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多年来行走于贵州田野的余
未人曾说：苗绣走到今天出现了两
个分支，一个是原汁原味的传承，
这 是 苗 绣 的 根 脉 ， 也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 而 当 下 另 一 支 蓬 勃 发 展 的 力
量，则由设计师和绣娘着眼于市场
需要，在传统苗绣的基础上创新发
展。这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
相融合的产物，更注重现实性。这
些创新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
方 方 面 面 ， 甚 至 引 领 流 行 时 尚 潮
流，深受市场欢迎。

天眼文旅论坛：请您说说田野
调查中和苗绣交会的经历？

余未人：1990 年我第一次去西
江，在那里住了 10 来天。见识了精
美无比的苗绣，非常震撼，我对那
些绣品一直萦系于心。后来，我与
西江绣娘多次交流。2006 年，我与
省民协将西江一位 85岁的苗族老太

龙秀吉推荐上报到中国民协。评审
后，她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杰
出传承人”。她苗名为“妮”。妮与
儿孙住在西江东引村的坡顶上，一
生一世都没用过自己的汉名“龙秀
吉”，直到这一年才第一次用上了。

年轻时，她常年在姨妈家帮忙
做针线活，练就了一双巧手。当年
的西江与世隔绝，人们几乎没见过
本支系服装之外的苗族服饰。妮的
舅舅从毕节买回一条苗族手工织花
带送给外婆。酿、妮、欧那渴求美
的眼睛，马上就把这织花带盯住了。

三姐妹的创造力特别活跃，总
想把最美的东西绣制到自己的盛装
上。这时，她们终于找到了创新的
机会，要把原先较为单调的、土织
机织出的花裙带改为手工绣花。三
姐妹做了设计，由绣花功夫最好的
妮 来 制 作 ， 将 原 织 带 改 为 三 节 组

成、夹布壳的 25根裙带，并在上面
精心绣花。这是一个别人从来没有
做过的重大创新。

在 1938 年西江的鼓藏节上，妮
将绣出的花裙带穿出来亮相。她一
出门，就吸引了西江十八寨前来过
节的女人们艳羡的目光。消息不胫
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争相
来看这件与众不同的绣花裙带，这
是妮漫漫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刻。接
着，本寨和外寨同支系的苗族女子
都来学样，绣花裙带一下子传开了。

这种绣花裙带，近几十年来已
经成为西江一带苗族服饰的标志。
通过电视的传播，又为全国观众所
熟悉了。历史常常就是由一连串的
偶然碰撞而成。妮和她的姐妹们完
全没有想到，自己当年曾经对苗族
服饰的演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天眼文旅论坛：从文化学者的

视角，您是如何看待苗绣的？
余未人：我问过施洞的一位苗

族绣娘，为何要将一根丝线破为四
股来绣花，她说：“破得细才好看，
老祖宗才认我的衣服啊！”苗绣是独
树一帜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技艺。
苗绣是苗人的信仰与生活，它既典
雅倩丽又大众化。苗绣纹样承载了
苗族数千年的历史、迁徙史，苗绣
服饰是苗族民俗的最佳记录。

天眼文旅论坛：您认为在苗绣
的发展中应当如何保持绣娘或是传
承人的活力？

余未人：绣娘、传承人是苗绣
得以代代承续的主人公。但有的绣
娘汉语表达能力欠缺，擅长绣而不
善于说。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必须
尊重她们在传承中的主体地位，开
展 一 些 活 动 ， 鼓 励 其 带 徒 传 艺 。
2006 年西江的苗族技艺大赛 （含苗

绣），评委都是当地苗族农民，用彩
色 豆 子 投 票 ， 真 正 由 她 们 “ 说 了
算”，令绣娘和手艺人特别兴奋。非
遗传承与文化产业不是一回事，要
分 清 界 限 ， 让 专 业 的 人 做 专 业 的
事，效果最佳。

天眼文旅论坛：品牌与资本的
进入，将对苗绣产生怎样的影响？

余未人：品牌与资本的进入，
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将促使苗绣这
个古老的技艺勃发新枝，让农民增
加 收 入 ，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是 大 好
事。但推行这项工作时，两个方面
都不能忽视：一方面，作为文化产
业、经济收入不能忽视，这是品牌
与资本的生命力。在此同时，非遗
手艺、非遗传承更不能忽视，这是
根脉。忽视了后者，非遗就会名存
实亡。品牌与资本的利润，应当更
好地反哺非遗传承。

