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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体会到蜡染、扎染艺术中感染人心的力量。研究虽然尚浅，但却迫切

希望将所学知识归纳整理，形成较为完整的成果，这不光有助于今后的学

习研究，对自身也是一种巩固提高，以期将来达到更高的研究水平，更为

重要的是，也为中国民间传统染织工艺的保护与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

之力。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的非常时期，民间传统工艺如何更好地发

展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都有义务去关心的问题。蜡染、扎染作为民间

传统染织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必去担忧、感伤它们的现状，而

是应以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在科技大潮汹涌激荡的信息时代里，这两种古

老的民间染织工艺一定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共同成长，这需要我们艺术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使这古老的染缬艺术之花绽放得更加摇曳生姿、绚丽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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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溯源历史  灵动神韵

从秦时明月下走来

曾与帝王的唐巾媲美

好像是盘古手持蜡刀

开天天也幽蓝地也幽蓝

天地劈开处结满了白色的果实

原始的歌谣唱起来了

深蓝深蓝的空气中

恍若有女子徘徊

如雪的背影神秘

终于

从布依族、苗族的衣裙上走下来

目光所及

漫天是相思鸟的翅膀

( 伊蕾著 《叛逆的手》北方文艺出版社，1990 年 10 月 )

这首优美的诗歌赞颂的就是享有“东方第一染”美誉的蜡染，也是中

国最古老的传统手工艺之一。作为一门流传在中国民间古老的艺术，蜡染

充分展现了东方文化的神韵。蜡染艺术源于生活，出于民用，有着源远流

长的历史，可以说蜡染文化是原始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统一，是

中华民族文化魅力的浓缩，投射出飘逸、浪漫、古朴的风尚。正如有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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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蜡染的专家所说：“蜡染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形

式之美，更在于隐现于纹样之中的朴实的生活情感和无

声的诗意，它承载着劳动人民的情与爱，喜与悲，是普

通大众对岁月的无声诉说”。中国民间传统蜡染有着古朴、

自然、粗犷的艺术感染力，传统抽象的图案纹样和特有

的蓝白相间的色调，特别是变化万千、韵味无穷的冰纹，

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和原生态民族的特点。蜡染艺术是写

实与写意的结合，具象与抽象的结合，真实与虚幻的结合，

伴随着民族的智慧与精神驰骋飞扬，无所羁绊。不管你

是否曾亲眼目睹过其风采，都让我们走近蜡染，感受它

律动千年的心跳。

一、概说蜡染

蜡染古称“蜡缬”，“缬”的意思是染彩，它与“绞缬”（扎

染）、“夹缬”（镂空印花）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三

大防染工艺。在历史文献中有关蜡染的记载不多，到了

宋代的文献中才对蜡染有明确的说法。如南宋周去非的

《岭外代答》说：“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

而灌蜡于镂中，而后乃积布、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

则煮布以去蜡，故能制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后来的《贵

州通志》则记载：“用蜡绘于布面染之，既去蜡，则花

纹如绘。”可见蜡染已由以蜡灌刻板印发展到直接用蜡

在布上描绘了。这项古老的技艺曾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

传，并且传播到亚洲各国，但随着中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新兴工业日益替代了纯手工操作，蜡染工艺在许多地方

相继失传，走向消亡。然而在地处我国边远山区的贵州、

云南等地却坚韧地流传了下来，一则那里交通闭塞，文

化交流迟缓，二则可用于蜡染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苗族、

布依族、仡佬族等许多民族世代生活在那儿的崇山峻岭

《贵州通志》
清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1697年）刻本。三十七卷，
共二十册。清卫既齐主修，
吴中蕃、李祺等撰，阎兴
邦补修。内容分星野，建
置沿革，疆域附形胜，大
事记，风俗附气候，城池
附邮传，兵防，户口，田
赋，物产，职官，公署，
学校附贡院，书院，义学，
乐仪，选举，名宦，人物，
孝义，勇烈，烈女，丘墓，
艺文，杂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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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封闭自给的山区，蜡染技艺就在各族劳动妇

