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３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８年４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８

贵州布依族蜡染图案艺术探究

刘文良１，韦江娜２

（１．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２．黔西南州分众广告传播有限公司，贵州 兴义 ４６２４００）

［摘　要］贵州布依族蜡染是我国民间手工印染艺术中的一株奇葩，其特色鲜明的蜡绘图案饱含着布依族群众的勤劳智慧，
反映出布依族人生产生活的地域特征以及经验技术的积累；它不仅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原始意

义和符号内涵，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开发利用价值。

［关键词］布依族；蜡染图案；文化内涵；视觉审美；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Ｊ１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１５－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６
作者简介：刘文良（１９７１－），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理论与批评；

韦江娜（１９９５－），女（布依族），贵州黔西南人，黔西南州分众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编辑，研究方向为设计历史与
理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ａｔｉｋ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Ｂｕｙ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ＬＩＵＷｅｎｌｉａｎｇ１，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ｎａ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ｒｔ，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２．ＱｉａｎｘｉｎａｎＦｏｃｕｓ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ｔｄ．，ＸｉｎｇｙｉＧｕｉｚｈｏｕ４６２４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ｕｉｚｈｏｕＢｕｙｉｂａｔｉｋｉｓａ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ｆｌｏｗｅｒ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ｏｌｋｈａｎｄｄｙｅｉｎｇａｒｔ，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ｂａｔｉｋｄｙｅ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ｒｅｆｕｌｌｏｆｔｈｅＢｕｙｉ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ｙｉ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ｈａｓａｓｔｒｏ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ｒｉｃ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ｙｍｂｏ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ｓｏｈａｓｕｎｉｑｕ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ｕｙ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ｂａｔｉｋ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ｖａｌｕｅ

　　蜡染，是一种以蜡作为防染材料来进行绘蜡染
色的传统手工防染技艺，古时称蜡染为“蜡缬”，是

我国古老而珍贵的民间手工染缬艺术，与古代的绞

缬、夹缬共称为我国三大印花技艺。我国古代典籍

《后汉书》《新唐史》都有蜡染的相关文字记录。据

史籍界定，蜡染起源于秦汉时期，兴盛于隋唐，一代

传承一代，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在绘制蜡

染时，描画者通常不做打底，也不借助于任何工具，

完全凭借创作者手中的蜡刀与其审美情趣和技巧

来绘制，因此，真正的蜡染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无

法复制更无法批量生产。

贵州作为我国蜡染工艺最为先进与集中的地

区，素有“蜡染之乡”之美称。由于地势封闭，居民

长期与外界隔绝，再加上艰苦的地理环境影响，这

里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这

里古老的手工文化与农耕文化极少遭受到外来文

化的影响，古老的蜡染艺术与技艺得以保存下来，

且保留了其单纯、朴素的原始风格。据史料记载，

贵州的蜡染艺术历史已经有２０００年之久。这里的
蜡染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艺术风格多种多样，产品

制作完美。贵州不仅是我国蜡染艺术最集中的地

区，还是最具代表性与研究价值的地区之一，因此，

５１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１２１期）

解读贵州蜡染艺术是了解我国蜡染艺术与文化的

一个重要途径。

布依族作为贵州的本土民族，自古以来就在这

里生活。灿烂的布依族文明，经历了时间的沉淀，

随着历史的推进，越来越焕发出民族的活力和魅

力。没有民族文字的布依族，用蜡染图案代替了文

字符号的语言功能，向子孙后代们传授着本民族的

生产生活常识、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古风遗俗，形

成了鲜明独特、与众不同的蜡染图案。其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美学意蕴和精神气质，是研究布依