余未人：承载千年民族历史的苗绣

2020 年，刘雍在贵州美术馆举
办“雍有——刘雍藏品展”。在 2000
平方米的空间里，展出了刘雍近 300
件包括绘画、木雕、花窗、面具在
内的私人藏品；2021年，贵阳孔学
堂又举办了“一针一线 何其精彩
——刘雍收藏贵州民族民间染织绣
展”，展出了从刘雍数以千计的染织
绣藏品中精选而来的 100 余件苗绣
——这两场规模盛大的藏品展所展
出的，只是刘雍在近半个世纪的民
间艺术收藏中的很小部分，然而也
已经把看展的人们弄得无比惊艳和
欲罢不能。

天眼文旅论坛：您是怎么走上
苗绣收藏之路的？

刘雍：上世纪 80 年代初，贵州
的民族民间艺术品大量流失境外，
我决定尽力使这些“宝贝”留在本

土，不至于今后研究贵州民间艺术
要到国外去查资料。从此我走遍苗
乡 侗 寨 土 家 山 村 ， 有 一 点 钱 买 一
点，尽我所有，靠的是有限的工资
和微薄的稿费，甚至以牺牲健康为
代价，几十年下来总算有了一些积
累。我收藏艺术品从来没有计算过
花了多少钱，也从来没有考虑过是
否增值，我收藏的初心和首要目的
是为了吸取其中的“基因”，使自己
的作品具有贵州传统文化的灵魂。
当然这种借鉴不是照搬，而是经过
提炼、升华和再创造，创作出面目
全新的作品，力争做到既不抄袭别
人 又 不 重 复 自 己 。 就 像 鲁 迅 所 说
的：吃牛肉不是为了变成牛，而是
把牛肉变成建造自己的肌体的养料。

天眼文旅论坛：您 除 了 收 藏 ，
也进行漫画、雕塑等艺术创作。能

具体说说收藏和艺术创作在您的艺
术生命中的相互影响吗？

刘雍：收藏是拥有和获得，我
特别理解巴尔扎克在 《人间喜剧》
中描绘的守财奴葛朗台老爷子半夜
关上门，把藏在枕头里面的钱拿出
来 一 遍 一 遍 数 ， 同 时 发 出 “ 咕 咕
咕”笑声的感觉。

艺术创作又是另一种体验。当
你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的时候，则
进入一种神迷意夺、走火入魔的幻
境，仿佛神灵附体的巫师，甚至误
认为能化身为上帝，可以创造出一
个世界。

我的艺术生命就像是一颗逐渐
长大并有分支的树，这些枝丫分别
是漫画、陶艺、雕塑、壁画和民族
民间艺术的研究，收藏好像是不停
地给树施肥和灌溉，作品就像开出

来的花和结出来的果。
天眼文旅论坛：您曾多次带着

您的苗绣藏品漂洋过海，在国外办
展，展事之多、规格之高和展期之
长，大概是迄今贵州藏家中首屈一
指的。外国人如何看待这些贵州民
间艺术？

刘雍：我的藏品展在欧美多国
的展出中都受到当地专家、观众和
媒体的关注。1994年 4月至 1995年 2
月在法国巴黎的中国城展览中心举
办时，BBC通讯社等媒体都作了专题
报道。《星岛日报》 欧洲版甚至说：

“这样的大规模、高质量的中国民间
艺术展不但在欧洲不曾举办过，就
是在中国也未曾有过！”法国观众的
素质之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完展览后为了留下他们的观感
和意见，竟在两张放留言簿的桌子

后面排起了队。2008 年和 2009 年，
我的作品和藏品展到奥地利布鲁克
宫 博 物 馆 和 哈 尔 普 图 恩 宫 接 力 展
出，每次展期一年。

贵州省政府和省文化厅为了将
苗族服饰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专门于 2011 年在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举办了 《中国贵州苗族服饰
展览》，全部展品由我提供。业界人
士评价说：“这是文化中心成立以来
质量最高，最受欢迎的展览。”法国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认为世界上最好
的刺绣有两种：一种是印第安人刺
绣，另一种就是贵州苗族的刺绣。
欧美国家和日本的博物馆也收藏了
大量贵州民间艺术品，譬如埃菲尔
铁 塔 旁 边 的 “ 世 界 原 始 艺 术 博 物
馆”展出的中国展品中有百分之八
九十是贵州的民族民间艺术品。

