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68 

侗族背扇纹样在服装中的应用研究 
孙淑银  徐萍萍  邱夷平*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省泉州市  362000） 

摘要：侗族服装和侗族背扇纹样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而侗族背扇纹样也以其独特的历史厚重感和人文意蕴而驰名于全球。在时

尚界的舞台上,它被不断地吸收改进加以利用。并获得了许多服饰设计师的一致好评。本篇文章我们着重的研究侗族背扇来源,背扇纹

样类型,以及背扇纹样在现代服饰服装中的应用以及应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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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侗族背扇及背扇纹样 
(一)侗族背扇来源 

背扇,也称背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是少数民族妇女背负婴

幼儿的带子。在赶集购物、走亲访友、节日赴会、从事田间和家务

劳动之时，妈妈们用背扇将孩子背在背上，既解放了双手，又可随

时照顾孩子——背扇大多呈 T 字形，由背扇心、背扇手、背扇脚以

及背扇盖帕组成。背扇心用于包裹和支撑幼儿背部，一般为 50 至

70 厘米见方，是妇女施展织绣技艺集中的区域；背扇脚用于裹住幼

儿臀部及双腿，其形制各地区、各民族都不尽相同；而长达二三米

甚至十余米的背扇手能将婴幼儿紧紧系绑于母亲身后；背扇盖帕则

用来遮护幼儿头部免受风雨侵袭。在中国传统中,给婴儿裹褓,是为

了将未满周岁的柔软的婴儿背在背上。刚刚来到人间的稚嫩的生

命，离不开他的母亲。他需要母亲的体温和乳汁喂养。绑带不仅解

决了这些问题，而且还使孩子们在参与母亲的所有活动的同时，能

够尽早观察和感受世界。这样一种传统文化,至今仍在我国南方的广

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甚至闽南等地区得以保留。 

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姑娘婚前还在娘家时,就偷偷地将背

带分部分制作好,但并不组合,到了婚后怀孕时才组合成背带。有的

地方,则是在妇女出嫁后,母亲给新生儿的诞辰礼和满月礼。 

(二)侗族背扇纹样分类 

对于侗族妇女来说,背扇不仅是背负孩子的工具,还是他们出

生、成长、延续后代的见证。他们从背扇呵护的对象,变成背扇的制

作者,再成为背扇的使用者,一代代延续下来。与男子不同,女孩离开

背扇的呵护之后,还会与背扇亲密接触。 

她从姑娘小时起,就开始一针一线地精心绣上祝愿儿女平安幸

福茁壮成长的图样:山川、江河、飞禽、走兽、花朵、太阳、月亮、

神明,她们都在用心而无意地记载着本民族的历史文明与世代祝福,

形成了一幅幅感人的图画。 

所以,在民族民间形形色色的各式绣花工艺、挑花、织花、制蜡

膜等生活实用艺术品中,惟有背扇纹样最能体现女子们纯洁的母爱,

也包含着较多的思想内容和最温存的情愫,是最撩人心魂、最具艺术

华彩的艺术作品。它的纹样、图形中还保存了大批有关民族族源、

生命向往等多方面的讯息与密码。 

然后在侗族的背扇图案中，根据不同的信仰和意义，图案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阳光纹:侗族人视阳光为“万物之神”,对阳光极为崇敬,所以

古时就有迎阳光的风俗,现部分地方依然保持着这种风俗。阳光图案

通常以侗族服饰的质地以各种形式呈现，例如具象的太阳圈，太阳

周围绣有羊毛; 卍有时候以“ ”字纹呈现;有时会以“八莽太阳图案”

的样式呈现，这些图案也常绣在侗族儿童的背负式和儿童帽上。(图

1-1) 