族文化的珍贵艺术资料。如今，这里的民族文化正

遭受着现代文化的冲击，手工蜡染逐渐被机器批量

化的复制生产所替代，即使是蜡染创作也逐渐演变

成迎合现代人们喜好的创作，致使古老的民族文化

面临着不断流逝的尴尬境地；因此，对布依族蜡染

图案艺术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

值，更具有传承与创新的现实意义。

　　一　贵州布依族蜡染艺术的兴起与发展

布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

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地区。据最新人口普查，布

依族现有２８７万余人，其中居住在贵州的布依族人
口就占了９７％以上。他们多依山傍水而居，主要聚
集在贵州西南部的黔南、黔西南自治州以及安顺等

地区。据《中国民族史新编》记载：“布依族起源于

百越集团中骆越的一支。”［１］作为我国古代骆越人

的后裔，布依族还与我国古代的“僚”“百越”“百

濮”有渊源关系。根据记载，早在石器时代，百越人

就在云贵高原地区生息。作为贵州的土著居民，布

依族在唐史上被称为“西南蛮”。到宋明两代，由于

战争所迫，江西、山东部分少数民族祖先陆续迁入

人烟稀少的贵州，与这里的原住民融合，改称为

“番”和“仲家蛮”，明清时期又称为“仲蛮”。直到

１９５３年，顺应并综合本民族群众意愿，他们才统称
为今天的布依族。

蜡染工艺作为世界性工艺，很早就被世人所认

识。在布依族人眼中，蜡染一直被视为代表本民族

技艺与艺术的传世瑰宝。《宋史》中就有“南宁州

（今黔南惠水县）特产蜜蜡、蜡染布……”的记载。

据布依族蜡染起源研究所述，蜡染图案主要来源于

当时人们身上的纹身。目前还有少数布依族老人

保留着古代骆越人纹身的文化习俗。在布依族的

本土语言中，他们把蜡染读做“读典”或“古典”。

由于布依族人始终没有自己的文字，为了将本民族

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产常识和古风遗俗传承

给子子孙孙，祖先们就使用一些符号来记载民族文

化，并通过绘制印染，对其进行保存。长此以往，蜡

染艺术与图案便传承了下来，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

也得以保存在这一方土布之上，创造出绚丽多彩的

民族文化。

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形

成其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

南部，山石众多，峰林耸立，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在这种天然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下，其形成了以

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受环境影响，当地土壤非常

适宜植麻。对于常年劳作的布依族人来说，麻具有

耐洗耐磨的实用性，是制作布料的不二选择。贵州

地区气候湿润，山多林密，尤其适合蜡染原材料蓝

草的生长，因此这里染料资源十分丰富，为布依族

蜡染的发展奠定了稳固扎实的物质基础。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蜡染图案风

格也会有所差异。贵州少数民族聚集，“其自然环境

相对封闭，且内部地形有较大差异，复杂多样，各少

数民族所处地域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间民

俗文化的交流，造就了各民族蜡染纹样风格的异

同。”［２］苗族、瑶族的人们多居住在依山傍水之地，地

理环境相对优越，所以其蜡染图案通常以自然纹样

为主，大多为写实的花草纹、动物纹，充满了对自然

万物的敬畏与崇拜；而布依族人民大多聚集在山地

高处，地理环境封闭，经济也较为落后困难，其传统

的蜡染图案大多为纪念祖先与图腾崇拜的抽象几何

符号，蜡染工艺具有朴素且庄重的风格特点。

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手工技艺传承，并在本

民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蜡染与贵州许多

少数民族的婚恋、生育、丧葬、祭祀、节日、礼仪及日

常穿用都关联密切。布依族的蜡染遍及族人的日

常生活中，不管是床单、被面、桌布等生活用品，还

是婴幼儿的襁褓服、背扇，不管是年轻男女恋爱、婚

嫁的服装、手绢、头巾，还是老人去世时的寿衣等服

饰，都是由蜡染所制。甚至布依族青年男女恋爱

时，也常将蜡染布作为表达情意的“定情之物”，可

见蜡染在布依族文化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在布依族人衡量妇女德艺的评价标准里，制作

蜡染的技艺好坏是极为关键的一项，是衡量布依族

女性品德能力高低及是否贤淑的重要标准，因此蜡

染还被作为勤劳、智慧、贤德的象征，被布依族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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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予着特殊而深厚的情感。

