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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背扇动物纹源变以及文化功能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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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对于乡村振兴产业和传统文化推广的力度来看，少数民族的内容成为了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侗族在我国

很有特色但还未被推广，进入侗乡考察侗绣，其别具一格艺术感染力以及本身总书记的宗旨出发更加的对侗族产生了敬畏之情。对

于黎平革命老区在建党之际，我们进行课题深入探讨 。侗族背扇是用来，背幼儿的包裹的工具，其造型一般由背心，背扇脚，背扇

手和盖帕等部分组成。在侗族背扇既是妇女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还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意义，同时还具有历史记忆的载体，同时

又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侗族的绣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有很多的民族文化的记载内容，侗族刺绣体现了本民族宽厚柔和的民族性格

和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侗族多以点。线，形成较小的块面。花纹细密，柔和，玲珑雅致。侗绣中注重规范性，其中这些

频繁出现在背扇上，主要为了对于孩子的美好期许，并且侗族以龙纹以及，蛇纹。并且作为保佑本民族的 保护神的象征性加以崇拜。

侗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生活在大山中，对自然神灵有着特殊的情感，并且出现了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两种纹样构成方式，每一个

古老的民族都对生命的起源有着很深奥的看法，传统侗绣,形态多样,填充纹样的题材丰富,我们主要分析动物纹样源变以及色彩，构

成的角度探讨，传统型、拓展型和创新型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服装的特色和美感,从而扩大产品的影响力，而且现在服装配饰更多的被

大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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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刺绣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中一门较为独特的艺术，

拥有悠久的发展历程和崇高的艺术造诣。它凝聚了我国各族人民智

慧的结晶，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侗族刺绣以其精湛的工艺技法

与独特的审美特征区别于其它绣种，在千万刺绣技艺中独树一帜。

近年来，对于开发革命老区进入黎平，进入侗乡考察侗绣，其别具

一格艺术感染力以及本身总书记的宗旨出发更加的对侗族产生了

敬畏之情。对于黎平革命老区在建党之际，我们进行课题深入探讨。

以及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制定了相关的研究内容，明确了研究

的方法与思路以及目的与意义。 

随着我国对于乡村振兴产业和传统文化推广的力度来看，少数

民族的内容成为了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侗族在我国很有特色

但还未被推广，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较大的一支族系，长

期生活在我国西南部山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广西、贵州、湖南相毗邻

的地区，是我国南方古老的稻作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富于创作的民

族 。我们这次深入黔东南黎平下的侗村进行调研考察并且，取证

分析，再次进行创作。侗族它没有文字，只有一种语言形式，这种

奇妙的特点更加激起我们对侗族纹样进行研究，不管是建筑类领

域，还是服装，纹样就像一部会说话的语言以此来诉说人们对生活

的热情期盼，以及对于后代的寄予希望。侗绣也成为了表达的重要

方式，它具有艺术和实用性并举的共同地位。 

纹样繁复精致，具有很高的装饰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两地侗

绣中的每一个纹样但是由于现代社会进程的快速发展，侗绣艺术的

传承和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面临电子机器进军刺绣市场的

当下，传统手工刺绣对比机绣的快捷、方便、可量产，传统手工刺

绣则暴露出耗时长、人工贵的缺点当地居民开始为了生计改变传统

方法进行，破坏，在这样的打击下，传统工艺将逐渐走向消亡 。 

。并将侗绣中具有特色的元素相结合，以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

来将侗绣与休闲女装融 合在一起，实现侗绣的与时俱进。 

对于国内的设计品牌更多的采用，大家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绣

法以及纹样，然而对于侗族绣法，盘轴滚边绣法，等还没有进行深

刻的研究，基于以此基础上对于纹样，例如动物纹进行深入而典型

的研究，从而发现设计中的合理应用与结合。 

（一）背扇简介 

侗族背扇是用来，背幼儿的包裹的工具，其造型一般由背心，

背扇脚，背扇手和盖帕等部分组成。在贵族背扇既是妇女必不可少

的生活用品，还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意义，同时还具有历史记忆的

载体，同时又有重要的艺术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侗族背

扇已经被市面上的背带所替代，但是对于背扇上的精美纹样可以继

续深入研究，一方面对于多种的纹样进行提取，其抽象化，进行重

组分析，其纹样背后也蕴含侗族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期许。对于

我们分析的多样纹样题材为现代服装设计图案设计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另一方面其纹样造型均是将现实中可见的形象经过侗族的想