刘雍：为了艺术创作具有贵州传统文化的灵魂

韦荣慧从研究者逐渐跨界成为
民族服饰的设计者和策展人，在国
家 民 委 、 文 化 部 和 外 交 部 的 支 持
下，韦荣慧曾参与组织民族服饰对
外交流 20多年，她把眼中所见的服
饰之美，积极以展览和 T型台的方式
呈现给观众。在韦荣慧眼中，贵州
的苗绣是一幅看不尽的画，一本读
不完的书，一条不枯的河流，一个
永恒的诱惑。

天眼文旅论坛： 从 1979 年 至
今，在您所亲历的苗绣研究与发展
中，您认为苗绣与世界的联结经历
了几个阶段？

韦荣慧：我认为第一个阶段是
上世纪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苗
绣得到了国际收藏界的关注，有很

多海内外的收藏家来到贵州，大批
量地收藏苗绣。在他们的眼里，苗
绣是那样的新奇、夺目，充满了神
秘的色彩。此后，我们可以在一些
国际展览和博物馆中寻找到苗绣的
身影。第二个阶段则是 21 世纪初，
以世界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认
为“苗绣改变了中国没有高级时装
的历史”为标志，苗绣开始得到一
些世界高级奢侈品品牌的认可，比
如爱马仕、迪奥等，他们将苗绣融
入自己的服饰设计中，推出了一些
概念性的系列。第三个阶段，我认
为就是现在。随着新国发2号文件的
发布，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
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大发展，以苗
绣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应该如

何保护与传承，如何从一个民族符
号，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认
可？如何从品牌概念，变成大众化
的商品，走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真实
生活中，被使用和消费？这些都是
苗绣现阶段应该去思考的。

天眼文旅论坛：有 一 句 话 叫 ：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真实的
情况，也许更多是一种感观冲击下
的猎奇心理。苗绣如何融入现代人
的生活日常，也许需要更多的理解
和认可。您认为苗绣应当如何被不
同文化语境下的人们所接受呢？

韦荣慧： 2011 年，世界艺术家
体验组织主席麦克金斯·贝蒂女士
应国家民委邀请来华，在北京、广
西和贵州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参观考

察。深度体验过程中，贝蒂女士惊
讶于此前那些只有在照片和展会中
看到的静态陈列和遗迹，到了民族
地区后变成了真实的生活。在小黄
侗寨的欢迎仪式上，当贝蒂女士的
目光和老人、孩子们的目光相遇的
那一刻，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
是如此感动，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打
动了这位美国人。回到苗绣如何被
不 同 文 化 语 境 下 的 人 们 接 受 、 理
解、认可的话题，也就是我们应当
如何去讲述贵州的苗绣故事，让苗
绣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都能够找
到一种生命的共识，才会从感观冲
击下的文化猎奇，慢慢转变为亲近
与接受。

天眼文旅论坛：您认为苗绣的
发展与我们的文化自信、经济社会
发展是否紧密相关？

韦荣慧：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
觉 ， 在 多 元 文 化 中 认 识 自 己 很 重
要。苗绣早期出去的时候，其实没
有那么自信。实际上真正的文化自
信不是彰显，也不是强制去宣传，
而是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贵州的
不断发展，我认为真正做到自信的
时候，在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地
交流，在对话互鉴中互相吸引。认
知、理解、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
史，联系当今，尊重并吸收他文化
的长处，在交往中实现交流，通过
与之交流实现对话，在互鉴中共同
构建新的文化语境。

韦荣慧：应当思考苗绣所带来的生命共识

年少接触到贵州原生态民族文
化和各具特色手工艺品的杨成勇，
在 心 里 埋 下 了 一 颗 热 爱 的 种 子 。
2000 年 5 月 ， 由 他 创 立 的 “ 黔 艺
宝”诞生，在一次偶然的启发下，
他用 2年时间开发了全国首项苗族手
工“装框银饰”；2002年，他带着第
一批产品应邀参加首届中国旅游纪
念品大赛，“装框银饰”斩获大赛金
奖；从此，凭着一腔赤诚与热血，
他默默耕耘在贵州多彩民族文化的
沃土上，不知疲倦。

