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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传承

八十多岁的“中国十大民间艺术
家”洪福远，从事蜡染技艺60余年。洪
福远说：“我自幼酷爱绘画艺术，20 世
纪六十年代，工作后因机缘巧合爱上蜡
染，并经常向苗族布依族村寨的当地人
学习蜡染技艺，收集图案。”洪福远介
绍，以前的蜡染是各家各户自给自足，
到 1964 年，贵州省决定在安顺建立一
个工艺厂制作蜡染，抽调全省 20 余名
蜡染名手齐聚安顺制作蜡染。

1973年，因广交会订货量大，洪福
远参与创建安顺市蜡染总厂并担任总
设计师。当时，因国内工艺品厂家极
少，安顺蜡染总厂的建立，使安顺蜡染
一度走在工艺品市场的前列。

1991年安顺成功举办“首届国际蜡
染艺术节”，让安顺蜡染受到世人瞩目，
安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蜡染之乡”。
洪福远于1992年创办了安顺开发区福
远蜡染艺术有限公司，下设的蜡染博物
馆展出藏品一千余件。近年来，公司联
合安顺市多家蜡染工坊推出“蜡染文创
周边”，制作的蜡染冰箱贴、蜡染挂件、
蜡染背包、蜡染团扇等文创产品深受旅
客喜爱。如今，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技
艺创新，正研发环保植物染料，让非遗
技艺更绿色、更可持续。

近年来，安顺市依托非遗资源优
势，围绕蜡染、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力培育传承人，提升安顺蜡染知名
度、影响力。

2024年5月，在第二十届中国（深
圳）文博会上，安顺市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蜡染文化传承人杨婷婷带了50个
系列、3000 余件蜡染产品参会，其中手
机包的销售表现尤为抢眼，它的设计兼
具了艺术感、民族性与实用性，深受观
众喜爱。

杨婷婷将传统的蜡染与现代流行

元素相结合，制
作符合市场需求的各
类蜡染装饰、摆件、服饰，把非遗产品

“搬进”客户心里。
同时，安顺将课堂搬进博物馆，在

探索文化传承路径的同时，用创新课堂
实践教育新方式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和利用作出了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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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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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古称“蜡缬”，是传统的民间印染工艺，贵州蜡

染，各地皆有特色。被誉为“东方第一染”的安顺蜡染，

以独特精湛的技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使之成为具有

地域性标识的民族民间技艺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安顺也被誉为“蜡染之乡”。

安顺蜡染：““东方第一染东方第一染””的千年魅力的千年魅力
历史渊源

安顺地处黔中腹地，世居少数民族
沿袭“自耕自食、栽靛植棉、纺纱织布、
浸染剪裁、画蜡扎绣”的生活习俗，给予
了古老的民俗传统工艺生存空间，并在
自身的文化创造中形成具有一定文化
内涵和特色风格的样式。

安顺蜡染历史非常悠久。早在秦
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苗、
瑶、布依等地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
术。据《贵州通志》记载：“用蜡绘花于
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以安顺
蜡染传于世”；安顺蜡染因产于苗、瑶地
区，所以又称为“瑶斑布”。1987 年，在
安顺市平坝区苗族洞葬群棺墓中发掘

出宋代蜡染衣裙，色彩艳丽，图案严谨，
显示出安顺蜡染的高超技艺。

安顺蜡染的正式名称出现于明朝
时期，朱元璋大军征讨元朝残余势力，
取平安顺利之意思设“安顺州”，安顺蜡
染自此为外部所知。安顺地处黔中商
业中心，随着安顺蜡染名声的远播，其
传统工艺也不断得到发展。面料依靠

手工织布，在采用棉麻作为面料的同
时，染料制作也为技艺丰富，有很强的
地域特色。

明清以来，安顺蜡染知名度日益传
播的同时，商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安
顺蜡染的内容也随之日益丰富。在北
京故宫博物院里，还陈列有清代宫廷珍
藏的一幅安顺蜡染背扇图。

工艺特色

安顺蜡染具有悠久的历史，2000多
年前这里的居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制
作工艺，而今，安顺蜡染以其蕴含的民
族意识、图腾崇拜、历史文化意蕴而成
为享誉海内外的民族民间工艺。2008

年，安顺蜡染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纹样是蜡染的灵魂，讲究“纹必有
意”，每一个蜡染纹样都蕴含着独特的
内涵。安顺蜡染主要分为苗族蜡染和
布依族蜡染两大类。苗族蜡染多取材
于自然界的蝴蝶、鱼、莲、鸟、花草植物

等作为纹样主题。布依族蜡染纹样多
为螺旋、水波、菱形、云雷等几何图纹。

除了纹样造型美以外，安顺蜡染在
色彩上多以蓝白色为主调，也有少见的
彩色蜡染，着色运用了多种植物染料与
蓝靛相结合，融入了中国画、油画的艺
术手法，让作品富有设计感。

安顺蜡染取材十分广泛，造型不拘
一格，极富浪漫主义风格。色彩通常采
用红、黄、棕等多色套染，具有浓郁的民
族特色和贵州高原古朴风味，一般以蓝
底白花和白底蓝花为最多，后又发展了
彩色蜡染。

制作流程

安顺蜡染以当地少数民族手
工制作的土布为主。将自产的布
用草灰漂白洗净，然后用煮熟的芋
捏成糊状涂抹于布的反面，待晒干
后将其磨平、磨光。然后便是点蜡
环节：

在布上用铅笔画好绘制图案，
把蜂蜡放在陶瓷碗或金属罐里，将
蜡融化，以铜刀蘸蜡，于布上作
画。作画完成后，把作品放在靛蓝
染缸里浸泡5~6天左右，如果需要
颜色更深，则需要反复多次。

蜡片由于各种原因会产生裂
痕，染料渗透进去，便产生天然的

裂纹，一般称为“冰纹”。这种“冰
纹”往往会使蜡染图案更加层次丰
富，具有自然别致的风味，有时会
故意而为之。

流程最后是去蜡。经过冲洗，
然后用清水煮沸，煮去蜡质，经过
漂洗后，布上就会显出蓝、白分明
的花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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