按布依族习俗，族内所有女性都有义务传承蜡

染技艺。对布依族妇女来说，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

蜡染是家庭教育中的必修课程，因此蜡染技艺通常

以家庭传授的方式来传承。同大多数制作蜡染的

少数民族一样，布依族女性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

人人都是点蜡能手。她们三四岁开始接触蜡染，七

八岁就开始为自己制作蜡染嫁衣，到了十七八岁时

每人都积攒了几十匹自己亲手制作的蜡染布了。

这些蜡染布从最初的栽靛种棉、纺纱织布，到画蜡

脱蜡及最终的剪裁织绣，都是亲力亲为，并代代

相传。

　　二　布依族蜡染图案的题材类型及文化内涵

（一）布依族蜡染图案的题材分类

布依族蜡染图案样式美观，从取材的角度看，

主要使用抽象几何图案、自然图案以及图腾图案。

由于布依族人以农耕为主，常年耕植田地，他们对

赋予其生存生活的农作环境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

他们绘制的图案大多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与地理

环境中的物产紧密相连。那些高度抽象化的几何

图案，也是自然物的变体符号，是布依人民对自己

生活环境的高度概括，反映出布依族劳动人民擅于

把形象的事物抽象化的特点。总之，不管是自然纹

样还是抽象的几何图案，都饱含着布依族文化中民

族信仰与自然崇拜的深刻内涵。

１．几何图案。在布依族蜡染中，抽象的几何图
案使用最为频繁，也最具典型性。几何图案多为近

乎抽象的意象几何纹样，在构图上大都采用整齐、

重复、对称、交叉的方式，排列上对称统一，层次分

明，形成完整和谐、静中有动的节奏感与简洁清新、

古朴自然的整体效果，如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纹饰螺

旋纹，以及寓意丰富的圆点纹、锯齿纹、回型纹等

（详见表１）。
２．自然图案。古越人是我国最早开始种植水

稻的部族，同样布依族人也继承了祖先对自然农耕

的特殊情感，因此其蜡染图案纹样中，大多与自然

农耕密切相关。这些纹样是布依妇女对自然物进

行取舍、抽象、夸张的产物，简洁灵动，极具趣味性。

其构图上常采取二方连续的形式，造型变化万千，

形成一种连续之美。在自然图案的纹样中，以象征

丰收的稻穗纹、茨黎花纹、树纹、桂花纹等最为典型

（详见表２）。

表１　布依族蜡染主要几何图案及其代表意义

纹样名 图案 图案含义 蕴含的寓意

圆点纹
代表天空

和土地

象征着以农业为主的

布依族人们希望年丰

时稔，五谷丰登

螺旋纹

代表河流

与水涡，也

称水涡纹

水涡代表布依族的宗

系结构，中间的大圆

圈代表族里的大宗，

周围围绕的６个圆圈

代表族里的小宗，大

的圆圈和小的圆圈

彼此用线条连接起

来，象征着宗族之间

紧密相连

锯齿纹 代表狗牙

古时有个布依寨，水

灾后发生瘟疫，百治

无效。一个老人用一

只狗为村寨扫灾驱

邪，让全村人吃狗肉

喝狗汤，全寨的人都

治愈了。从此以后，

布依族人崇尚狗，狗

牙纹样则被作为驱邪

祛湿，给族人带来安

康，辟邪的象征［３］

回型纹
代表寨门

与粮仓

象征着保家卫土，寓

意族 里 安 家 乐 业、

岁物丰成

表２　 典型自然纹样及其蕴含寓意

纹样名 图案 图案含义 蕴含的寓意

稻穗纹 代表水稻

象征着年丰岁稔，五

谷丰登。弯下腰的稻

穗，代表结满了沉甸

甸的稻米，还代表着

布依族人谦逊有礼、

文质彬彬以及坚强的

意志品格

茨黎

花纹

代表茨黎

花，也有另

一种说法

代表苍蝇

或鱼虾

象征着福寿延年、子

孙繁衍

树纹 代表大树
象征家族的区域防卫

和界限

桂花纹

代表富贵，

“桂 ” 同

“贵”谐音

寓意富贵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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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图腾图案。布依族的蜡染图案纹样，与布依
族原始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著名学