天眼文旅论坛：您认为这些年
消费者对于苗绣的收藏和购买发生
了哪些变化？

杨成勇：2000 年前后，经济高

速发展，大量欧美日韩的艺术家、
收藏家、博物馆和考古学者们纷纷
到 贵 州 来 寻 宝 ， 收 集 少 数 民 族 服
饰，特别是苗族服饰。因此，那时
形成了一股国内国际的苗绣收藏热。

2020 年到现在，由于世界经济
减 速 ， 加 上 以 前 的 收 藏 家 年 事 已
高，大量争相收藏苗绣的情况逐渐
减 少 。 如 今 ， 市 场 发 生 了 太 多 变
化，新一代的消费者主要是购买有
苗绣元素的服装、鞋帽、围巾等时
尚生活用品和一些苗绣文创的衍生
产品，消费习惯产生改变。

天眼文旅论坛：苗绣作为贵州
特色旅游商品之一，在其市场化过
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被大众所接

纳和喜爱？
杨成勇：苗绣是穿在身上的史

书，有很深的文化脉络。但在市场
化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因为自己本
身具有很深的文化根基和艺术水准
而墨守成规，一定要与时俱进。比
如 在 材 质 、 用 料 、 配 色 和 工 艺 方
面，要大胆地革新。同时，还要设
法降低人工劳动成本，实现苗绣的
产业化生产。

天眼文旅论坛：作为推广贵州
文创产品的领头人之一，您认为应
该如何创新并呈现出符合当下潮流
趋势的文化特色手工艺作品？

杨成勇：要弄清时下年轻人的
审 美 需 求 ， 必 须 要 和 国 际 流 行 趋

势、国内流行趋势相结合，加强与
国际品牌合作。在国内，是否可以
尝 试 和 本 土 的 茅 台 酒 、 贵 烟 、 贵
茶、贵州特产等结合？

天眼文旅论坛：对于贵州大量
优秀的民族文化工艺品，如何让它
们高姿态地走出贵州，走向世界？

杨成勇：我们一直强调要把市
场需求与文化需求、艺术需求相结
合，不断改进和创新艺术品形式。
不久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到
甲秀楼翠微园观看黔艺宝苗绣展时
说：“苗绣有悠久的历史，绚丽多
彩，但一定要做成时尚产品，与日
常生活用品结合，才能真正意义上
实现苗绣产业化”。我认为任老这一

观点说清楚了苗绣发展之路。
天眼文旅论坛：对于苗绣等贵

州“非遗”文化技艺的传承，您有
什么建议？

杨成勇：自从“两赛一会”、省
民博会等落地举办以来，贵州的民
族民间工艺品，包括苗族刺绣等得
到了充分的挖掘、保护和传承。举
办这些会议、活动，实际上是一个
梳 理 和 挖 掘 的 过 程 。 摸 底 阶 段 完
成，现在就是产业阶段，这是对这
些技艺最好的传承，同时又具备生
产开发前景，未来就是要重点打造
产业集群和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走 研 发 、 生 产 、 销 售 的 规 模 化 之
路，逐步实现“千亿产业”的目标。

杨成勇：实现苗绣时尚化促进产业化

在老家剑河县南寨镇展留村，
龙女三九从 8岁起开始跟着母亲及寨
子里的老人们学习锡绣、纺织和古
歌。12岁时，她已正式学习全套女
红技艺。2006年，苗族锡绣被列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2017 年 12 月 28 日，龙女三九
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0 余 年 的 锡 绣 技 艺 凝 聚 在 指
尖。如今，龙女三九在剑河开办了
一个锡绣工作室，随着锡绣知名度
越来越广，逐步走向世界，她的信
心也越来越足。

天眼文旅论坛：您是如何与锡
绣结缘的？

龙女三九：我从8岁就跟妈妈学

习锡绣。后来自己又正式学钩锡、
上锡。用剪好的锡条去钩花，然后
包在绣线上、压好，等到自己学上
锡时，才晓得图案里面的路数。17
岁时，我就学会了制作衣服。在我
们老家，女孩子学习刺绣是村里的
传统，和种田一样重要。不学习绣
花，出嫁时就没漂亮衣服穿。饭吃
不吃无所谓，但是花一定要绣出来。

