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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历史文化，并不是躺在艺术

品里，而是藏在艺术品制作的传承里。基于这一层次来

展开分析，与其将我国苗族刺绣工艺视作为一种静态的

文化遗产，不如将其是作为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文化

传承过程中，除了能够在对刺绣进行制作时，了解世界，

感悟自己，更加可以和她人进行沟通交流，也就是通过

刺绣来展开思考。而这一角度，也能够满足人类与文化

多样性的发展思考。由此也可以得知，我国民族文化在

表达方式上较为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的书面记录以及口

简介信息：吴成丽，女（1989.10-），侗族，贵州黎平

人，学士，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

纤维艺术设计、面料设计、苗族侗族刺绣、服装设计。

头传递这种文化传递模式之外，不管是建筑物的传承还

是服饰的传承，包括舞蹈传承，都能够展现出不同的文

化优势。苗绣不仅仅是代表着我国苗族文化的文化遗产，

更是苗族女性通过代代传承，一针一线，表达自己作为

苗族同时作为苗族女性的实践过程，更是她们对我国苗

族文化进行传承和发扬光大的过程。

一、苗族刺绣是苗族女性“书写”的史书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是通过女性来进行书

写的，也没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主角为女性，而

历史作业英文单词，history，讲述的也是男性的故事。我

国现阶段在所有正史中，没有一位作者为女性，女性在

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话语权，一直处于被动地

位，由此也导致女性意识较为匮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常常“不在场”。因此在我国历史中，不论是女性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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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心理因素还是审美因素，都需要基于男权社会来

进行掌握，而对于男性历史，女性这一视角也常常被忽

略，也或许是因为这些男性的历史书写者没有真正地了

解到女性的内涵。因此各种没血腥杀戮、战争历史，这

种较为男性化的生活和史诗书写文化传承，在我国历史

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线，其中还以红颜祸水和后宫摄

政这些较为偏颇的词来对女性进行评判，代表着对女性

的宣泄，由此也导致历史发展过程中男性化视角较为显

著，而与女性相关的另外一面却鲜有人知，不得不说，

这既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遗憾，更代表着文化传承

过程中的遗憾。

基于某种程度上来说，苗族女性所创作出来的苗族

历史刺绣，对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遗憾进行了

有效地弥补。在我国文化遗产中，苗族刺绣被称之为能

够穿在身上的史书，而这一本史书，就是通过苗族女性

来一起书写的，是苗族所有女性，用一针一线，以针代

笔，以线代墨，以布代纸，这种特殊模式下所创作出来

的史书，在整个世界文化中都是独特的，也是十分难能

可贵的。

苗族刺绣展现出了苗族的发展历史，更能够展现出

苗族女性眼中的独特世界，展现出她们的日常生活思想

意识、个人情感因素以及审美，即便是在刺绣中，对战

争进行描述时，刺绣创作者也是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心态，

用一种看似随意化、夸张化的刺绣手法，虽然让人看不

到战争的血腥质感，但是却又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身

处战场，却又远离战场的现世感。

若是说苗族没有隶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语言十分遗

憾，但是也为苗族女性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才华的空

间，让她们寻找到了对自己民族进行书写，对历史文化

精神传承的途径，苗族女性终于寻找到了如何通过自己

来表述话语的途径。通过刺绣，苗族女性可以肆意地发

挥自己的才华，表现出自己的情感意识。也正是因为苗

族女性这种以针代笔的历史书写模式，才能够让我国的

苗族历史变得这样全面化，变得更为完整化，既能够展

现出一定的神秘深邃质感，又能够展现出苗族发展过程

中曲折离奇的历史文化，绣出恢弘战争、洪荒宇宙。在

苗族刺绣中，既有着对先辈英雄人物进行记载的浓墨重

彩，也有着对寻常百姓日常生活记录的细腻描述，关注

男性英雄以及男性对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更加不忘

女英雄的描述，为她们在历史书上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苗族刺绣这也让苗族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空白被弥

