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2024年6月 26日

星期三

城记

C

I

HENG

J

在《守望乡土记忆》一

书里， 贵州著名文化学者余

未人作了题为“少壮功夫老

始成” 的序言，大致意思是：

贵阳是群峰环绕中的一座秀

美山城，历史上交通闭塞，以

“地无三尺平”名世，而正是

这种闭塞，让它保存了文化，

保留了特色， 令那些祖辈们

唱过的歌、跳过的舞、扮过的

戏、 做过的手工以及传统的

民间实践活动与时代同行，

绽放出古朴之美。

《贵阳晚报》 推出的

“爽爽贵阳·遇见非遗” 栏

目， 除了与读者分享精彩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倡导大

众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我

们的文明薪火、文化之根。

多彩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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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东南部流传着一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枫香染， 它记录了

布依族、苗族、瑶族与汉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痕迹，承载了黔南州丰富的

文化内涵，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文化瑰宝之一。

青布枫香绘生活

神奇的枫香染

枫香树是金缕梅科枫香树属植

物。 枫香脂则是枫香树分泌的具有

香味的树脂， 枫香染主要集中在贵州

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惠水县雅水

镇布依族地区、 惠水县鸭绒镇苗族地区

以及黔东南的麻江

县龙山镇河坝瑶族

地区、从江县岜沙苗

族地区， 至今已有一

百五十余年历史。 因其

印染工艺极具民族文化特

色和艺术价值，2008 年被文化

部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枫香染的工艺流程是将枫香树脂与

牛油以 1：1的比例混合， 动物油脂能为

枫香树脂增添韧性和柔软度， 使其不会

轻易破碎或被染剂渗透， 用文火煎熬后

过滤形成枫香油， 然后用毛笔蘸上枫香

油，在布上描绘图案，再将织物浸入蓝靛

染缸中反复浸染， 未被油脂覆盖处呈现

蓝色。

染色完成后， 将布料浸入沸水中脱

去枫香油脂，显出白色纹样。脱脂后再用

清水漂洗、捶打织物，晾晒、碾平后枫香

染制品就完成了。 枫香染制品主要被裁

制成服装、背带、床单、被面等日常用品。

枫香染纹样

枫香染的纹样清新明快，巧妙运用

了谐音、符号和转喻等方法，生动地描

绘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民俗文

化。 依据纹样的题材分类，枫香染纹样

可划分为四大类：自然纹样、动物纹样、

植物纹样和几何纹样。

其中，太阳纹作为布依族枫香染中

常见的自然纹样，象征着希望。 其形态

在枫香染作品中不断演变， 如今多以

“团花” 或“太阳花” 的形式呈现，寓意

着生活的繁荣与吉祥。

在瑶族枫香染中，太阳花作为中心

纹样常与其他动植物纹样搭配使用，象

征着在阳光普照下万物生机勃勃、充满

活力。 在布依族，云纹与雷纹常组合出

现，象征着吉祥如意，而当它们与太阳

纹共同使用时， 则寓意着风调雨顺，生

活和谐美满。

布依族的枫香染中常见的动物纹

样包括凤凰、蝴蝶、鱼以及喜鹊等。

凤凰被布依族视为吉祥与保护的

象征。 在枫香染作品中，凤凰形象常呈

现为颈部纤细、羽翼丰满、尾羽轻轻下

垂或上扬的灵动姿态。

据布依族古歌《射太阳》记载，蝴

蝶曾在危难时刻拯救了布依族先民，因

此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在枫香染中，蝴

蝶常与花朵相伴，常被用作被面、服装

的装饰图案。

由于布依族多居住于依山傍水的

环境，鱼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鱼纹样在布依族枫香染中同样扮

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为“鲤鱼蜜珠” ，寄托了年年有余的美

好愿望。 鱼与鸡的组合，则寓意着万事

大吉、事事如意。

相较于布依族，瑶族枫香染中的动

物纹样会更加丰富，除鸟、蝴蝶、凤凰等

共有元素外， 瑶族的动物纹样还有鸡、

蜈蚣、泥鳅等元素。 特别的是，像柴虫一

样的虫类，不仅是当地人的美食，还会

被绘制在服饰纹样中。 瑶族常见的“泥

鳅花” 纹样是将泥鳅与藤蔓植物相结

合，展现了生活中的希望与美好。 锦鸡

纹样在瑶族枫香染中也十分常见，与花

鸟等图案相结合，传达了富贵长春的吉

祥寓意。

在布依族枫香染中植物纹样寓意

深受汉文化影响，与汉族的吉祥祈福观

念有许多相似之处。

例如石榴，象征子孙繁衍、多子多

福，石榴与牡丹的组合则寓意着子孙兴

旺与富贵。

“卍” 纹样和如意头则是经典的几

何纹样。

“卍” 字纹，又称万字纹，有吉祥、光

明之意。 这种纹样在绘制时呈现出连绵

不断的形态，象征着富贵与子孙的绵延

不绝。

如意头纹样常见的有卷草组合和

祥云组合，形态既有花状也有心形。 这

一纹样最初是清代惠水徽派建筑物的

装饰元素，其寓意为“事事如意” 。 在现

代枫香染作品中，如意头纹样常用于被

面、床单的边角处装饰，甚至也出

现在过世老年妇女所穿的衣物

上， 寄托着为后代带来吉祥与福

气的美好愿望。 此外，齿形纹和点

状纹也是枫香染中常见的几何纹

样。 齿形纹常被用作边框修饰，又

称“牙瓣” ，其形状类似于小山，

是对自然环境的艺术化再现。 点

状纹则按照一定的排列规律，紧

密围绕在主体纹样周围， 加上蓝

色底布的衬托， 宛如夜空中闪烁

的星星，又似白银洒满大地，象征荣华

富贵。

枫香染的图案纹样丰富多彩，在承

袭的过程中人们会随着时代变化对其

进行选择和创作，枫香染的图案纹样及

其寓意都是当地文化中的瑰宝，是当地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见证。

保护与传承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枫香染的传承

与发展是闭塞的。受地形与农耕文化的影

响，瑶族枫香染主要依靠当地家族女性口

口相传的方式传承延续，而布依族的枫香

染在早年间以家族男性为传承主体。

2008 年枫香染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后，枫香染才逐渐走进更多人的

视野。为突破枫香印染技艺长久以来的传

承男性优先、 家族内部传承的传统束缚，

麻江县采取了积极措施以拓宽培养枫香

印染传承人的途径。 建立基地、设立传习

所和工坊，邀请资深手工艺人收徒传艺。

同时， 定期举办枫香印染技艺培训

班，重点面向村里的留守妇女和贫困户等

群体，这些培训不仅显著提升了妇女群体

的就业技能和劳动素质，还培育了一批技

艺精湛的新锐骨干。

麻江县还积极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南

京农业大学、贵州民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

学院等学校开展研学合作，推广枫香染。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枫香染的

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吸引了更多年

轻人投入到这项技艺的学习和传承中。

贵州惠水县的冉光津接触枫香染后，

创办了公司。她和团队一起深入研究与枫

香染相关的手艺，制作出一系列枫香染技

艺制作的生活用品，如包袋、鞋履、围巾、

帽子、人偶等。 在刚过去不久的第二十届

深圳文博会上， 惠水县枫香染备受好评，

吸引了游客围观咨询。

“近看如工笔画，远观似青花瓷” 的枫

香染， 在传承与发展之路上仍然充满挑

战，但我们

也看到，它

已经开始迈向一个

更加广阔和多元化的未来。 可

以预见， 随着枫香染的进一步

推广和普及， 它将在更多的地

方绽放光彩。 冉光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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