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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相关民俗学理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对乡村振兴背景下苗族蜡染技艺发展困境及当下路径进行了

梳理,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建议,以期苗族蜡染技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得到实质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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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手工技艺的瑰宝———苗族蜡染

蜡染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历史久远,
苗、瑶、黎、仡佬等民族的蜡染艺术至今影响着中原各

民族。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地理位置等不同,每个民族

都有其独特的蜡染工艺[1]。苗族蜡染贵为我国古代三

大印花技艺之一,历史悠久。《后汉书》有西南夷“知染

彩纹绣”的记载,说明了西南夷在汉代时就掌握了染、
织、绣等蜡染制作技能。蜡染以适形和象形为主要造

型,以极富民族个性的色彩对自然物进行临摹和抽象,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今天的民族民间艺术奇葩,
其制作过程富含民族特色和民族传统,构图想象丰富,
独树一帜 [2]。苗族蜡染作为苗族最具鲜明特色的文

化之一,源于自然,但又在民族宗教的影响下,造就出

具备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融合共生共存”的样纹。苗

族蜡染的纹样形式各样,因地制宜采用自然界中的花、
鸟、虫、鱼等动植物形象,来描绘图腾意象和神话传说

(包括一些对始祖崇拜的图案)等。人们用生动的图案

语言表现出苗族纹样的独特文化内涵,从这些随意而

又不失特色的图案中体现了苗族人民对大自然的热

爱,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同时也渗

透着苗族人民朴素而崇高的审美追求[3]。与苗族民众

生产生活相关的都可能成为苗族蜡染的制作素材,如
动物有蜘蛛、蝴蝶、鱼、龙蛇等,植物多以树、菊花、竹等

为主,还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太阳纹,多以图式圆形或

者形状圆形为主,而“卍”纹亦为太阳纹的另一种表现。

相关研究表明这些服饰图案不是孤立的艺术现象,而
是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有关民俗心理的反

映,是世代相传的潜藏于民族心底深处的集体意识的

心理追求[4]。
苗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灿烂的苗族

文化,苗族蜡染就是其中的一种。苗族蜡染的图案丰

富多彩,不仅有几何纹样,还有许多自然纹样,这些自

然纹样多数采用了大自然中的花、鸟、鱼、虫、牛等作为

艺术图案的原型。苗族蜡染不仅图案造型优美,还表

现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内涵,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和

自身的审美特点。同时,这些图案纹样的取材与苗族

本民族的图腾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苗族蜡染的

图案表达了苗族人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祖先的崇

拜,充分体现了人与生命相联结的审美追求[5]。由此,
创造出区别于具象图案的抽象艺术,增添了苗族人民

对于自我艺术的认知,并根据综合纹样及其品种的特

性进行布局设计,赋予了蜡染以生命的动力及更具立

体感与艺术性。

2 乡村振兴背景下苗族蜡染技艺发展的困境

2.1 教育方式的进步影响着苗族蜡染技艺的发展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文化差距缩小,学校教育

更是以书本知识为主,不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极力追

求理论化学习。毫无疑问,现代教育方式对于培养人

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以学校

为主体的书本知识理论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介入,苗族

青少年为了未来自我有更好的发展,逐渐脱离了原有

苗族的父子相承、母女相承的家庭教育模式和文化环

境,从而导致传统的实践与经验教育方式“渐行渐远”。
苗族蜡染技艺被当成一种业余爱好进行传授,艰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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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着这门优秀的技艺。

2.2 苗族蜡染图饰图案与现代艺术审美的矛盾碰撞

苗族蜡染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自然经

济,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但环境的封闭,
导致苗族人民思想比较保守,由此苗族蜡染制作出的