女中心口相传，并且长盛不衰。

在这片土地上，蜡染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染织技艺，而是同各族人民

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的一种民族文化艺术。人们在歌中唱诵它，在故事

中描绘它，姑娘们借它显示自己的聪明灵巧，老人们以它衬托各种礼仪的

隆重，连苗家小伙子选择对象时，都要看看姑娘蜡染制作的技艺水平如何。

每逢喜庆的日子，苗、仡佬、土、彝等族的姑娘们，用多彩蜡染装饰衣、被、

头帕以及日用品，配上清韵悦耳的银饰，随着芦笙起伏的节奏翩翩起舞，

如彩蝶穿梭于花海，似映山红怒放于村寨。如此动人的场景即使未能身临

其境，只在脑海的想象中也能被那热烈、奔放的场面所陶醉（见图 1）。

图 1 苗族妇女身穿蜡染

服饰起舞（图片出自《中华

绝活手艺》，谭竹著）

关于蜡染的来源在我国民间流传着很多美丽的故事，人们用自己的想

象描述着蜡染的来历，其中一个苗族的传说是这样讲的：

有一个聪明美丽的苗族姑娘总觉得自己的衣服颜色太单调，她希望能

在裙子上染出各种各样的花卉图案，可是每件都手工去画太伤神了，但她

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终日为此闷闷不乐。有一日，姑娘又在花园中

对着娇艳欲滴的鲜花思考，逐渐在沉思中昏昏入睡。睡梦中一个衣着漂亮

的花仙子把她带到了一个神奇的百花园中，园里长满了无数的奇花异草，

异香扑鼻，她在花园中流连忘返，连蜜蜂爬满了她的衣裙也浑然不知。也

不知过了多久，姑娘终于从梦中醒来，她低头一看，花园中的蜜蜂在自己

的衣裙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蜜汁和蜂蜡，很不好看。她只好把衣裙拿到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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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着靛蓝的染桶中去，想重新把衣裙染一次，试图覆盖掉蜡迹。染完之后，

又拿到沸水中去漂洗浮色。当姑娘从沸水中取出衣裙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深蓝色的衣裙上被蜂蜡沾过的地方出现了美丽的白花！刚才还是斑斑点点

的难看的衣裙竟然变出了美妙的图案！聪明的姑娘立即有了主意，她找来

蜂蜡，加热熬化后用树枝蘸着在白布上画出好看的图案，然后放到靛蓝染

液中去染色，最后用沸水熔掉蜂蜡，布面上就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绚丽的白

花。姑娘激动的和自己的姐妹们分享，从此蜡染技术就在苗族及与之杂居

的布依、瑶族等兄弟民族之间流传开来了。

这个美丽的故事当然不是蜡染的确切起源，但却可以看出蜡染这项技

艺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地位，他们纪念它，歌颂它，世世代代传承它，是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寄托。