者弗雷泽认为，图腾既是亲属又是祖先。［４］在布依

族的图腾图案中，描绘的不仅仅是布依族人对图腾

的崇拜，还蕴含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祖先

的崇敬。由于布依族多依山傍水而居，以农耕渔业

为生，这使得布依族蜡染图案上除了常见的代表河

流的水涡纹以外，还有很多的鱼纹以及鱼的抽象变

形图案出现。布依族神话传说中，他们把鱼作为一

种图腾。布依族摩经中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安王

与祖王》在开篇追述氏族始源时叙述了这样的故事

情节：盘果在河边看到一条鱼，忍不住称赞她的鳞

非常漂亮，于是这条鱼化作一个俊俏的姑娘，与盘

果结为夫妻，并生下了儿子安王。可见布依族的神

话故事中寄托了对鱼图腾的崇拜与敬意，反映出布

依族人的审美情趣和对大自然的认识；同时，布依

族蜡染图腾图案中还有寓意祈福丰收的铜鼓纹、代

表长寿的寿字纹等，寄托了布依族人对生活的美好

愿想（详见表３）。

表３　图腾图案及其蕴含寓意

纹样名 图案 图案含义 蕴含的寓意

鱼纹
代表生殖

与求子

象征多子多福。在

布依人眼中，鱼是繁

衍子孙的象征，鱼纹

传达出布依族人对原

始生殖崇拜的信息

铜鼓纹 代表太阳

象征 阳 光 与 雨 水。

铜鼓是用来祈福丰收

的打击乐器，极受布

依族人尊重

寿字纹
代表健康

长寿

象征 着 福 寿 安 康，

体现了吉祥如意、健

康长寿的寓意

（二）布依族蜡染图案的文化内涵

贵州布依族蜡染，既是一种艺术现象，也是一

种文化现象。作为艺术，布依族蜡染图案在视觉审

美上体现出清新淡雅、古朴自然、层次丰富的艺术

特色，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作为文化现象，布依族

蜡染图案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历

史文化、古风遗俗、神话传说及民族审美的内容，蕴

含着浓郁的民族意识与文化内涵。尽管如今一些

古老传统的蜡染图案的源头族人们已经不太清楚

了，但他们知道，这些具有丰富内涵与特殊寓意的

符号，蕴含着民族历史的记忆和古老而又深刻的文

化内涵。

１．神奇的无字史书。从古至今，文字一直被人
们用来表情达意和记录事物，已然成为意识化的象

征性符号。为了将先辈的光荣历史和思想信仰传

承给后代，没有文字的布依族祖先便使用一些图案

符号作为语言来使用，逐渐形成了蕴含着民族文

化、民族信仰、古风遗俗、审美文化的布依族传统蜡

染图案。这些图案在布依族妇女服饰上最为常见，

以蜡染布为装饰布置在布依妇女服装的袖臂上。

她们下穿蜡染长裙，蜡染的图案与服饰的布色、精

美刺绣巧妙融合，显得清新雅丽。其作为代替民族

文字缺失的语言符号，成为了“穿在身上的无字史

书”。这一本无声的史书，徐徐述说着这个古老民

族的故事。通过这本“史书”，我们可以窥探到布依

族传奇而又神秘的蜡染文化、民族历史、民俗风

情等。

２．祖先崇拜的物态符号。祖先崇拜是在万物
有灵的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由于那时的人们未能

掌握大自然的现象规律，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灵气，

主张“地灵”而“人杰”、“山深”而“水茂”。他们认

为人是有灵魂的，死亡仅仅只是人体的消失，但灵

魂却是永生的。这种想法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意识

里，以至于在对祖先的追思怀念中，逐渐产生了对

祖先的敬畏和崇拜之情。人们祈求祖先保佑，赐福

子孙。祖先崇拜现象在我国各民族中都有着不同

程度的表现，布依族尤是如此。

祖先崇拜在布依族风俗及文化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如“六月六”祭祖节就是布依族除春节外最为

隆重的节日。而在用于代替语言文字表达的蜡染

图案中，同样表现出祖先崇拜的意识，隐藏着布依

族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如代表土地的圆点纹。布

依族有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作为最早开始种

植水稻的民族，布依族人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

对养育他们的一方之地充满了敬畏之情。他们认

为土地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他们便将代表土地

的圆点（如图１所示，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为作者
拍摄）绘制在服饰当中，祭奠祖先的同时，寄托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愿。再如布依族女子常用来装

饰服饰袖臂的蜡染袖片（如图２），其上所绘的螺旋
纹，是布依族家族关系的信息象征，螺旋图案完整

饱满，代表了早期布依族的民族宗族系谱，反映出

民族的宗系与历史并蕴含着祝福宗族之间生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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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家庭和睦的寓意。总之这些蜡染纹样，都直接