补逐步，从被人遗忘的角走上了历史文化的发展大舞台。

不论是在苗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还是苗族的现实

生活中，刺绣都能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若是没有苗

族女性，那么苗族的发展历史都不够完整，若是没有苗

族女性，那么苗族的文化生活不够完美。而在贵州的苗

族村寨，所有的女性刺绣能手都代表着不同的故事高手，

这些女性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也就是她们不光知道

如何进行刺绣，同时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绣，她们能够

掌握传统刺绣的内涵，了解苗族的文化和历史印记，苗

族存在的发展过程和变迁过程，而这些刺绣妇女，在村

寨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和老人有着同样高的声誉，当

地的各种大型活动，包括各个家里的婚丧嫁娶，都会请

到这些苗族女性，让她们对重大活动所穿衣物的刺绣进

行指导，或是帮忙刺绣，重大场合都缺少不了这些苗族

女性。

二、苗绣实践和女性身份认同

（一）女性“身体感”的习得

笔者访问了一位当地的苗族刺绣女孩儿（9 岁），刚

刚见到时，在家门口和其他小孩玩耍，看起来非常的霸

道，有时推搡别的孩子，或是自己蹦蹦跳跳。女孩的母

亲也描述说，特别像个男孩，一点都不像个小女孩，应

该教她刺绣了。后来在母亲的要求之下，她便开始学起

了了刺绣，最开始，母亲并没有叫她怎么样刺绣，而是

让她怎么去端正地坐着，依照母亲的标准和示范，女孩

儿需要坐在矮凳上，高度大概为半米，将双脚并拢，并

将绣布放在腿上，还会让她强制低下头，一直看着自己

的双手。最开始女孩非常不习惯这种将身体蜷缩在一起

的状态，头也会转来转去，或是动动手脚。过了一段时

间母亲开始就开始让女孩学习刺绣，等到女孩真正开始

刺绣时，她才发现这是最适合刺绣的姿势，随后开始具

备主观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体弯曲起来，眼睛看着绣布，

最开始她无法长时间的保持这一姿势，每隔几分钟就会

动动手动动脚，但是伴随着刺绣时间的不断延长，女孩

开始渐渐地习惯了这一姿势，并可以长时间的保持。

而非常值得关注和微妙的是，这种刺绣姿势除了在

绣花过程中有所体现，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出现，

不论是吃饭还是帮忙做家事，她都开始通过用手的触觉

来替代视觉，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微微低头，或是跟别人

沟通和说话时，眼睛会微微地看向地面。而从旁观者的

角度进行分析，已经能够从女孩的身体姿态中，看出她

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女孩开始通过自

己身体的姿态，强化自己的性别身份认知。坐车时，她

会有意识的端坐，觉得小姑娘就是要这么坐。塑料袋打

了死结时，男孩儿可能会用力去扯，但是女孩儿去把袋

子拿过来，灵活地将死结慢慢解开，甚至说男孩就是这

样，应该慢慢地去把它解开。而从这一例子也可以发现，

通过刺绣的学习，进一步改变了苗族女性对自身社会性

别的认同感，对自己的身体和四肢习惯进行改变，通过

身体的改变和实践，逐步实践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范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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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在不断地规范行为过程中，进一步改变了自己的