初听到蜡染这个词时，我们一般会通俗的理解成为“用蜡来染”的意

思，而实际上，蜡染确切地说应该叫“蜡防染”，就是说用蜡防止布料染

上色。当我们染一件衣服之前，一定要把原来有油污的地方洗干净，在染

的过程中，还要防止染色不匀，或染不上色，会使衣服上面深一块浅一块，

十分难看。然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却通过研究这些染色失败的教训，化腐

朽而神奇，创造出了独特的印染花纹的技术——蜡防染。这古老的技术能

染出深底浅花或白花的图案纹样，非常的古朴自然且具有独到的艺术感染

力，是当时其他印染方法所不能代替的，现代印染生产中采用的防染印花

法，实际上也是遵循着蜡染技术的基本原理。

传统蜡染的制作方法是大致是用三四寸长的铜片制成的蜡刀，蘸上熔

化的蜂蜡，在白布上画出各种图案；待蜡凝固后，将蜡画坯布浸入靛蓝缸

内染色；经过多次漂染，无蜡处染成蓝色，涂蜡的部分不着色呈白色；再

用沸水煮去蜡质，布上就显现出蓝白分明的花纹图案和丝丝淼淼的冰纹。

其中冰纹的形成，是坯布在不断翻转浸染中，蜡迹破裂，染液随着裂缝浸

透在白布上所留下的人工难以摹绘的天然花纹，或疏或密，或直或曲，自

然流畅，无一雷同，别有一番韵味（见图2）。同样图案的蜡画布料浸染之后，

冰纹也绝不相同，韵味更是大相径庭，显示出不可捉摸的美感。也曾有许

多外国商人用机印仿制蜡染，但却仿制不出千变万化的冰纹，缺少了灵魂

也就不能称其为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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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艺术作品的视觉效果古朴典

雅又流动着绝妙的冰纹，这灵动的神

韵真是用再华丽的语言也无法确切描

述。它的纹样清雅脱俗，静谧优雅，

多以几何纹样和自然纹样组成。几何

纹样的蜡染，巧妙地运用点线的配合、

对比，粗细疏密的变化，产生出节奏

感和韵律感，看上去雄浑粗犷，颇有

质感。常见的有三角纹、方格纹、菱

形纹、曲线纹、水波纹等，每种纹饰

不断地有规律重复出现，带给人连续

的视觉冲击，大气磅礴，一气呵成（见

图 3）。

而自然纹样多取材于自然界中的

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日月星辰或是

传说中的神灵与祥瑞动物，每一种纹

图 2 蜡染被面 (图片出自《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

图 3 蜡染背扇卷草纹几何纹（图片出

自《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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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都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并伴随着丰富的传说。自然纹样的特点是大胆的

夸张变形。比如把花瓣画成鱼形，把鸟的翅膀画成蝴蝶的翅膀，鸟的头上

生花、爪下带鱼，别具一番情趣。有些纹饰则似花非花，似鱼非鱼，似鸟

非鸟，介乎神似与形似之间，妙趣横生。特别是在动植物突出的特征部分，

采取极度的浪漫主义手法，大力夸张变形。比如在鱼尾上绽开着美丽的鲜

花，在鸟的羽翼上生长着硕大的果实等，这本来失真的画面却让人浮想联

翩，描绘的是一幅奇幻的景象，真是妙不可言（见图 4）。

图 4 苗族蜡染背带——鱼纹、

花卉纹（图片出自《蜡染艺术设计

教程》，贾京生编著）

二、历史渊源

蜡染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代，“缬”是印染的统称，

其中包括“蜡缬”。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蜡染至少可以上溯至秦汉以前。

据秦汉时期的古籍记载，生活在荆楚地区的苗、瑶族先民，已经熟练地掌

握了蜡可以防染的特点，利用蜂蜡和虫蜡作为防染的原料，再用蜡刀蘸熔

蜡绘图案于布后以蓝靛浸染，染好后再去除蜡迹，这时布面就会呈现出蓝

底白花的多种图案。当时蜡染的技术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已经比较流行

了。据《后汉书》《搜神记》等记载，汉时期，被称为 “五陵蛮”的苗

族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裳斑斓”。

可见当时的苗族纺织、蜡染水平已经相当成熟。到了西晋，已可染出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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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色彩的蜡染产品。1959 年，在新疆民丰东汉墓发现汉代“蓝白蜡染布”

两片，其中一片是圆圈、圆点几何纹样组成花边，大面积地铺满平行交叉

线构成的三角格子纹；一片系小方块纹，下端还有一半人体像。这两份珍

贵的蜡染实物史料反映出汉代的蜡染工艺已达到相当精巧的程度。

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的蜡染技艺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自汉唐以来，