或间接地体现了布依族人对祖先的崇拜之情。

图１　布依族女性服饰上的圆点纹

图２　布依族蜡染袖片上的螺旋纹

３．自然崇拜的本真表达。古时人们难以理解
自然界中很多事物和现象的产生，也不具备改造自

然的能力，久而久之，潜意识中便产生了世间万物

皆有灵气的观念。贵州地处高原，地形复杂而封

闭，常年居住在深山、以农为生的布依族祖先，意识

里不自觉地神话了天象、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对

其逐渐产生了敬畏甚至是恐惧之心，并演变成对这

些无法解释的事物和现象的盲目崇拜。他们深信

是大自然赐予了他们进行农业生产实践的物质条

件，给了他们生存的环境。这种对大自然的依附心

理使之产生自然崇拜，并体现在民族的信仰与崇拜

上，为布依族蜡染的传统图案元素奠定了基础。

布依族的传统蜡染纹样大多表现为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原始人意识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

处于混沌未分时，他们将自然物视为自己民族祖先

或民族象征的幻想反映。”［５］由于对大自然的长期

依附并受制于自然，布依族人在面对着艰苦的生活

环境时，逐渐产生了对美好事物与现象的崇拜意

识，并将其寄托在蜡染图案中演绎成民族的图腾

图案。

作为古越人的后裔，从古至今布依族人都对铜

鼓十分珍重，并将其作为民族图腾来祭祀（如图３、
图４），凸显出布依族人对大自然的崇拜之情。“古
往今来，在使用铜鼓的民族中，铜鼓都被视为具有

超凡灵性的神器。”“贵州镇宁县的布依族每个家

族都藏有一面铜鼓，平时存放于寨老家，而且用黑

布包裹悬于房梁上，重大节日、祭祀丧葬才能使

用。”［６］在布依族人眼中，铜鼓被视为太阳的象征。

由于过去人们未能掌握自然天象的规律，作为稻作

民族的布依族人，极需阳光和雨水润泽，所以人们

便将祈愿寄托在铜鼓上，祈愿在祭祀仪式时能在锣

声鼓声中求得自然神灵的保佑与丰收。其次，由于

鱼产子多，鱼纹在布依族蜡染中频繁出现，表现出

其对生殖的崇拜和对富裕日子的向往；此外，水波

纹、漩涡纹的纹样，也与水崇拜有关。总而言之，布

依族人对自然环境中的河流山川、花草植物、鱼虫

鸟兽等都怀有深厚的情感，他们用特定符号来表达

这种情感，并将其融入本民族的蜡染图案中，意在

祈求自然神灵保佑。这些图案作为原始崇拜意识

的物化形式，寄托了族人对超自然神灵的感激、敬

畏和幻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图３　布依族人祭祀的铜鼓

图４　布依族蜡染服饰上的铜鼓纹

４．趋吉避凶的美好祝愿。吉祥图案是指赋予
了特定内涵、寓意的装饰图案，它饱含着创作者的

美好愿望，有趋吉避凶之意。布依族蜡染图案作为

一种吉祥图案，不仅是远古人们与自然亲密无间、

相互依存的记录，还蕴含着神性意识和趋吉避凶的

寓意。如布依百褶裙上的星辰、田地、村寨、河流、

鱼虾等景物，反映了布依族人对美好生活的纪念和

歌颂；作为民族图腾且使用频繁的鱼纹，代表着族

人祈盼多产多食、祈福求子的美好愿想；作为精神

９１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１２１期）

寄托的龙纹，被人们用来祈求风调雨顺、物阜民丰；

状似狗牙的锯齿纹，饱含着布依族人对狗的感恩与

崇拜之情，并寄予了扫灾驱邪的寓意。

　　三　贵州布依族蜡染图案的视觉审美

蜡染艺术历史悠久，随着时间长河经历了漫长

的发展过程，由于民族文化与地域环境的不同，逐

渐显现出区域差异化的特征。这些各具特色的民

族蜡染图案，不仅反映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

还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感受。从蜡染图

案所表现的视觉审美特征来看，不管是图案造型上

的具象与抽象、幻想与变化，还是构图上所具有的

