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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丛书探讨了苗族和侗族的服饰工艺文化，之所以选择这一系列研究主题，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苗族和侗族都是极富艺术才华的民族，拥有独特的颖悟力和杰出的创造力，她们的刺绣、蜡染
、织锦都堪称中国南方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珍品，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天赋。
更为难得的是，当众多的民族文化濒于消失的今天，在一些苗侗民族的村寨中，这种完美的民族文化
艺术仍在世代相传，勤劳的苗族和侗族妇女以她们的文化自觉，创造出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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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探讨了苗族和侗族的服饰工艺文化，之所以选择这一系列研究主题，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苗
族和侗族都是极富艺术才华的民族，拥有独特的颖悟力和杰出的创造力，她们的刺绣、蜡染、织锦都
堪称中国南方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珍品，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天赋。
更为难得的是，当众多的民族文化濒于消失的今天，在一些苗侗民族的村寨中，这种完美的民族文化
艺术仍在世代相传，勤劳的苗族和侗族妇女以她们的文化自觉，创造出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第二，苗族和侗族都是南方民族中很有代表性的民族，拥有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化。
在富饶的洞庭湖和鄱阳湖畔，苗族先民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个久远的记忆一直影响到如今已
迁往贵州高原十几个世纪的苗族人，使其在高原的生活环境中处处有所依照。
侗族多居于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通道、黎平、三江和融水一带，是这里的原住居民和主要开拓者。
十里侗寨，百里侗乡，村村都是沿江而建，寨寨都有溪流穿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令其水稻文化
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中迅速发展。
对于苗族和侗族精美的蜡染和织绣艺术，唯一的解释是她们对织绣染艺术的感悟得之于当年高度发达
的农业文明。
或许可以说，苗族和侗族服饰艺术的精美与繁荣，已非其它民族可以比肩。
第三，作为苗族和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苗侗服饰工艺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对族群起源
的思考和深厚的祖先崇拜情结。
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曾对生命起源进行思考，但苗侗民族对天地万物的形成以及人的起源都有着自己独
到的认知，并鲜明的体现在各自的服饰工艺文化上。
如三江侗族的织绣纹饰中神圣的混沌花，是该地侗族信奉的始祖女神萨天巴的图腾符号、是孕育生命
的母性象征。
苗族的蝴蝶妈妈也有同样的含义，在黔东南苗族的织绣纹样中，苗族始祖“蝴蝶妈妈”作为生命的主
题无处不在；在苗族蜡染纹样中，蝴蝶妈妈与飞鸟游鱼共同构筑着万物化生的境界，表达着苗家人对
生命的热爱。
祭祖节是苗侗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苗侗民族族群凝聚力的一种普遍表现形式，其中的图腾符号百
鸟衣便是这种普遍形式的具体表征。
织绣精美的苗族百鸟衣以鸟龙为主题纹样，侗族百鸟衣的形式与苗族大体相似，唯织绣更加细致。
第四，苗族和侗族都是古老的民族，在文化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深入研究其服饰工艺文化，既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认知苗族和侗族的历史文化，亦有利于开展服饰
工艺技术的保护和传承。
    民族服饰工艺及其相关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包括工艺技术、款式结构、纹饰内容和传
承方式等工艺和文化两大部分，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特性。
因此，完整的民族服饰工艺研究应包括相关文化的研究，这也正是本丛书所涉及的内容。
在这里，文化是传承的根基，若是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支撑，工艺是传承不下去的。
    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学科，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而民族服饰工艺是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更乏见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正视的。
    本丛书的四位作者本科所学都不是民族学或人类学相关专业，贺琛就读于新疆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
，王彦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苏玲和黎焰分别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和
服装工程专业。
当她们考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攻读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时，几乎没有民族学
方面的基础，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全新的领域。
作为她们的导师，我必须要考虑怎样利用其本科所学之所长选择研究方向，以使她们顺利完成学业。
时逢我正主持北京市科委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苗族服饰工艺研究”和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民族
服饰工艺文化研究”，于是我决定把她们的学位论文选题纳入我的课题研究之中。
她们分别选择了各自感兴趣的题目，贺琛研究的是苗族蜡染，苏玲以侗布为题，兼与苗族亮布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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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王彦集中分析了侗族织绣，而黎焰则探讨了黔东南地区苗族女装结构和着装方式。
令我欣慰的是，她们不负所望，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逐渐走进了民族服饰文
化研究的学术殿堂。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她们硕士论文的集成。
虽然是在上述课题和项目的框架下开展研究，然而四位作者并没有受此束缚和限制。