2、萨天巴: 在侗族传统神话中，萨天巴是创世女神。她在天上

代表光，她在地上的化身是一只金色的蜘蛛。她有着四个双手四条

足,两眼可安千珠,其放眼能量据说可达百万,是中国原始部落人民所

想象的人、神还有动物的结合体。而侗族背扇上的九种圆形太阳纹,

则是来源于一种中国远古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在祖源之歌中讲、

太阳光远古时泛滥成灾、淹没了大自然,。萨天巴在天上设了九大阳

光用来蒸发洪水拯救万物、没想到大自然也被十几个阳光晒得枯焦,

致使民不聊生,于是姜良,姜妹等请皇蜂发神箭射落了九大阳光,只剩

下最初的一颗,大自然才又回复了原始的勃勃生机。中间的圆圈是蜘

蛛的形象向花形演变的结果。在某些图案中，蜘蛛的腹部的特征是

阴阳清乱，象征万物的诞生。 

3、鱼纹:侗族是一种农业少数民族,多在田间养鱼,又喜欢食用各

种鱼,因为他们相信鱼的形状可以带给福音,也可以昭示鱼农出产成

功,相信鱼是最洁净的动物。鱼纹成为吉祥图案，多存在于传统服饰

图案中。 

4、龙蛇纹: 在中国古代，龙纹一直被视为吉祥的标志，常以云

祇龙、盘龙、二龙玩珠的形式出现。侗族人以龙蛇为主要神 ,其服装

纹样中的龙纹并不象中国古代朝廷龙纹那么庄重,是一种善良灵巧

且活泼可爱的动物形象,以特殊针法,马尾绣制成,并赋予了它精美细

致的神韵。(图 1-2) 

5、榕树图案: 在南部侗乡的独流河流域，生长着一棵千年的榕

树，被当地人尊称为龙树。古榕树的主干粗短，但树冠面积多达一

英亩。裸露的根系盘根错节,将巨石缠抱、宛如巨蟒吞食、展现顽强

的生命力。母亲还在背扇盖帕上了高山榕花、祝愿小儿无病无灾,

平安成长。盖帕的中心以饱满的圆形图案代表月亮，四角绽放着粗

壮的树干和茂盛的榕树，挣扎着向天空延伸，支撑着宇宙的中心，

传递着人类对到达天庭的发自内心的渴望。(图 1-3) 

(三)侗族纹样基本图形 

 
图 1-1 太阳榕树花纹刺绣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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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盘龙图案八卦板式绣花布绒绣花带套片 

