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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洞苗族破线绣盛装概述

1.1 破线绣盛装在施洞苗族中的地位

在施洞镇,苗族破线绣有“放大镜下的艺术”之称,
破线绣盛装有“穿在身上的史书”之称。施洞苗族没有

属于自己的文字,因此除了语言交流,刺绣就成为他们

记载历史和表达情感的一个重要途径。绣片中常以

“苗族古歌”中的传奇故事及苗族的历史变迁为创作主

题,传递着苗族的文化信仰、民族历史等信息。
至今,施洞苗民们在许多传统节日都会穿着破线

绣盛装出现,如姊妹节、鼓藏节、独木龙舟节、苗年节等

重大节日。平日里部分年纪较大的妇女仍然喜欢穿着

破线绣服装,他们认为破线绣是民族的智慧结晶,是民

族的文化根基,是作为民族文化礼仪的标识。

1.2 民族地域性对破线绣盛装的影响

由于地域的不同,各民族的生活环境与习惯皆不

相同,各民族支系的服饰与图案色彩也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因此施洞苗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民族文化。台

江县施洞镇的苗族人沿清水江而居,水系发达,适合水

路运输,与外界交流密切,有的妇女会在已掌握的绣艺

技法上,融入外来文化的新意,创造新的纹样。绣片主

题纹饰多变,这与当地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及民俗习惯

有关,传递着苗族人民的情感与愿望。破线绣的色彩

搭配巧妙、大胆,以橘红或蓝色为主色调,搭配着褐色、
桃红、金黄、浅紫、果绿等色彩,绣片的底布为深色,与
刺绣纹饰色彩对比强烈,富有民族特色。

2 施洞苗族盛装的刺绣技艺

2.1 破线绣在施洞苗族盛装中的应用

施洞苗族的“破线绣盛装”主要使用了刺绣工艺和

织锦工艺,其因大量使用了刺绣工艺中的破线绣工艺

而得名。制作一套盛装耗时耗力,用到的刺绣技法至

少有9种,主要使用破线绣工艺,其次使用绉绣、辫绣、
锁绣、打籽绣、堆绣、平绣等刺绣工艺。堆绣主要使用

在右门襟的下面部分和后领窝处,肩部、袖笼、领口及

领边的绣片由大量破线绣和少量其他绣法组成,围腰

的两边一般采用的是平绣绣法。织锦工艺就是将染好

颜色的经线、纬线编织成带有花纹的织物,主要使用在

服装的门襟、袖笼及围腰的中间部位(图1)。
施洞苗族女子破线绣盛装的上衣为直领、宽袖、开

襟式,左右对称,左襟在上,右襟在下,左右腰间各有织

锦带,便于绑带固定。在施洞,所有的苗族女子上衣款

式几乎一致,领边、领口、袖部及肩部皆有破线绣纹饰;
但其下装穿着明显不同,年轻女子下装喜穿百褶裙,年
长者下装喜穿长裤,前后围织锦围腰。

2.2 刺绣技法

苗族服饰中的辫绣、绉绣、破线绣、堆绣等刺绣技

法在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具有不可替代性。台

江县施洞苗族尤为偏爱破线绣,独具一格的施洞“破线

绣”一针一线都呈现出细腻的效果,华美精湛,可与我

国四大名绣相媲美,且同入《辞海》。破线绣制作技艺

古朴,对其细节要求甚高,先剪纸、再分丝,即将一根丝

线拆分成6~12丝,最后运线,为避免绣面松散,还需

手工艺者巧妙增加断面,缩短走针(表1)。以整体有厚

度感、针脚整齐、表面平滑光亮、锁边整齐圆润、图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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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好、纹样内涵丰富为此中佳品。

织锦部分
刺绣部分

图1 苗族盛装的一般绣法

表1 破线绣的主要制作工序

制作工序 图 示 工艺流程

绣花布的
粘合

破线绣的绣花布既要有一定的硬
度能保持绣面平整,又不宜过厚
过硬影响针线的穿插,把底布按
面布的大小裁剪后用浆糊或皂角
浆将其粘在面布的背面。为了防
止布边滑线,可用针线在布片周
围加固一圈,绣好后拆掉即可。

固定剪纸
图样

将剪纸图样的背面涂上皂角浆,
设定好图案在绣布的位置,将剪
纸图样平整贴上去,待干后便可
以开始进行刺绣。如果贴的不太
稳,可用针线再加固。

丝线的破线、
刮浆、垂直

将丝线捻开,分成6~12股。将
分好的丝线穿上针后在底部打
结,穿过已经泡发的皂角浆的塑
料袋,在尾端时稍停,针线向上轻
提,让已经刮有皂角浆的丝线拉
直,晾干。