天眼文旅论坛：您认为锡绣有
何特点和特色？

龙女三九：贵州的苗绣完整地
绣下来，整套服饰特别好看。而我
们锡绣的服饰在其中，比起那些艳
丽的苗装，会显得不太起眼。因为
锡绣的特点是必须要用金属锡在上
面绣，特别小，针脚特别密。把细

密的锡条一点点固定在绣纹上，形
成简洁工整的图案，布料都是用蓝
靛染布做的，颜色会比较古旧暗沉。

天眼文旅论坛 ： 在 您 的 作 品
中，所绣图案和花纹有什么意义吗？

龙女三九：我们的绣法都是遵
循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图案，一针一
线都要按照布眼来，不能多也不能
少，否则图案的韵味就没有了。我
绣出来的每一幅图案花纹都代表不
同的意义，比如这些几何图案，代
表 村 里 不 一 样 的 路 ， 女 儿 嫁 出 去
了，要跟着这些路回娘家……这些
都要心怀喜爱才能绣得出来。

天眼文旅论坛：您未来有什么
愿望，苗绣对您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龙女三九：以前绣花是希望绣

得越多越好，现在绣花是希望别人
喜欢，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多绣让
大家满意样式，注意到苗绣的绣工。

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绣花，
有时候甚至会忘记了时间，忘记吃
饭。突然一抬头，天都黑了，感觉
自己都着迷了。老一辈留下来的图
案，我已经全部学会了，现在就是
担心年纪大了，以后绣不动了，希
望能够有时间再绣一点东西留给子
孙们，让他们能留个念想。

天眼文旅论坛：发展好苗绣产
业对村里的乡亲们有什么意义？

龙女三九：我们寨子里跟我一
起长大的 12 个伙伴，只有我一个人
坚持绣到现在。绣花，要踏实用心
才能绣好。现在接到的订单越来越

多，我经常会分一些给家乡的绣娘
们一起做，希望帮助她们都能多绣
一点，改善一下生活。

天眼文旅论坛：对于锡绣这项
技艺的传承，您有什么建议？

龙女三九： 以 前 没 什 么 人 重
视，现在知道的人多了，学习的人
多，看着兴旺，觉得有了希望。

平时也有很多人到我工作室来
学，或是邀请我出去给绣娘培训，
我希望学习锡绣的人，都是因为真
心喜欢，诚心想学，能够努力精进
手 艺 。 只 有 用 心 去 学 ， 进 步 才 能
大。现在我的女儿也在跟着我学习
锡绣。我希望自己的时间可以再多
点，能够多教点人，让越来越多的
人都知道锡绣。

龙女三九：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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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绣，传统的也是时尚的 （上篇）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曹雯 陈江南 实习生 彭宏兰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视察时
对苗绣的点赞，让苗绣的视觉之美、文化
内涵和产业潜力，再次释放光华，焕发又
一轮生命力。

没有文字的苗族，却创造了苗绣这一
“无字天书”。世世代代的苗族人，用绣在
服饰上的符号和图案，表达和传承着对自
然万物、宇宙法则、生命规律和族群历史
的认知。长期致力于苗绣文化研究的专家
们认为，苗绣并非单纯的民间工艺品，而
是一部“蕴藏着人类上古文明密码的哲学
之书”。这个认识在作家阿城先生的 《河图
洛 书—— 文 明 的 造 型 探 源》 那 里 得 到 印
证。正是作为文明的活化石，隐藏着人类
最初和最朴素的哲学，让苗绣具有了跨越
时空的魅力。

越来越被更多人发现、认知和喜爱的
苗绣，在自身的生命之路上，经历了怎样
的延续和传承？多年前就开始钟情于苗绣
的收藏者，对于珍贵的苗绣藏品，有着怎
样的情感和探索？当下的绣娘和设计师，
又如何通过融合与创新，让古老的苗绣在
市场上再现芳华？……让我们通过各位苗
绣研究者、收藏者、绣娘和文创品牌创始
人等的讲述，走近苗绣的前世今生，以及
致力于让苗绣走出大山照亮世人的人们。

—— 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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