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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将历史绣在彩衣上——苗绣纹样 
◆刘芷若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滨海新区  300457） 
 

摘要：本文从苗族最具民族特色的苗绣纹样出发，阐述了苗绣鸟纹和蝴
蝶纹的造型、色彩和含义，深刻剖析了苗家艺术的发展历程、民族特征
和文化内涵，同时阐明了苗绣和现代艺术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拓宽了
苗族刺绣文化的传播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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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苗族支系中，服饰相当于族徽或 Logo，以此分辨不
同的族群和分支。民族服饰的意义在于民族文化的表达，从这个
方面来看，苗族人创造了人类服装历史上的辉煌。苗族服饰由于
特定的历史发展、自然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的不同，形成
了独特的审美，创造出极具民族特点的、款式迥异的服饰和饰品。
苗族服饰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他们表达情感、
记录历史的承载物，是苗疆人民穿在身上的图腾文化。苗族自始
至终也没有形成具体的文字，他们的文化，就靠着口口相传和服
饰图案的艺术流传下来。苗族的服饰是无字的文明、无声的语言，
他们在服饰中倾注的是毕生的心血，是原始热情的民族情结。 

这种通过图案来记录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独树一帜，将过
去与现在紧密的缝合了起来。苗族服饰上美轮美奂的精美刺绣是
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技艺，苗族人将刺绣看的很重。传统的刺绣服
装，从纺织、染布、刺绣、缝制，都是由苗族绣娘手工完成的。
一套完整的苗族刺绣盛装制作的时间长达数年，每一件刺绣服饰
的纹样，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含义，什么位置，绣什么样子的图案，
什么图案代表什么，在苗族刺绣中都有严格的规定。每一幅苗族
刺绣，都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民族文化、历史变迁和民族自豪。
苗族刺绣技艺非常复杂，有数十种针法，有许多在中原大陆已经
失传的针法和技艺都在苗寨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苗族刺绣与
传统中国四大名绣不同，它没有过多的图形是写实具象的，没有
对于现实生活场景的真实描绘，而是记录了一套的抽象的符号系
统，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文明的遗迹，苗绣的纹样看似简单，但
却是苗族人民对于生活、世家乃至宇宙的哲学表达，纹样就是苗
族刺绣中最重要的核心和价值，它将苗族的远古信息记载在图形
中，传承至今。 

一、苗族百鸟衣与鸟纹 
百鸟衣，是苗族民族服饰中具有代表性的、流传较为广泛的

传统服饰。在这种服饰上，绣满了各种各样的或抽象或具象的鸟
纹。相传唐代曾有“卉服鸟章”的相关记载，是指黔东南地区苗
族首领谢元琛身穿“百鸟衣”到唐朝都城长安参见唐太宗，所带
的使团也都身穿修满各色鸟纹的华服，惊动长安，画师们依样临
摹，画下记载当时情况的《王会图》，这是百鸟衣较早见于文献
的记载。 

以鸟纹作为服饰的主纹，周围环绕以蝴蝶纹、鱼纹和各色花
卉纹，有分体式的，也有连体式的，通常苗族人会在修满纹样的
服饰下面缀上白色的羽毛来进行装饰，现在的“百鸟衣”也只有
在盛大节日的时候才会被穿戴在身上，是名副其实的仪式服。鸟
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苗族文化中的图腾崇拜。在苗族的传唱历史
中，苗族古歌中记录了相当多的苗族神话传说、历史文化、传统
习俗和建筑气候，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唯一非宗教典籍的传世记史
诗歌。苗族古歌包罗万象，是苗族人民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历史
文化，它的内容主要包括讲述人类起源的《开天辟地歌》、描述
苗族历史大迁徙的《跋山涉水歌》、还有记载社会生活的《婚姻
根源歌》和《理歌》。在苗族古歌中记录了一段神话，大致讲述
的是枫树生下蝴蝶妈妈，蝴蝶妈妈又生下十二个蛋，这十二个蛋，
由一只鸟孵化成自然万物和人类，所以苗族将鸟作为原始的图腾
来崇拜，在许多刺绣纹样中出现。苗族的鸟纹图案风格比较夸张，
带有强烈的原始热情，色彩也是非常艳丽夺目。鸟纹的形态没有
特定的规范，具象写实都有，造型比较多变。鸟纹的装饰性极强，
可以同其他纹样组合起来使用，比如花鸟纹、鸟龙纹、蝴蝶鸟纹
等，这些纹样背后还有着不同的含义，表明了原始苗族人民丰富
的创造力。鸟纹是苗族将神话、历史绣在服饰上的代表纹样，它
将苗族的过去与现在紧紧地缝在一起，联结着信仰和文化。 

二、苗族蝴蝶纹 
在苗族刺绣纹样中，蝴蝶纹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纹样，在蝴

蝶纹中也体现着纹样对于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苗族人对于蝴
蝶有着特殊的情感，同样的，这样浓厚的喜爱之情也来自于原始
的图腾崇拜。苗族先民认为枫树生出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又生
出了苗族的祖先姜央，所以，蝴蝶对于苗族人来说就像一位母亲，
他们对于蝴蝶存在着深深的敬意和向往，在苗族传统的纹样中，
蝴蝶纹样非常常见，经常出现在刺绣、蜡染、银饰等工艺中。苗
族蝴蝶纹的造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然型蝴蝶
纹，这种蝴蝶纹样较为写实，形态来源于自然，只进行一定的简
化和归纳；第二种形态是提炼型蝴蝶纹，这种纹样经过人为的夸
张和改变，加入了人们对于蝴蝶纹的自身创作：第三种是直线型
蝴蝶纹，这种蝴蝶纹几乎接近几何形态，已经看不出蝴蝶原有的
自然形态，形成了一种抽象的符号。这三种蝴蝶纹是层层递进的
演变关系，都是苗族纹样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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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像苗族一样，以针为笔，将历史一针一

针的缝在衣服上，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是苗族文化中最吸引人的
地方。这些神秘的纹样，向世人展示的是原汁原味的古老文化。
在现代的设计中，已经有学者发现了这种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花
纹图样，将它们运用到现代的设计中，这些纹样和色彩在现代设
计中并没有体现出怪异感，反而是给设计增添了不同以往的韵
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现代的设计中，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是
非常好的设计理念。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无数的传统艺术、民
族元素可以利用，苗族刺绣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是现代设计中
重要民族元素的宝库。苗族刺绣艺术蕴含了很高的文化价值，他
们创造了人类服饰史上的辉煌。现在有不少企业和个人进到苗
乡，去探寻这门古老的艺术。对传统艺术的保护，不应该只是空
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记录、学习、研究，只有
当世人认识到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将传承传统艺术融汇在日常的
生活、创造中，传统艺术才会真正的被继承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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