破线绣的
刺绣过程

第一针从底部背面插入,沿剪纸
图样的边缘进行上下往返绕线运
针带线,将剪纸包裹在其中,排线
细密工整。

3 施洞苗族破线绣盛装纹饰的内在意涵

施洞苗族破线绣盛装里的纹饰不以写实为主,也
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旧。它是将具象事物抽象化、夸张

化及变型处理,各种形象相互渗透,依托于民族情结重

新营造出许多符合他们审美意识的复杂形象,包括狮

身龙、人头蝶身、人头鱼身、龙头牛身等。
破线绣盛装纹饰主要由自然纹饰和人兽纹饰两大

类组成,几何纹饰很少出现。自然纹饰主要以各种花

草植物纹样为主,包括野菊、鸡冠花、麦穗等;人兽纹饰

则包括蝴蝶纹、人形纹、鱼纹、龙纹、鸟纹等。但破线绣

的绣面通常不以单独的图案为主,而是以构建完整的

故事为主。在破线绣盛装中,施洞苗民们根据苗族先

祖们的迁徙历史以及《苗族古歌》里的传奇故事将自然

纹饰与人兽纹饰很自然地组合成一幅完整画面,如《开
天辟地》、《溯河西迁》和《枫香树种》等(图2)。

图2 神话故事绣片

3.1 蝴蝶纹

蝴蝶纹起源于《苗族古歌》里的祭祖歌《妹榜妹

留》,在鼔藏节传唱,苗语中“妹”指“母亲”,“榜”指“蝴
蝶”,描述了最初由枫树树心化成蝴蝶,蝴蝶与水上泡

沫恋爱,生下十二个蛋,孵出了雷、神、牛和姜央等,因
此苗民们认为蝴蝶是人类、兽类和神类的共同母亲,将
蝴蝶称之为“蝴蝶妈妈”。

3.2 人形纹

《苗族古歌》中说,姜央兄妹完成了人类的再造,使
世间重新有了人类,因此苗族视其为人类祖先,对其十

分赞美和崇拜,认为人类有勇气和能力战胜自然界,由
此产生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在破线绣盛装中施

洞苗族常常将夸张、生动、形态各异的人形纹作为刺绣

故事中的主角,主要有人骑鸟、骑水牯、人骑龙等纹饰,
体现了苗族祖先的无所畏惧、奋勇当先的气概和生活

意趣。

3.3 鱼纹

施洞镇地处清水江畔,苗民长期与鱼打交道。姊

妹节时,捉鱼游戏也是必备节目之一,他们认为鱼产卵

多,是多产的象征,因此苗族人民以鱼的生育特征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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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来暗喻创造生命的女性,表达祈福繁衍、人丁兴旺的

渴求。将鱼纹融入破线绣盛装中,祈求世代繁衍、家族

兴旺发达及民族欣欣向荣。

3.4 龙纹

苗龙与汉龙有较大的差异,汉龙构图严谨、有权利

的象征;而苗龙的形象经常被抽象化,造型富于变化,
且基本不单独出现,往往四周搭配着人物、云鸟、蝴蝶、
花草等。常见的苗族龙纹形象有牛头龙、狮身龙、鱼尾

龙等。变化多端、艺术形态各异的龙纹被苗族人民认

为是具有神性的,有着保佑和祈福的寓意。

3.5 鸟纹

施洞苗族破线绣盛装中的鸟纹常以姬宇鸟的形象

出现,“苗族古歌”中描述,“蝴蝶妈妈”生下12枚蛋,却
不会孵化这些蛋,而世界万物自然是由姬宇鸟帮忙孵

化才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们认为,人与鸟是有血亲关

系的,并把姬宇鸟作为氏族始祖看待,表达着对先祖的

高度赞美与崇拜。

4 破线绣盛装纹饰的时尚化应用

鲁迅先生曾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新时

代必然是多元文化并存,基于民族文化发展也成为当

代的时尚趋势。这种趋势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体现得尤

为明显。
如今,不少设计师在高级定制服装中使用苗族破

线绣盛装中的元素,创造出既传统又时尚的现代服饰。

2017年“花木深”品牌与苗绣州级传承人合作,带来了

一场精妙绝伦的视觉盛宴。推出苗绣高级定制系列,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破线绣盛装的纹饰元素,将苗绣美

