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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绣图案在现代织物中的设计应用 
刘新月  徐萍萍  邱夷平*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省泉州市  362000） 

摘要：侗绣是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侗绣作为一种视觉元素向我们展示了侗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信仰、习俗等。

笔者主要通过对侗绣的文化底蕴、排列方式、造型特征、色彩表达等方面进行研究，将侗绣中极具特色的图案元素运用到现在织物

设计之中，保留侗绣特有的民族性的同时，设计出更符合现代审美的纺织产品。 

关键字：侗绣；图案设计；纺织品设计； 

 
一、研究背景 
侗绣是侗族文化的视觉化表现，也是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工艺

之一。2011 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侗绣出

自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及周边地区侗族妇女之手

的绣作为代表[2]。因为其独具民族特色的图案以及全手工制作的工

艺被大众所认可，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独特的艺术特征和区域化

的文化象征。将侗绣中流传下来的纹样运用到符合现代化审美的织

物设计之中，在传承侗绣的基础上做到创新，创造出更符合现代审

美价值的织物产品。 

二、研究方法及意义 
研究意义：黎平县是红色革命老区，2019 年正式贫困摘帽，为

了防止返贫复贫可以把侗绣作为一个切入点，带动产业发展，同时

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侗绣的纹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

展，人们的审美价值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对侗绣纹样的创新应

用，将独具民族性的侗绣纹样运用于现代织物之中，民族性与现代

化的结合，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花火。 

研究方法：多现象综合归纳法、学科交叉分析法、案例分析法、

构思设计法。 

三、侗绣图案研究 
（一）侗绣图案文化内涵 

侗绣传承下来的不仅是一种手法技艺，同时也是侗族人民审美

价值、文化内涵、精神信仰的一种外化表现。侗族有着悠久的织绣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百越时代。因此《吴越春秋》有“越罗谷纱”

的记载。庄子《逍遥游》所说，百越有“断发文身”之俗。“文身”

原是在身上刺图案，种棉织衣后，便发展到在衣服上织绣图案。侗

绣图案凝聚着侗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每个图案背后都有着属于自

身的文化内涵，侗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之中或是对祖

先祈福的一种美好愿景；或是对自然万物感谢与热爱；或是对生活

习俗的一种表达与记录......而这些图案栩栩如生地向我们演绎了千

百年来侗族人民自成一派的审美、文化、信仰的演变。这满具民族

特色的图案同样也吸引着我们对它的探索与研究。 

（二）侗绣图案分类 

1、动物纹样 

在侗绣纹样之中动物纹样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中最常见

的纹样有龙纹、蜘蛛纹、鱼纹和蝴蝶纹[3]。不同的动物纹样也有着

不同的说法。龙纹是侗绣中常见的纹样之一，它是侗族人民对图腾

崇拜的一种具体表现。侗族人民将龙看作为保护神，于是将龙纹搭

配着凤鸟纹、云纹、植物纹绣于衣服的袖口、围裙和银冠等处，以

此来达到被神明庇佑的作用。从随处可见的龙纹中可以感受到侗族

文化中人们对龙的敬仰和喜爱之情。蜘蛛纹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在侗族传统之中蜘蛛被看作是珍贵的吉祥物，因为侗族人民认为蜘

蛛、蜘蛛网的形象与太阳相似，因此蜘蛛崇拜算是一种太阳崇拜的

衍生，侗族人民将蜘蛛纹织入衣服、头巾和扇背之中，随身佩戴起

到驱邪除祟、永保平安的作用。鱼纹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表

现，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与鱼息息相关，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侗族

人民都有着娴熟的捕鱼技巧，他们饲养稻田鱼捕食稻田里的杂草和

害虫，粪便又当成饲料滋润稻田，这种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之间

的和谐相处，让侗族人民对鱼的喜爱愈发增加。于是他们将鱼幻化

成纹样用于织物装饰之中，不仅表达了对鱼的喜爱之前，也有一种

吉祥如意、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自古以来蝴蝶就有象征美好爱情

之意，在侗绣之中蝴蝶纹样也有此意。人们认为蝴蝶是一种忠贞、

幸福的象征，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于是侗族妇女会将蝴蝶纹样

绣于织物之中佩戴使用。 

2、植物纹样 

侗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将美不胜收的侗族美景转化成

一种装饰纹样绣于各种织物之中，不仅是一种源于自然的美丽装

饰，也表达着侗族人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其中榕树纹、石榴纹、

各种花草纹最为常见。榕树又被称为“龙树“，由于其枝叶繁茂生

殖能力强被侗族人民看作为生命力旺盛的象征，侗族人民会将榕树

花纹用于孩子所佩戴的装饰织物之中，表达一种对孩子美好的祝

愿，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民族可以像榕树一样枝繁叶茂、繁荣不

断。石榴花纹多用于扇背之上，代表着多子多福的美好祝愿，常与

其他各种花草纹搭配使用。通常石榴花纹与其他花草纹搭配放置于

扇背的四边，中间配以龙纹、凤鸟纹等动物纹，所形成的完整图案

极具侗族特有的名族特色，同时也像我们展示了侗族人民的审美价

值。 

3、几何纹样 

侗族人民生活依山傍水，因此侗绣中纹样创造也是源于生活坏

境所带来的灵感。他们从点、线、面入手将自然生活加以概括提取，

用基础图形加以转变形成独具侗族特色的几何纹样，有卍字纹、井

字纹、 卍八芒纹、铜钱纹、八角花纹等图案。 字纹是用简单概括的

手法表现太阳光芒照射大地的景象。井字纹则是侗族人民对自然的

感谢，对水、井都有着敬仰之情，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像水一样川

流不息、源远流长。几何纹样常搭配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形成完整

的图案，相映成辉。 

4、景观纹样 

景观纹样主要包括太阳纹、多耶纹等，主要是以自然界中充满

神秘色彩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泊以及充满民族特色的生活场景作为

灵感来源。太阳纹源于太阳崇拜，侗族人民凭借自己对太阳的观察

研究，通过象征、概括、变形等方法将自然界中的太阳用自己的方

式表现出来，形成独具特色的太阳纹样。太阳在侗族人民的心中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认为太阳是孩子们的保护神，所以常将太