 
图 1-3 太阳榕树花纹刺绣背带盖片 

(四)侗族纹样制作工艺 

织绣工艺种类,花样虽然比较多,但大致上可分成织锦与刺绣锦

二方面。织锦是在手伸纺纱机上织成的,也叫侗锦。侗锦具有源远流

长的历史,从唐宋年间,侗锦即因其颜色漂亮而闻名,被人欣赏。由侗

族女子们根据自己本族的生活环境、习俗和心气理,细心地设计图样,

配合自然色彩,使用针法,世代相传,创新,编制而成了别具风韵的侗

锦。 

侗锦是黑白棉线的组合，简称“素锦”；用黑白底片条与彩色

丝线交叉编织的,或全用彩色丝线编织的简称“彩锦”。黎平市最有

名的地区,是以肇兴侗寨、尚重盖宝、九潮定八、口河银朝、永从三

龙、石窟竹坪等地侗锦品种最多、工艺独特,具有历史考察价值。侗

族刺绣比侗族服饰的裙、头、鞋、围兜还多。图像多为花、虫、鱼，

也有吉祥、人物形象、几何形状等。 

二、侗族纹样的应用 
(一)侗族纹样在服装中的应用 

侗绣是艺术观赏性和实用价值兼备的工艺品。传统侗绣一般用

于侗族服饰，也可用作腰身、头巾、童帽、童背、布鞋、鞋垫、手

烟袋、小挎包等。但由于时间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和人民审美趣味的

提升,侗绣的用途也不断丰富,已广泛呈现在手机袋、手提包、小背

包、抱枕等日常生活生活用品上,而由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三江侗

绣也成为伴手礼被来白海内外的旅游者送往四面八方,并成为了一

种新颖的民族工艺品而倍受喜爱。 

二零一零年,三江侗族自治县政府在原同乐苗族乡及同乐镇平

溪电成立“侗族绣花传承基地”,把绣花技术引入学校教学,并通过

举办一系列示范活动,以促进侗族绣花的继承发扬。同年,全县的近

三百多件侗族传统刺绣作品,被我国东亚博览会组织委员会确定为

“国礼”,赠送给与会代表。 

传统侗秀色调比较恬静素雅,这和传统侗族人忠诚于大自然的

审美理想是密不可分的,传统侗族人追求天人合一,对蓝色和翠绿尤

为偏爱。在颜料的使用方面,不像其他民族那么喜欢使用强烈的对比

色,传统侗族刺绣在颜色对比上更加柔和,所以他们往往采用小色块

来缓解颜色的强烈对比关系,使画面显得更为淡雅耐看。传统侗绣颜

色大多是红、绿、青、紫、黄、白等,用色往往大胆夸张,也不会受

物象中固有颜色的约束,而且常常还会打破传统常规,对天然颜色加

以概括与提取。也因此,传统花卉并不会选择红绿对比的常用颜色,

传统动物也会选择斑斓的自然颜色综合表现。侗族织锦,因其特有的

编制工艺以及具有特色的图形与色彩搭配,作为在中国久负盛名的

民族艺术品,是独具特色的侗族文化与艺术元素。可在织锦的色彩元

素中加以提炼,再将纹样的形状组合方法设计为纹样图形,并同时提

供侗锦的颜色方案,广泛使用于产品设计中。 

背带纹样以及侗族服装版型依旧可以应用到现代服装中,给人

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可作为礼服应用,而背带的种种纹样图形可制

于袖口、领口、裙摆、衣襟等。设计师秦臻就曾以侗锦纹样提取,

主要纹样为凤鸟纹,侗族崇鸟,芦笙衣又名“白鸟衣”,结合吊饰羽毛,

在歌舞时呈飘逸飞翔状。服装领口和袖口饰有八角花，寓意侗族传

统中的勇敢和吉祥。手臂饰被侗族视为保护神的蜘蛛纹。下裙组帘

的图案为象征男性特征的竹根花、八角花、蜘蛛纹、鸟纹、水波纹

等，绑腿饰马纹及蜘蛛纹，头巾饰羽毛及鸟纹。 

(二)侗族图案在服装应用中的意义及限制因素 

侗族刺绣艺术是中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使之在进入农业产业化时代后,能够让同乐约四万名汉族群众获益,

并且还可以缓解了约一万多名女性就业困难的问题。而侗族背扇纹

样也以其独特的历史厚重感和人文意蕴而驰名于全球。在国际时装

界的舞台上,它也被人们不断地吸收改进并加以利用。它已经获得了

许多国际服饰设计师的高度认可,在许多国际重大时装秀场和杂志

中都不难看到,以民族纹样为设计主题的作品已经日益得到了时尚

界的青睐,绚丽多姿的民族元素已经渗入了中国服装服饰的方方面

面。就今天来说,侗族文化传统背扇纹样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不

仅仅是对中华民族服饰优良传统的重新认识与继承,将促进中华民

族文化的延续和传承,还将给现代服装类企业产品设计领域带来一

种势不可挡的新生命力,在现代时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融合、创新

与运用过程中,将散发出中华服饰的魅力,并不断推动着我国现代服

装类企业的变革、发展与提升。 

但是纯手工做的刺绣,要经过一系列数十道工艺。在以前,对侗

家女孩来说的话,想要学习侗族刺绣是没有人可以教的事情,它靠的

是自己的模仿能力和悟性再就是勤奋与努力。千百年来,侗族女子巧

手刺绣锦图,才使得侗绣艺术能够一直流传至今。但是,由于现代绣

花技术的发达,尤其是机械绣花的出现,侗绣手工从业者越来越少,侗

绣的传播也就陷入了断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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