她们不仅重点研究了苗族和侗族的织、绣、染等具体的工艺技术，并分析了相关的文化习俗，探讨了
它们传承和消失的原因。
因此，她们的研究在内容和理论方法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发展，这无疑将进一步拓宽民族服饰文
化研究的领域。
    四位作者都尝试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理论方法，其主要内容都是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
完成的。
这种深入田野、走进他者世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作风不仅是完成其学位论文的重要保证，同时对于抢
救濒临消失的民族服饰文化遗产尤其是口手相传的服饰工艺技术具有非凡意义。
    为完成《苗族蜡染》研究课题，贺琛深入贵州东南部的麻江县和黄平县，西部的黔西县、织金县、
六枝地区和安顺市，南部的三都县、榕江县等地，进行了长达近两个月的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
一手资料，足迹遍及贵州苗族蜡染盛行之地。
正是立足于这种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贺琛根据苗族蜡染的风格特色和地域特征，进行了较
全面的类型划分，首次提出了“苗族蜡染地域类型说”，并以考察实录的表述手法，真实客观地介绍
了各类型蜡染的风格、使用工具、点蜡方法、起染缸的配方、浸染方式等，不仅较全面地阐释了苗族
蜡染文化，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调查材料。
    在田野过程中，贺琛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苗族蜡染工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
“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关注的是它所呈现的意象视界，由此感受到作者的思想，从而产生共鸣
。
但当一个民族的妇女都能制作这样的作品时，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这个民族的感情了。
苗族是一个感情深沉细腻的民族，一如她们的音乐，充满了凄凉与悲壮⋯⋯但这种凄凉的曲调里却带
着一些血与情的成分，带着对祖先故土的追忆。
”从她书中的这段文字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她已经把自己融入其中，这种感受使她对苗族蜡染及其文
化的解释准确到位。
    贺琛还借鉴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苗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和苗族的历史发展、
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思想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世界观，以及邻近民族文化的交融等诸多方面
，探讨苗族蜡染的地域性、艺术性、社会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特征。
这是人类学文化整体观在民族服饰研究中的具体实践。
    王彦的《侗族织绣》研究，也是以自己在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交界的侗族地区的实地考察获得的
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完成的，因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点。
比邻的三江、黎平和通道三县是侗族织绣最为精美之地，之所以选择侗族的织和绣作为研究点，是因
为该地侗族服饰中织和绣同时运用，一个擅长织锦的侗族妇女同时也精于刺绣。
    王彦采用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观点对侗族织绣艺术的功能进行了细致分析，说明侗族织绣艺术具有实
用性、艺术性和手工性三位一体的特征，并承载着多种文化功能。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的，文化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
功能，不管这种文化是抽象的社会现象，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
按照功能主义学说，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物性需求后，才会逐渐衍生出更高层次的文化性的需求
，因此人们首先是发明了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物质范畴的文化，然后才发明创造了社会组织制度
和精神层面的文化。
在对侗族织绣艺术功能的分析中，王彦亦是沿用从生物性到精神性的发展轨迹，依次介绍了侗族织绣
的实用功能、愉情功能、仪礼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些功能经常是交织、重叠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
斥和单一的关系。
若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侗族织绣艺术的简单与繁杂，朴素与华丽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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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在分析了侗族织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谁来保护、如何保护这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具体
的保护措施和方法。
她认为保护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团体和个人，而发挥研究者的作用、规划民俗旅游开发、普及侗民族
文化教育将是保护传承侗族织绣技艺的有效途径。
这种坚持文化多样性、突出文化持有者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以及强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内外因
素的重要作用的思考不失为一种见解，表现出作者较强的人文学养和积极的现实关怀。
    苏玲在《侗族亮布》的考察研究中，有意识地采用了个案研究法，她分别到黎平县草坪村、通道县
上寨村、三江县同乐村等地考察侗布的现状，并尝试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学说。
她指出侗族亮布是侗族人民为适应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与生产
劳动相适应的一种面料。
对于生活在潮湿炎热的西南山区的侗族来说，蓝靛染色的衣物是他们抵御疾病和疮毒最好的服装。
他们制作亮布所用的靛蓝染料，不仅使织物具有高度的耐旋光性和良好的耐水洗牢度，更主要的是靛
类染料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同时还能蒸发汗气，使着装者保持干爽舒适的感觉。
可见，侗族亮布是侗族人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自主创造出的具有生态智慧的文化产品。
这个观点富有浓郁的文化生态学的色彩，并再次印证了“民族文化具有能动适应环境的禀赋”的结论
。
    苏玲还考察了在侗布的制作和染整工艺中的信仰和禁忌行为。