独特美学形式，都与该民族的文化、信仰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审美特征。

（一）素朴而祥和的色彩呈现

色彩作为图案的装饰元素之一，不同的色彩会

呈现出不同视觉效果和感受，也蕴含着不同的内在

意蕴。色彩可以看作构建服饰的基本符号，特定的

民族服饰更可以借助色彩符号将民族精神和地域

文化生动地呈现出来。不同民族其崇尚的色彩也

各不相同，比如说藏族人偏爱深红之色，彝族人酷

爱深邃的黑色，朝鲜族则崇尚洁白之色，等等。我

国崇尚蜡染的民族大都喜爱红、黄、绿等鲜明亮丽

的色彩，如贵州安顺的苗族蜡染常在蓝白之间点缀

红、黄等鲜亮的植物颜色，使得整个蜡染图案色彩

瑰丽、对比鲜明，形成刺绣般的效果（如图５）。

图５　尚蓝朴素的布依族蜡染

布依族蜡染尽管历史悠久，但他们的蜡染却始

终喜爱单纯朴素的蓝白配色，古朴典雅，别具一格

（如图６）。早在明代（弘治）时期便有了对布依族
服饰的记载，《贵州图经新志》：“仲家皆楼居，好衣

青色。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肩，细褶青裙，多至２０
余幅。腰下系五彩挑秀方幅如绶，仍以青衣布

之。”［７］从文中“青布”“青裙”“青衣”等词的描述，

可以深切感受到布依族人在本民族服饰色彩上对

“青”的情有独钟。

图６　色彩瑰丽的安顺苗族蜡染

在布依族人眼中，“青”与“蓝”为一色，在民族

语言上发音共通为“嘿欧”。布依族蜡染崇尚青、

蓝、白的色彩特征，与布依族生活环境、自然条件与

民族审美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地理条件与

自然环境赐予了布依族人在染色中所必需的蓝草、

东绿树等植物，这种大自然给予的色彩构成了他们

蜡染色彩的基本色调。另一方面，蓝草染制的衣服

耐洗耐磨，不易退色，还兼具消炎止痒的药用价值。

对自然的崇尚与实用价值的考量，加上布依族人民

朴素的生活风格和温婉的民族心理特质，逐渐形成

了这个民族独特的“尚蓝”情结。

布依族的“尚蓝”情结在蜡染布上发挥得淋漓

尽致，其或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色彩古朴淡雅、

庄重大方又简洁清新，给人以视觉上的安抚与放

松。其对比虽强烈又不显突兀，意在追求阴阳调

和，重点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感受。在色彩

心理学研究中，蓝色是天空的颜色，代表着真理和

希望，而白色象征着纯洁与智慧，两色相融则会显

现出柔和、淡雅的气氛，单纯又不单调。蜡染图案

在这蓝白交融之间，色彩形成对比又极富变化，使

得画面产生幽远、清秀、朴素、高雅与宁静祥和之

感，彰显出布依族人独具一格的审美观念以及朴素

的民族心理特质。

（二）粗拙而变幻的造型表达

贵州布依族蜡染图案的风格所表达出的语言

是朴素的。随着漫长岁月发展，历史悠久的布依族

蜡染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蜡染题材，无论是写实还是

抽象，都呈现出简洁清明的特征。他们在图案造型

上追求幻想与真实、抽象与具象穿插并用的表现形

式，常在象形的基础上追求抽象化的表达，整体呈

现出抽象的审美特征；或具有浓厚的抽象意识，使

图案充满了孩童般的天真、质朴与幻想，富有无穷

的艺术魅力，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感受。在造型来源

上，其题材多来自于生活或优美的传说故事，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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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烈的民族气息。布依族蜡染亦如此，造型上取法