图饰及服饰中几何图形缺乏创新。没有专门机构对苗

族蜡染技艺进行传承,加上封闭的环境,没有在蜡染过

程中进行有针对的指导,其图饰及相关图形主要为防

卫及民族内部所用,本身就没有市场,在如此生存空间

下,苗族蜡染技艺制品很难走向产业发展。加之年轻

人外出务工及接受外面教育,眼界的开拓与对时尚的

理解,对固守传统民族精华蜡染失去了兴趣。此外,缺
乏一定高端人才对苗族蜡染技艺有一个从绣法到图饰

的时尚把握和有效革新。

2.3 苗族蜡染技艺手工制作逐渐被机器生产所取代

传统手工蜡染与机器生产有着天然的不对等关

系。相较于手工,机器生产有着生产时间短、生产量

大、款式设计便利与质量相对较优的特点,最主要的是

机器生产实现了物美价廉的目标,即可变化花样、增加

产量以及时应对市场的变化,能短时间实现较为客观

的盈利。反观手工,且不论图饰设计难以与机器生产

比拟,仅在所耗用的原料和精力付出所需支付的费用

就是机器生产的数倍以上,产量自然也无法与机器生

产形成竞争。唯一可以胜于机器生产的就是具有灵动

性和保持唯一性,有着机器生产所无法比拟的情感和

心意。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立足于

生活实用物品注定要被机器生产所吞没。

2.4 苗族蜡染技艺面临失传危机

资金的缺乏,在全面完整了解苗族蜡染的产生、发
展及图饰收集上仍存在一定不足,尚有未进行归档保

存的苗族蜡染资料,整个研究体系仍处于构建完善之

中。在保护过程中没有注重对技艺演示进行必要的视

频和图片拍摄录制,仅以文字作为原始基础,缺乏必要

的动态展示,很难将苗族蜡染技艺精髓表达清楚,使得

整个苗族蜡染文化保护仍停留于表面之上,难以深入

内核,于后人学习、借鉴、参考存在一定的实操难度。
此外,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上,相关部门仍遵循登记收

录原则,没有很好地就文化遗产特性为它们寻得一条

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新之路,使得有些文化遗产正处于

濒亡境地。相应的,缺乏充分妥当的保护手段及相关

资金加持,这项优秀民间技艺正面临着失传的境地。

3 苗族蜡染技艺发展当下路径

3.1 以国家政策引领,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国家于2011年首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

护条例》,2003年元月20日开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以法律及其制度的形式推进少数民族文

化遗产的保护,国家、地区相关部门对民族文化保护的

重视,给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创造了机会和条

件,也使得我们对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了法律依

据。苗族蜡染被列入国家非遗保护项目名录,这足以

说明其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相关部门也利用这些具

有法律效益的政策措施,对苗族蜡染技艺进行保护传

承与发展。随着国家推行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

略,特别是乡村文化振兴,使得民间传统文化的精华保

护得到保障,特别是相关政策及资金,因地制宜对少数

民族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

3.2 利用电子信息网络等新兴产业宣传与发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乡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完

善,加之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一种以网络为主导、智
能手机为武器的新兴经济形式开始在中华大地流行开

来,为人民增收致富提供了一条便捷通道。利用网络

架构形成的电商平台及直播效能,可使销售者和购买

者处于同一维度之中,实现销售者与购买者面对面的

零距离互动,推进商品的快速转运与资金的流转。同

时,借助电商平台及直播的传递效应,足不出户就能将

苗族蜡染产品传播出去,以少数民族的迷人风范赢得

市场青睐,逐步实现苗族蜡染产品的产业化。当然也

能借苗族蜡染宣传,以苗族蜡染为中心,拓展延伸发展

相关产业的路径,打造一种极具风情的“民族网红”艺
术。

3.3 寻求“校—企+”协作,使得苗族蜡染技艺更专业

化并具实践性与操作性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必
须坚持以人为本。传承是对苗族最好的保护,只有实

现了有序传承,才能为苗族蜡染生存找到一条生生不

息的道路。在探索苗族蜡染技艺传承的过程中,形成

了一系列可供借鉴参考的有益做法,其中以 “校—企

+”多方协作共同推进苗族蜡染技艺发展的模式具有

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校—企+”多方协作,既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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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蜡染技艺引入校园并以此教育学生,使得蜡染技

艺的传承得到了切实有力的保障;同时也能通过市场

需求及时对苗族蜡染技艺进行改良优化,产出高质量、
符合大众审美观的产品,扩大苗族蜡染影响力,又能将

苗族蜡染技艺转化为经济资源,实现增收与保护的双

目的。

4 乡村振兴背景下苗族蜡染技艺发展的对策

建议

4.1 结合民族地区实际,进行针对性的引导与开发

着眼长远规划,立足于苗族刺绣的发展所面临的

困境进行综合研判,以问题意识倒逼解决方法的产生,
层层推进深入扩展,利用苗族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利
用好时间这个节点,引导苗族蜡染在新时代下的蜕变。
同时利用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时扶一