学价值落地。2018年,中国贵州时装设计师张寒将贵

州苗族传承千年的刺绣技艺与现代流行服饰完美融

合,在纽约时装周的舞台上铸就永恒的经典。参与纽

约时装周的设计作品《蜕变》以中国红为主,融入苗族

破线绣的精髓纹饰形成不可替代的品牌标识,其灵感

来自苗族绣娘指尖的灵性及经典中国红的魅力,来自

飞出山外的蝴蝶妈妈的故事(图3)。

5 结语

施洞苗族破线绣盛装纹饰是神秘的,也是永恒的,
无论是纹饰设计还是工艺技法都凝聚了本民族的历史

与文化。目前,苗族破线绣盛装逐渐被消费者所熟知,
开发和应用水平也在不断完善,但依旧存在更广阔的

“花木深”       《蜕变》

图3 “花木深”与《蜕变》作品

发展空间。在走访贵州施洞地区发现,大多数村落里

的绣娘创作的绣片还是着重服务于穿本民族服饰的人

们,抑或是前来体验苗族风情的外地游客。只有极少

数公司的设计师能够用现代手法将苗族传统纹饰运用

于现代服装,且能受到大众喜爱。因此,设计师应深层

次地去挖掘传统文化的内在意涵,再与多种当代设计

语言相结合,使它既具有民族象征性,又满足现代社会

多元化的时尚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 张春娥,杨 坚,曾 磊.贵州省台江县苗族破线绣文化探

究[J].丝绸,2016,53(10):70-76.
[2] 陈志锋.浅谈传统苗族织绣纹样[J].山东纺织经济,2014,1

(3):43-44.
[3] 李 彦.台江县苗族刺绣文化探析[D].贵阳:贵州民族大

学,2012.
[4] 姚禹伯.苗绣图案纹样寓意与文化传承[J].科教文汇,

2012,(1):203-204.
[5] 阿 么.苗绣简析[J].装饰,2003,(9):45-46.
[6] 韩会庆,郜 凯.论贵州苗绣的开发和利用[J].贵州教育学

院学报,2009,25(1):58-60.
[7] 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8] 鸟丸知子.一针一线[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
[9] 陈 哲.中国传统纹饰在现代装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芜湖:安徽工程大学,2010.
[10]申卉芪.论苗族传统服饰图案的现代应用[D].北京:中央

民族大学,2005.

(下转第64页)

·94·     2020年第3期             服装服饰




3 结语

将西服流水线中的智能吊挂系统合理、有效地进

行利用,提高生产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优化的手段和

方法也比较多,可以根据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流

水线方案的优化编排。通过对企业西服流水线上人员

的调配、流水线生产节拍的合理优化,使流水线的平衡

率得到了提高,缩短了上手落手的瓶颈时间,缩短了前

后工序之间等待的时间,缩短了产品完成后检验质量

和瑕疵品返修周转的时间,各项生产工序之间能够灵

活地变换,生产时间一定程度有效地减少浪费。配备

智能吊挂系统的流水线生产使生产状况即时有效地显

示,让生产管理者可以更好地控制生产平衡;同时,通
过将缝制工序编排优化、调整设备位置、优化作业环

境,减轻了员工的疲惫。有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从而

提升企业的综合效益。
然而,研究可知,智能吊挂系统下的西服流水线方

案编排与优化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受诸多实际情况

所限,做优化方案时,必须切合企业的实际生产条件为

之。因地制宜的方案,才是最为合理的,也才是最有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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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currentproductionstatusandproblemsofsuits,theproductionarrangementofthehangingsysteminthe

suitproductionlinewasanalyzedandexplored.Thesolutionsofoptimizingtheproductionlinewereputforward,soastoimprovethe

balancerateoftheassemblylineandimprovetheproductionefficiency.Thiswouldlayafoundationforfurtherexploringtheproduc-

tionmodeofdiversifiedproductsandproductionformsingarment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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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thedatacollectionmethod,on-the-spotinvestigationmethodandcaseanalysis,theapplicationlaw,production

processandinnermeaningofsplitlinestitchinShidongMiaocostumesweresummarized.Thepracticalvalueofintegratingcontempo-

rarymultipledesignlanguagesintotraditionalculturewasdiscussed.ItwasofpositivesignificancetorealizetheintegrationofChinese

traditionalcultureandthediversifiedneedsofmodern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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