性别认知。这种认同代表着苗族女性基于身体这一层次，

对自我进行观察，并不是通过语言来进行完成，而是通

过刺绣来完成，也正如实践理论中，社会结构的身体姿

态是无法通过语言来进行解释的。

（二）女性间友情的巩固

通过刺绣，也能够进一步巩固苗族女性和女性之间

的友情，有事情需要请求苗族女性进行帮助时，她们经

常会说，我可以带你去找谁谁谁，我们常常会在一起绣

花，这里所指的绣花，内涵相当于我们是好朋友，我们

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在苗族的农闲时期，也经常会看见

很多苗族女性坐在一起，绣花的过程中，也会聊聊家常，

或是向对方请教针法，被请教的人也会非常耐心。很多

苗族女性这样说，从一开始嫁到这里的时候，谁都不认

识，自己又比较内向，不好意思常常跟她们搭话，但是

后来她们通过刺绣发现，这里的绣法和老家的绣法是一

样的，而有些绣花，自己也要比她们绣的更好，就可以

叫他们刺绣，渐渐地和其他女性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由

此也可以得知，苗族女性的友谊是在刺绣过程中进行不

断的建立，并进行巩固的。

刺绣虽然是一种传统意义上，将女性限制在家庭活

动空间的女性化劳动，但是通过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刺绣

学习以及沟通交流，已经逐步演化为进一步扩大女性友

谊，帮助她们树立女性活动空间的桥梁，进一步强化了

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凝聚力，并促使她们的社交生活变得

越来越丰富多样。笔者曾经访问过很多苗族女性，为什

么她们这么喜欢在一，刺绣，除了可以满足她们的热闹

心理之外，很多女性都觉得大家都想做好刺绣，这也是

让她们真正团聚在一起的重要因素。而基于实践共同理

论、共同参与、共同目标，刺绣已经逐步演化为强化团

体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也正是由于她们具备同一个目标，

即做好刺绣，才凝聚在一起，并在不断地沟通和交流过

程中，将苗族女性塑造为一个共同体，也强化了她们的

归属感，促使她们凝聚力变得更强。

（三）族群文化认同下的苗族女性文化

苗族女性自小就在刺绣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与男性

视角的功利化和社会视角的冷漠化保持远距离，从未被

世俗文化所污染，一直留存着作为女性和人类的原始纯

洁天性。在我国的苗族村寨中，以前会有这样的不成文

规定，女孩必须学会刺绣，刺绣水平的好坏，也逐步演

化为对女孩儿是否勤劳进行评价的重要指标，苗族男性

在对婚姻进行选择时，也会将苗族女孩的刺绣水平作为

参照依据。因此苗族女孩从小开始都会跟着家中的成年

女性进行学习，掌握刺绣的技能，到十五六岁时，已经

能够具备非常完善的刺绣技能，一直到后续为人妻、为

人母，都在为家中的刺绣操劳，因此，她们一生大部分

的时间都花在刺绣上，这也塑造出坚忍、温柔、善良的

女性形象。而她们最大的乐趣，也是在忙碌玩家务之后

进行刺绣，或是妇女聚在一起绣花，并进行互相的学习

和交流。

苗族由于其发展历史因素，因此族人也具备着非常

强大的团结协作意识，而这种群体意识也对苗族女性的

社会行为带来的影响，让她们学会了互帮互助。这也能

够展现在刺绣上以及服装的高度统一上。苗族女性在刺

绣的过程中，可能有些人都不明白刺绣的具体含义，也

说不出图案的具体来源，但是却对传统的刺绣保持高度

的认可性，知道这是从上一辈女性族人下传承下来的，

不能够随意对其进行更改，也逐步演化为当地的程序化

符号，在不断地传承和发扬光大中，推陈出新，约定俗

成，同时上百年、上千年来经久不衰。这也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苗族女性在和外界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中，刺

绣没有出现太大的改变，从侧面展现出苗族女性对刺绣

文化的高度认可性。虽然女性不是文化真正的创新人，

但是她们却是文化的真正传承人和守护人，苗族地区男

性服装大多数已经开始汉化，但是现代女性却仍然在保

留传统的刺绣纹样，因此她们不仅仅是对苗族的历史文

化进行了书写，同时用自己的代际传承以及生命和活动，

对苗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捍卫。

三、结论

综上所述，苗族刺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女性在其

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们除了对绣工作品进行制

作、传承，在整个过程中进一步传承了苗族刺绣的文化

意义，并对其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新建构。更加值得关注

的是，通过刺绣文化，女性也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世界，

并形成了全新的身份认同、作为女性的认知以及作为族

群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刺绣文化，改变了她们的社会生

活，通过刺绣文化来建立友情，而刺绣也在苗族女性的

生活中，实现了深度融合，无法分割，而未来苗族刺绣

文化仍需要女性的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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