牛龙等。

在三楼，还有其他的传统图案。 

2.构图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审美倾向于强调对称，认为对称的图案是

平衡的，而不是协调的，这就是苗族的刺绣美学。他们的结构以中

心对称和整体对称为主，中间的结构是以一个图形为中心，周围有

一些同样大小的图形。整体结构的主体是一种与人或一种动物。苗

绣的另一个艺术特征就是利用色彩的丰富，使图案的图案完全搭配，

从而产生一种立体的空间感觉。苗绣有一种特别的手法，就是不需

要提前绘制花纹，而是按照布料的横竖结构，把它们的形状和形状

都挑出来。这叫“点花”，也叫“数沙”。选花的图案。利用颜色的

搭配和不规则的图形，使其呈现出平面与立体的风格，产生不同的

视觉冲击。 

苗族绣花图案大多取材于生活，或一幕幕动人的神话传说。苗

绣中的每一种花纹，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与奥秘。他们 爱的就是用

图案来记录事情，这也是苗家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一种文化，一

种记录，一种智慧的体现。蝴蝶，龙，飞鸟，鱼，圆点花，浮萍花，

这些都是从《苗族古歌》中提取出来的，苗族人把歌曲和刺绣的艺

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它们的颜色鲜艳、生动、质朴。 

3.用色 

苗族服装的基本色调是黑色，几乎所有的色彩都可以随意使用。

通常，苗绣常用的色彩有：正红色、翠绿、中黄、蓝色和白色。正

红色是 常用的色彩。它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可以使人感受到热情、

古朴，与黑色的底色相配，构成了湘西特有的文化特色，反映了苗

族民族的整体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 

4.技法 

苗绣技艺多种多样，有双面绣、苗绣、叠绣、平绣。挑绣，也

就是“挑”。挑花不需要提前构图，而是直接上针，按照面料的构造，

横竖交错，形成不规则的花纹，使立体与平面相互呼应。叠绣法是

将各种颜色的绸缎裁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将其下边的两个角折起来，

留下一个小小的尾巴。再把这些图形拼接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图

形。施洞苗绣以平绣为主，是平绣中比较突出的一种。所谓平绣，

就是先在布面上画出一个漂亮的图案，然后根据图案，一根一根的

单线，沿着一条线，一条一条的来回走动，每一条线都很细，很整

齐。有时候，也会有切割的技巧。平绣剖线，通常是把普通的丝线

切成一根根细丝，绣出的图案精美、典雅、别致、分外动人。 

三、皮雕饰品艺术表现 
皮雕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主要有浮雕和透雕两种技法。

其中，浮雕是在皮件上进行造型，刺绣出凹凸不平的花纹，从而使

花纹与材质的平面分离，从而产生一种空间美。透雕是一门以浮雕

为基础，根据需要的文字和图案，将背景部分镂空。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单面雕刻，另一种是双面雕刻。根据设计雕刻完成后，再进

行染色、抛光等精加工，再经过多次加工， 终形成独特、新颖、

美观的皮雕装饰，供人观赏、娱乐。 

四、苗族刺绣图案融汇与皮雕饰品设计的契合点 
（一）苗族刺绣图案中的纹饰 

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而中国民间的龙则是一个文化的储藏室。

同时，龙也是一种吉祥的符号，我们又都是“龙的传人”，所以对它

也有着很强的崇拜。苗族也是如此，但苗族刺绣中的龙的形象是不

一样的。在他们看来，龙既然是吉祥之物，那就应该有千百种不同

的形状，比如一条蛇的形状。比如鸟的身体，比如龙，这些都和传

统的张牙舞爪的形象大不相同，因此，人们对于龙的认知也发生了

变化。在湘西，人们把我们看作是龙的后裔，他们都非常崇拜龙，

把它当作自己的力量之源。苗族人认为，龙不仅是我们的祖先，更

是天地万物的象征，因此，他们相信龙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在当

代皮雕艺术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革新，在皮雕装饰上也逐步融入到

了“龙”的装饰之中，既表现了对“龙”的崇拜，又把“龙”与“龙”

相融，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苗族刺绣图案中的花鸟动物 

如前所述，苗族刺绣材料取材于与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花鸟

虫鱼，如冬梅、国花、牡丹等，以图形的方式呈现苗族人民对自然、

对自然的热爱、对历史和文化的重视、对人生的积极心态。苗族人

的日常生活、对人生的期望、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被用绣花图案

保存了下来，至今仍被人们所铭记。现代社会崇尚幸福、健康、长

寿、幸福的生活，这些观念也逐渐被运用到刺绣、皮雕之中。苗族

刺绣、皮雕、现代人的生活观念，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用图画的形

式呈现，使得它不再局限于苗族传统刺绣的设计思想，而更接近于

当代的设计思想。苗族绣花在皮雕装饰中的应用，将传统绣花与现

代皮雕技术相结合，使其更具创意和新颖，并将美与神、文化与艺

术融为一体。 

（三）苗族刺绣图案中的构图、线条和色彩 

苗族刺绣在构图和着色上都是以暖色为主，而冷色则是极少采

用的。在选择颜色时，不会受到颜色的限制，只会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颜色，这正是苗族刺绣的特色。苗族绣品在绣工时，利用颜

色的调配，使花纹变得更鲜艳、更惹人喜爱。而皮雕就不一样了，

它是用线条来雕琢、上色，使花纹有一种空洞的感觉，使之更为逼

真，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那种浮雕效果。皮雕的制作和刺绣一样，都

是以花草树木、人物、动物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形象来制作，

再经过雕琢，上色，让这个图案看起来更加生动。在当代皮雕装饰

中，常用的色彩方法有干擦、油染等。设想把苗族刺绣中的配色技

巧运用到皮雕中，然后运用特殊的工艺打磨皮革，使其既有颜色又

有优雅，更有美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做法。 

五、总结 
把苗族绣花的图案运用到现代皮雕装饰的设计当中，既能体现

出独到的创意，又能体现出别具一格、别具一格、更具美感的美感。

苗族绣花与现代皮雕装饰相结合，其技法丰富、生动，又具有传统

工艺的独特性。总之，苗族绣花与当代皮雕装饰的结合，既是一种

传统艺术与当代潮流的融合，又是一次富有挑战的艺术尝试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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