自然，却又不是对自然的如实模拟。其在图案的象

形造型上多选用鱼、龙、蛇等动物与花草植物，抓住

形象的主要特征，借以夸张变形，再同高度抽象化

的几何纹样等各种图案巧妙结合，使整个图案呈现

出变化而又和谐、古朴而又典雅的视觉美感。尽管

其线条粗拙随意，但却富有变化，给人丰富、多变、

饱满的感官体验，极具艺术感染力。

（三）均衡而自由的构图形式

布依族传统蜡染图案为平面构图，追求对称平

衡、变化和谐统一是布依族蜡染图案构图形式的主

要特点。布依蜡染图案通常以上下统一、疏密有

致、两边对称均衡为主，其画面虚实相间、变化和

谐。整个图案比例和谐、曲直结合、丰富饱满，常以

二方连续式来排列图形，形成一种动中有静、静中

有动的形式感与节奏感。

１．曲直结合，变化统一。布依族蜡染图案最显
著的特点就是在构图上曲直结合的运用，所有纹样

都摆在一个平面上，不表现出物体的立体感，不受

时间、空间限制。由于曲线具有流动、律动之感，能

给人以视觉上的运动体验，产生出强烈的动感效

果；而直线再穿插于这流动的曲线之中，打破了曲

线跳动的节奏，显得图案整齐律动，避免了单调与

生硬的感觉，呈现出柔和、优美的审美感觉。

布依蜡染服饰中用于装饰袖臂的蜡染布，动感

十足的螺旋纹居中心之位，作为吸引视觉的焦点，

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优美而舒畅的；在布边位置再装

饰以象征道路的平行直线条，两种完全对立的线条

碰撞在一起，所形成的“纤细”与“丰满”的纹样形

态呈现出强弱之分，同样给人们带来运动的视觉效

果，可谓变化中求得统一，极为和谐（见图７）。

图７　蜡染服饰袖臂上的曲直变化

在布依族蜡染纹样上，这些或曲或直的线条，

常常按照二方连续的排列巧妙而大量地重复运用，

呈现出自由奔放的画面效果，极富变化又终归于统

一，体现出布依蜡染图案在构图上强烈的秩序化、

规律性及丰富的韵律美，拓宽了图案艺术表现的

范围。

２．天圆地方，对称均衡。布依族蜡染图案在构
图上十分注重图案的对称与均衡，因此在布局上通

常具有一定的格局规律。古人对天地空间的最初

认识就是“天圆地方”，这种早期空间观念对我国民

族传统思想观念影响深远。在布依族人的传统观

念里，也形成了“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

和传统生命观，因此在布依族的蜡染图案中，方与

圆的构图形式十分常见。由于对自然的热爱与崇

拜敬畏的心理，自古依山傍水而居的布依族人民形

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与“天圆地方”的审美观

念，并最终融汇成了其极具特色的民族审美文化。

在图案布局上，多以方或圆规定着图案的外形

和布局，再进行内部的装饰。画面内容既有主题纹

样，又有辅助纹样装饰，并且十分重视图案整体的

对称平衡（见图８）。确定好主题纹样，将其放置在
画面的中心位置或以连续的方式让其重复出现，使

之成为图案整体的中心图纹。然后，以对称式的线

形分割来规范装饰，以画面的中心点为轴进行不同

的对称分割布局。这种分割式的均衡对称构图，给

人以稳定、严谨、端庄、大方的感受，使之呈现出“沉

稳又不失生动、严谨又不失活泼”的均衡之感。最

后，围绕主图纹编配以其它的式样图纹，大多采用

圆形、锯齿纹、水波纹等抽象造型，并用各类植物纹

样充分填充。因此，这种方圆组合的蜡染构图画面

一般都显得丰满细密，但却繁而不乱、和谐统一，充

分考虑到了人的视觉规律与感受，表现出布依族追

求圆满美好的民族文化心理。

图８　蜡染图案构图的方圆规定

３．疏密有致，富有节奏。从布依族服饰上所装
饰蜡染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图案构图的结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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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几乎都是以横向线条来对图案进行整体的构图

分割。在这样的横向分割构图里，布依族妇女在设

计纹样时有意识地通过对点、线、面的重复、交叉，

以及有规律的聚散、开合，形成疏密有致的画面效

果，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其充满动感与力量，在

视觉上呈现出韵律之美。以布依族女装百褶裙为

例，横向几何线条把整幅裙布图案分割成了几个层

次的框架格局，线条排列疏密有致、上紧下松（见图

９）。再在横向线条所分割出来的空间里，以循环交
叉的纹样装饰对内部进行描绘填充，使得纹样的整

体展现出不同的形态、数量与空间，形成动静相宜、

井然有序的节奏感，产生生动、活泼、自由、运动的

视觉效果，使图案具有强烈的整体魅力。

图９　蜡染裙布的横向分割与疏密排列

　　四　贵州布依族蜡染图案的多维价值

（一）美学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物质

欲望后，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追求精神上美

的体验与感受。由于布依族文字的缺失，其历史除

了在民族古歌中流传之外，大多靠妇女用蜡染的形

式来记录本民族的文化，蜡染图案被赋予了布依族

人的思想情感色彩和审美心理内涵。随着时间的

推移，蜡染也逐渐从原有的实用功能转变为对视觉

审美效果的追求，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美学价值十分突出。由于布依族蜡染图案的抽