在田野调查发现，侗族的染坊贴有红纸以祛邪，不许孕妇染布，在祭祀祖神活动中要问“染布青不青
”等等，这些都是侗族民间的一种祈祷和祝福行为，是一种出于对染布工艺的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的
担心的流露。
这种对侗布文化的解构路径，也符合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文化三因子的思想。
侗布在功能上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保暖护身的需要，在文化上辅助人们完成不同的社会角色扮演。
    苏玲还自觉地运用了跨文化比较法，将侗族与苗族的亮布进行比较，以便揭示和凸显侗族亮布具有
的表面和内在特质。
苏玲的侗族亮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她运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分别从硬挺度、透
气透湿性、耐摩擦色牢度、耐洗色牢度和耐汗渍色牢度这五个方面，对侗族和苗族的亮布进行了科学
实验和检测比较。
这种将自然科学实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是民族服饰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
    黎焰的《苗族女装结构》研究显示出苗族服装的平面结构和立体着装效果是民族服饰的一大特色，
具有服装学领域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则，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和思维将其拓展和延伸，充满了设计的
意味。
因此，对民族服装款式结构的研究已是必然的趋势。
    黎焰通过田野调查、文献和实物分析以及矢量绘图等方法，探讨了黔东南地区苗族服装类型和着装
方式，提出每个民族服装款式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态原因，同一群体内部服装款式高度
统一，其衣着习惯往往能体现他们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将生活经验运用到服装的材质、结构、款式色彩
及穿着方式上。
黎焰深入黔东南苗族地区，先后考察了13个乡镇村寨，分别对黔东南地区苗族服饰和苗族女装结构进
行了类型划分，并逐一测量、记录和描述。
她立足于“服饰首先是一种物质文化”这一基本立场，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服饰还原于它最初的“物
态形式”，即着装的人和人体、服装本身的形态和结构。
    不同社会与民族的物质文化曾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关注对象。
例如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摩尔根从房屋建筑结构和住房分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房屋与社会生活的关
系，马文&#8226;哈里斯从世界各地区民族的不同饮食爱好和习惯来探讨人类饮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服装是人类身体的延伸，服装的物态形式这一基础性研究更不能忽视。
因此当黎焰把眼光重新投向看似简单和普通的服装物态形式时，不仅仅是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单纯
意义的“复古”和“回归”，更是现代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关于研究视野和思路的转变。
    黎焰所采用的理论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可归结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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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回归服装物态形式和功用的实证研究，既可获得和保存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和图像，为以后的
苗族服饰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打下基础。
同时又对现代服装设计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使之从服装最为根本的服装结构、人体与衣服的关系上
重新调整设计思路，寻找设计灵感和设计元素。
    人们世代相传的工艺技能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消亡将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
。
如何在社会越来越受跨地域经济力量影响的情况下，保护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是必须要认真思考并
付诸行动的。
四位作者都共同关注了苗侗民族服饰工艺文化的现状和传承，她们对苗侗织绣染工艺所面临的危机表
示了深切担忧，并把这种担忧转化为研究动力，在书中她们分析现状，提出对策建议，显示出强烈的
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令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位作者都是风华正茂的女硕士，对她们来说，远赴偏远的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无疑是一次巨
大的挑战。
她们不畏艰辛劳累，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投身于田野考察之中。
她们都经历了进入田野考察之前的困惑和激动，感受了田野考察过程中的考验和喜悦，体验了田野考
察结束之后的煎熬和遗憾，以及在论文完成之后的反思与感慨。
她们都曾以田野日记、考察随笔等形式记述了各自在民族服饰田野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真
实记录了田野研究的心路历程。
    作为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新人，她们显得有些稚嫩，其研究亦存在着不足和遗憾，倘若假以时日，
相信她们一定会更加成熟，取得更大成绩，这亦是我殷切期待和希冀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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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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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的论文选题报告中，工作计划包括了文献资料收集、分析整理作图、考察收集材料、整理补充完
成四个阶段。
从2004年底至2005年底，我尽可能地把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杨源老师的藏书、网
络资源等所有关于苗族服饰的资料进行了收集。
这些为论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但是，在田野调查中没有充足的时间考察服装缝制的全部过程，使得论文的论述不够细致生动。
这既是遗憾，也是对我的鞭策，使我以后的研究学习能够更严谨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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