把,搭把手,激发出苗族蜡染技艺的内在活力和不竭动

力,改变苗族蜡染技艺停滞不前且缺乏创新的不良发

展现状。苗族蜡染是苗族人民集精神、文化为一体的

主要体现之一。苗族节日众多,政府可借此机会宣传

苗族蜡染文化及主要的技艺,进而使苗族人民更加了

解苗族蜡染文化的重要性,深入了解自己的特殊文化

内涵,让更多人真切感受到苗族蜡染在苗族文化中的

地位及其意义所在,加强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唤起他

们对于这片土地的乡愁所系。同时,利用这些节日,展
示苗族蜡染艺术形式,这样更能直观地去了解,从而推

动苗族地区旅游及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国家推行乡村

振兴背景下如此多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增加苗族人

民收入。政府及相关文化部门还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以

苗族蜡染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相关法律制

度,从法律的角度认可苗族蜡染于苗族生活价值与精

神价值,有意识、有步骤、有目的地推动苗族蜡染技艺

的转型升级,确保苗族蜡染得以生态健康地发展。根

据地区实际情况,在苗族蜡染的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创

新发展过程中提供法律保障,确保苗族蜡染创新知识

产权不受他人侵犯,维护好创新发展过程中的竞争环

境,从根本上保障苗族蜡染得到长足有效的改良与提

升。

4.2 “活态”创新传承,树立品牌,推动生产特色化

品牌效应在当代社会竞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

的,做好民族品牌的打造工作,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

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6]。在苗族蜡染制作过程

中,要坚守自己的特色,同时,根据大众审美观进行制

作,从而生产出高质量产品。树立品牌,依托品牌效

应,将苗族蜡染特色特点全方位激发出来,避免身陷民

族产品同质化的泥潭中。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情况,
针对不同人群有的放矢地对产品进行设计,全力打造

以“高端艺术欣赏品”、“中端艺术品”及“普通日用品”3
种产品,保持苗族蜡染品牌的效益。坚持手工技艺为

先,将心意融入到苗族蜡染的图饰与设计中,做到手工

制作与机器生产的产品明显不同,以获得购物者对苗

族蜡染产品的认同,既保住苗族自身色彩,又有利于树

立品牌。

4.3 以人为本,确保蜡染技艺专业化且不失本色

坚持以人为本,确保苗族蜡染技艺传承教育。努

力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确保苗族蜡染技艺专业

化、系统化、规范化,积极发展以“校—企—技艺传承

人”三方协作的教育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从传统苗族

蜡染技艺基础的学习,以创新蜡染图饰和改良针法为

要点,使学生不仅在职业教育系统培训中可以掌握一

技之长,而且能通过学习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学有所

长、学有所精、学有所用的目的,为苗族蜡染技艺的保

护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发展后盾,确保苗族蜡

染技艺深入校园。同时,在专业的教育与指导下,让学

生掌握好苗族蜡染技艺,并运用到实践中,制作出高质

量、符合大众审美而不失本色的产品,从而得到市场的

认可,借以促进苗族蜡染技艺的科学发展。

4.4 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理念

苗族蜡染技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不应着眼于眼

前的利益,要立足于苗族蜡染的“根”,生态地回归到保

护传承之上,以活态保护的姿态看待苗族蜡染技艺的

动态创新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将苗族蜡染文化生生不

息地传承发扬下去,才能保护好这一民族文化精华。
但是,时代在进步,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

的动态,与时俱进地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精华,并在现

代化进程中找出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出路。同时,在
完全掌握苗族蜡染技艺后,要努力在创新上多下功夫,
使得苗族蜡染既“标准化”又“特色化”。坚持以市场为

中心,把握好市场风向,在保持好苗族蜡染特色的同

时,加以技术的改良与纹样的改进,结合苗族地区地域

特色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动植物等素材,以灵动的

染技来触动外者的视觉感应,从而构筑匠心别具的苗

族神韵。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发展理念,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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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让苗族人民看到其文化价值,要留住苗族蜡染的

根。在发展的同时,更要密切做好保护工作,只有从苗

族蜡染的传统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养分,才能明确推动

苗族蜡染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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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DilemmaandPathofMiao
BatikArtundertheBackgroundofRuralRevitalization

SHIZi-jian,CHENWei-ling
(CollegeofArts,NanningNormalUniversity,Nanning530001,China)

  Abstract:Basedonrelevantfolkloretheoriesand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olicies,thedevelopmentdifficultiesandpathsofMi-

aobatiktechnologywerecombedunderthebackgroundofruralrevitalization.Correspondingfeasibl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

tionswereputforward,inordertoensurethesubstantiveprotection,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Miaobatiktechnologyunderthe

backgroundofrural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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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DesignandApplicationofMongolian
EmbroideryPatternsinClothing

HANBing,YANYi-nong*,CAOYing-ying,ZHOUYing
(CollegeofLightIndustryandTextiles,InnerMongoliaUniversityofTechnology,Hohhot010000,China)

  Abstract:TakingMongolianembroiderypatternsastheresearchobject,itshistoryculture,shapestructure,patternimplication

andcolorcompositionwereanalyzed.UniqueMongolianembroiderypatternswererefinedforinnovation.Integratingmodernfashion

clothingconcept,theclothingwiththecharacteristicsofnationalelementsweredesigned.Itprovidedanewideafortheinnovativeap-

plicationofMongolianembroidery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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