象化形式突出，图案和谐又富有变化，有较强的节

奏感和韵律感，因此，一个个特色鲜明的布依族蜡

染图案，充分体现了蜡染图案所具有的图案美学特

征。其所表现出的对称之美、色彩之美、调和之美、

抽象之美，以及具有特殊表现形式的蜡染冰裂纹所

产生的缺陷之美，形成了布依族蜡染文化的艺术

美，给我们以深刻的审美启迪。这些蓝白相间又有

神秘色彩与内涵象征的符号，谱写出珍贵而永恒的

民族文化篇章，彰显出布依族蜡染图案中极为可贵

的美学价值。

（二）文化价值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布依族的蜡染艺术，融合

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可以说，布依族蜡染贯穿着每

个布依人的一生。如今，当我们站在现代文明的层

面去审视这种民族传统艺术时，可以从中看到众多

形式的蜡染图案中蕴含的民族精神、群体意识和传

统的原始意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蜡染图案寄托

了布依族人对远古祖先的缅怀与敬意，其教化功能

不言而喻。布依族的青年们通过对蜡染图案的解

读，可以从中了解到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习

俗。同时，这些精美图案还寄托了布依族妇女的女

性精神与思想，她们在这一方天地里尽情地展示、

挥洒着各自的才华。“她们创造出的一件件精美的

蜡染艺术品，其清新明快的图案、秀丽洒脱的线条、

浓郁粗犷的风味，无一不是在蓝与白之间对所属民

族心路历程的文化诠释。”［８］

布依族蜡染艺术历史悠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意蕴，作为布依族不可或缺的艺术，寄托着布

依族人由古至今的信仰，蕴含着制作者的思想和情

感。从这些蜡染图案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布依族这

个古老民族的崇拜文化、民俗文化与精神文化等等

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与轨迹，发掘出布依族的历史

文化与精神文化，为民族、国家以及世界的精神文

化增添宝贵遗产与财富。

（三）开发利用价值

布依族蜡染图案艺术不仅是布依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只是由

于地域限制及影响力等等原因，不被大众熟知。同

所有民间工艺品一样，贵州布依族的蜡染具有实用

功能与价值的同时，也还具有隐性的开发价值。随

着审美意识的提高，蜡染图案除了装饰日常生活与

本民族服饰的实用功能以外，还可开发利用其装饰

图案，用于装饰现代服装或是单独作为纯艺术欣

赏。布依族蜡染图案所具有的独特造型与元素，于

现代设计和生活都有着有很高的开发价值。

以布依族蜡染在装饰设计应用为基础来进行深

入研究，把蜡染丰富多彩的情感造型、自然色调、制

作材质与各种各样的工艺技巧等作为现代装饰设计

元素利用起来，无疑具有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近

几年的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到蜡染图案元素被带到

了日常的生活和设计当中。例如有着蜡染元素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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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服装设计（见图１０）与背包（见图１１）等，民族风与
现代风格产生碰撞，擦出了不一样的精彩火花。作

为古老的手工蜡染工艺，对于今天而言，在保留民族

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可以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

求。对蜡染潜在功能的利用及对蜡染图案的创新与

发展，不仅可以丰富蜡染艺术的表达方式，也可以丰

富蜡染民族民俗文化的内容和趣味，并增强了其艺

术性。与此同时，还可以延长蜡染艺术寿命，实现对

蜡染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图１０　ＤＫＮＹ２０１４春夏系列

图１１　应用了蜡染纹样的背包

布依族，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蜡染，

是一种神奇的民族艺术。布依族蜡染图案，作为一

部无字史书，记载着布依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而

这些正是布依族人民的生命力，它不仅植根于布依

族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中，更植根于每个布依族人的

内心。这些图案蕴含的内涵与价值，既是布依族人

生生不息的信念与寄托，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精神

瑰宝。

在民族大融合的今天，很多民俗文化面临着逐

渐消失的境地。内涵丰富、蕴含着独特民族风格和

特色的蜡染图案，展现的是属于民族的特殊文化，

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一笔难得的珍贵财富。我们完

全有理由也有义务对贵州布依族蜡染图案艺术进

行深度研究，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我国乃至世界的民

族民俗文化史料，更可以让布依族的蜡染工艺得到

更好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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