阳纹与其他纹样结合绣雨孩子用的日常织物之中，起到保护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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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寓意。多耶纹来源于侗族人民举办晚会的场景，他们手牵着手

一起歌唱、一起跳舞感慨时光的美好，享受节日带来的快乐与满

足，侗族妇女为了将这份美好流传下去，于是用简约的图案概括人

们手牵手的场景借此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多耶纹常被用于袖

口、裙子边缘等处。 

（三）侗绣图案艺术特征分析 

侗绣纹样的产生及发展是侗族女性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去观察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用内心去感知自然传达的内在含义；

用一双巧手绣于服装、背扇、及日常所用的织物之上，由此形成了

独具民族特色的侗绣。他们之中或包含着对家人的美好愿景、或融

合了对自然的崇拜、或加入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下面具体分析

侗绣所传达的艺术特征。 

1、造型分析 

侗绣图案大多是从自然生活中得到的灵感，进行一定的转化运

用于刺绣之中。与传统的苏绣不同侗绣是通过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

形式展开，而造型形式也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种。这种具体与抽象、

平面与立体相得益彰的发展才形成了侗绣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遗

产。侗绣纹样常以四周包围中间形式展开，中间为具象的动物纹样

或是较为复杂的太阳纹样，四周常用抽象的植物纹样环绕而形成一

个较为完整的图案，而抽象纹样是先抓住其主要的特征再进行不断

的删减、变形最终形成较为简洁的纹样。这种具体与抽象相结合，

主次纹样有所区分的放置方式，让整个画面按照一定的节奏进行发

展，这种规矩排列又充满韵律的视觉效果，让人们感受到侗绣的魅

力所在。除此之外造型形式的平面和立体也是侗绣的另一个特点。

效果较为立体的为贴花绣主要用于主要纹样的使用，效果较为平面

的是平绣，主要用于烘托氛围的四周植物纹样的使用，因此在一个

图案中使用两种不同的绣法能够使整个画面层次更加丰富，视觉效

果更明显[4]。而在刺绣之中侗族妇女还会加上一些装饰材料如：小

圆片、羽毛等在装饰之余同时也使画面更加立体。 

2、构成形式分析 

从纹样的构成形式上将侗绣中的纹样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单独

纹样、适合纹样、连续纹样。单独纹样是最小单位的纹样不用考虑

构图形式，侗族人民可以直接将自然界中的景象进行转化，所形成

的单独纹样不需要再继续进行搭配构图就可以直接使用。但直接使

用单独纹样到一个大的画布上会略显单调，可以放在小的物品上使

用；或是对其进行二方连续排列使用；或是可以多个单组纹样进行

组合形成一个新的复杂图案。太阳纹、蜘蛛纹、单个的多耶纹都是

单独纹样；抽象的植物纹样、几何纹样、以及多耶纹都是由单独纹

样经过二方连续变化而成。纹样适合纹样讲究的是主次分明，同时

需要根据所放置图案位置的形状进行创作。一般情况下放置于视觉

中心的位置，比如说以复杂的太阳纹为中心四周围绕着抽象的植物

纹样，根据所设计的外在形状适合排列所形成的纹样被称为适合纹

样，适合纹样最常使用于背扇、童帽等处。连续纹样分为二方连续

和四方连续。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确保纹样的完整性，并且能够适

用于不同尺寸的画布之中，整体上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充满节奏

感，常用于一整块布的纹样使用。 

3、色彩表达分析 

侗绣在颜色方面常选择蓝、青、黑等深色作为底色，中间配上

饱和度较高的颜色进行提亮。侗族秀娘没有经过系统的颜色培训，

而都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千百年来逐渐形成自己的颜色库存，因

此侗族颜色也十分具有民族特性。侗绣采用对比统一的配色法则，

冷而深的底色配上暖而亮的局部点缀，所形成的刺绣作品淳朴简洁

充满民族特色。颜色的运用体现了两点，一高饱和度、高明度，二

对比色、互补色、同类色、冷暖色对比的运用。 

四、侗绣在现代织物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一）设计思路 

为了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侗绣、购买侗绣，所以我们要

根据现代市场的需求，对侗绣纹进行二次创作[1]。从侗族人民创作

的角度切入，保留其独具特色部分的同时，与现代简约、时尚的特

进行融合。上文对侗绣从构成形式、排列方式、色彩搭配等角度都

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这些的基础之上提炼升华，保留最核心的部

分融入现代织物设计之中。 

（二）纹样提取 

提取的纹样包括：动物纹样（龙纹、蜘蛛纹、鱼纹和蝴蝶纹）、

植物纹样（榕树纹、石榴纹、各种花草纹）、几何纹样（卍字纹、

井字纹、八芒纹、铜钱纹、八角花纹）、景观纹样（太阳纹、多耶

纹）。 

（三）设计实践 

   
设计灵感：这两款主要以几何纹、多耶纹单独纹样为主的四方

连续。适合作为底纹使用。 

五、结论 
侗绣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将侗族纹样运用到现在

丝巾设计之中，即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创新。让独具民族性的侗绣

被大众更好的了解与接受，是我们作为传承人应该做的事情。本文

通过对侗绣从形式美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设计再创作，使侗绣以

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大众眼前，为侗绣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创新

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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