象进行分析因而更具抽象感。而我们通过背扇的与动物纹样的提取

应用增强重复构成法和增强质感的肌理构成法。 

背扇上的图案经久不衰，蕴含了文化底蕴，以及妇女的聪明才

智 

三.动物纹样 

（一）动物纹样题材来源 

侗族的绣法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百越时代。侗族多

以点。线，形成较小的块面。花纹细密，柔和，玲珑雅致。侗绣中

注重规范性，其中这些频繁出现在背扇上，主要为了对于孩子的美

好期许，侗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生活在大山中，对自然神灵有着

特殊的情感，并且出现了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两种纹样构成方式，

因此在侗族人民的心中，神话里面出现的凤鸟、葫芦其世代相传的

有关侗族先祖的历史传说，也会被侗族妇女以自己的理解和审美创

作出来，形成独特的纹样题材，用于侗民族的日常生活物品中。 

（二）动物纹样文化性 

在三江流域的绣品中都会出现，主要包括龙凤纹，鱼纹蜘蛛纹，

蛇纹，以及马纹鸟纹。 

许多刺绣图案中都是以动物纹样为核心，再以其它植物、景观

等纹样为辅，共同组成新的整体图案。动物纹样通常富有逼真、侗

绣中动物纹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装饰作用，更多的是表达了侗民族

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民间传说、现实生活状况等内容，也具有

深厚的文化价值。 

侗绣图案造型丰富、形式各异。每个绣品都是由一个主体图案

和一些对称的子图案构成。其构图饱满完整，强调对称均衡。在构

成形式上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单独纹样、适合纹样和连续纹样。 

以独立的个形式表征，且适合纹样与连续纹样皆是以其为基本

单位组成。以图示的龙纹为例该龙纹以一个太阳纹为中心，四周呈

放射状，四方四隅之处各有一个太阳，共有九个太阳。这是典型的

对称式单独纹样，同时也可看做是中心对称图形。以整个纹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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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点 上下、左右皆对称，图案整体结构饱满、对称，富有很

强的艺术感染力。 

一般是以方形或者圆形为区域，用单个纹样为基本单位进行填

充。根据绣品区域，来对单个纹样的大小和造型进行调整和变化，

使其纹样构图更加饱满和谐。 

一般是由一个或多个单独纹样，向上下、左右以及四方排列扩

展的一种图案纹样以湖南通道地区的多耶纹，它是典型的二方连续

纹样。多耶纹起源于通道地区一种祭祀舞，名叫多耶舞，这种男女

手拉手跳多耶舞的情景被侗族人用刺绣记录下来，形成了多耶纹。

该纹样一般使用挑花绣的手法绣成，由单个独立的图案连续发展构

成，总体纹样呈对称的特点，极富韵律感和节奏感，富有很强的延

展性。 

四．背扇动物纹样在丝巾中应用 

（一）丝巾设计需求 

传统侗绣,形态多样,填充纹样的题材丰富,色彩主要采用对比或

调和的配色方案,是物理形式反映精神内涵的载体。传统型、拓展型

和创新型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服装的特色和美感,也为传统侗绣纹样

向产品经济转型提出了可行的思路。 

随着女性物质生活不断的提高，她们开始寻求一些既符合自己

同时又含有丰富内涵的配饰来装饰自己，一些普通大众的服装不再

符合她们的需求。因此设计师需要针对不同的女性群体，不同的文

化将她们独特的需求融入到有内涵的中国国传统民族风潮中，才能

更好的让消费者彰显自己的个性。也就是说，追求个性化设计。 

（二）丝巾应用的可行性 

随着民族风潮流的兴起，刺绣越来越多的运用到丝巾的设计

中。除了本土服装设计师外，许多国外服装设计师纷纷在其设计中

加入刺绣元素，利用手工刺绣来衬托服装的华丽与工巧。本土设计

师还会选择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来体现民族信仰以及其中包含的

美好祝福，以此来增强服装的文化内涵 25。而很多都运用了刺绣手

法和图案，但大多都是苗绣、湘绣、苏绣等，如图 4 最近的扶贫以

及乡村振兴发展我们更加要发掘小众地区的优秀文化结合侗绣。因

此本小节通过对其它刺绣在丝巾结合的案例进行分析 

（三）动物纹样在丝巾运用可行性 

设计中除了局部运用刺绣外，还有很多整体运用刺绣的例子。 

利用中国国画花鸟山水纹样以及敦煌莫高窟唐代飞天藻井图案进

行在创作，运用现代感的色彩加以创新运用从而达到时尚思维，内

容的完美融合并且在构图方面还延续了中国古代四方连续构图纹

样，从而更加深刻的得以继续开发创作。 

通过成功的经验案例分析，此实物创作是成功的并且可以继续

延续以及推行相应的发展的而侗绣图案因其构图对称均衡、色彩丰

富，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饰性。因此，通过将侗绣图案直接或间接的

运用在丝巾装饰品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以及装饰意义的。 

五．对于背扇进行重组应用设计 

背扇是侗族的传统工具，近代成为了装饰以及历史的代名词，

所以此次设计就是想利用背扇的肩带制作条形丝巾，进行动物纹重

组，这样进行创作更加体现了，产品的创新性，以及产品的可持续

运用。图 7 对龙纹加几何纹进行重组在造，从而充分说明了，侗族

纹样的可延续性以及创新性。并且改变背扇形式可用作多用途丝

巾，或者背带，重复利用。并且也设计了 3 组不同配色，适合不同

年龄段人群。对龙纹加几何纹进行重组在造，从而充分说明了，侗

族纹样的可延续性以及创新性。并且改变背扇形式可用作多用途丝

巾，或者背带。 

 
图一—丝巾设计 

六．结语 

侗族绣法种类繁多。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交融，才看到今天的成

就。每一个纹饰背后都有其历史意义。民族意义，在充分了解侗族

背景，文化之后通过侗族文化产业进行分析考察，发现其利用的点

和创新的元素还有很多，最初的了解变为感叹，中华文化之博大精

深其内涵也是探索不竭的。针对于侗族日常的用品进行起源分析，

再到丝巾的重组创作应用，可以说，相信在此过程中可以为发扬传

统文化贡献自己绵薄之力。 

通过本次的设计，借鉴丝巾的流行趋势，包括对历史的传递，

工艺功能的表达，信息量庞大，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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