整个世界文化经济空前繁荣，享誉中外的丝绸之路形成了中外文化与纺织

产品的大交流，中国纺织品不断地输出，也把国外的精华带进了国内。沟

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也都相继开辟，在国内突破了

南北交通的天然屏障，形成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自晋室南迁到宋室南渡

的 700 余年间，中国历史上完成了三次巨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南下大转移，

缩小了原来南北在经济文化、技术的等各方面的差别。这些客观的时代背

景因素给蜡染技艺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蜡染在这一时期从西南偏远地区

走入了中原大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在主题纹样、艺术形式、时代

风格及染料使用、染色工艺等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面貌。纹样上出现了大量

花鸟、树石、人物和走兽的新鲜主题，既写实又富有情趣，新鲜活泼而华

丽优美。这也是盛唐时期经济上空前繁荣所反映的精神面貌。

当时的蜡染制品在生活中的应用十分盛行，既有服饰蜡染品，也有欣

赏性的蜡染屏风，还有帐幔用品；既有中原地区生产的蜡染，也有贵州少

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蜡染贡品。据史料记载，唐代装饰用蜡缬屏风非常有

名，当时曾作为礼品输送到国外。日本奈良正仓院现在就藏有不少精美的

唐代蜡染屏风，其中一件羊树蜡缬屏风（见图5），屏面近景是一只大吉羊，

不远处是一株大树，树叶繁茂，树干上还爬着两只小猴正在嬉戏，大树下

羊蹄下散布着一簇簇的草丛。从纹样上看，都是用刻制的版型蜡防染而制

成。还有一件象树蜡缬屏风（见图 6），画面上部是一株大树，一只小猴

栖息在树干间，树冠茂盛如华盖，画面中部是一只大象，下部有一段树干，

干上抽出新枝，长出新叶。虽然整个屏风织物因年代久远，已有不同程度

的褪色，但依旧耀眼动人。这两件造型精美工艺精湛的蜡染作品，层次分

明、色彩典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是隋唐时期蜡染作品的杰出代表，

当时蜡染工艺的高超水平也可从中窥见一斑。隋唐蜡染艺术的繁荣，也为

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厚而珍贵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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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工艺到了宋朝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时期。主要是有新的印染工艺的

冲击，社会环境、材料等都对蜡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工匠们将蜡染

工艺与夹染工艺相融合，形成独具特点的“瑶斑布”，后来又受蜡染工艺

图 5 羊树蜡缬屏风 (图片出自

《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

图 6 象树蜡缬屏风 (图片出自

《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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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发产生了新工艺——灰缬与蓝印花布。新的印染工艺不断冲击宋时的

中原汉族地区，而且由于中原产蜡少，采蜡者又冒极大的风险，所以后来

以豆浆、石灰做成的浆料逐渐代替蜂蜡。浆料防染工艺的出现，为天然蜂

蜡较缺乏地区寻找到廉价易得的材料，以纸板刻花，在镂空处刮防染浆代

替手工画蜡，整个工艺由更方便的蓝印花布技术所取代。而且由于蜡染只

适于低温染色，色调单一，入染周期长，这也是逐渐被新兴的印花技术所

取代的主要原因，最终中原蜡染工艺消亡在历史的进程中。而且在宋朝初

年，蜡染也遭遇了和它的姊妹扎染一样的历史命运，被统治者颁布禁令，

明确禁止使用。朝廷提倡快捷、色彩丰富的印花技术，这种情况下，传统

防染技术受到很大的冲击。宋代后期虽有所缓解，但蜡染技术已元气大伤。

导致蜡染工艺及产品在中原地区逐渐淡化，并随着民族的迁徙而转移到边

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促使蜡染的使用更趋于平民化和少数民族化（见图7)。

图7 鹭鸟纹蜡染褶裙（宋）贵州省博物馆藏(图片出自《蜡染艺术设计教程》，

贾京生编著 )

在中国的西南、中南地区的苗族、瑶族、布依族等居住区，由于地理

自然环境的封闭，用于蜡染的材料也很容易获取。蜡材可通过自家养的蜂

群生产，靛蓝可以自己种植后提炼，而且传统的蜡画技术带有很鲜明的民

族特色也非常符合当地人民的审美观念，蜡染工艺就在此处得以长久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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