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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服饰图案在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白瑞荣

（贵州师范学院，贵阳 550018）

摘要：以贵州苗族服饰图案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为依据，分析了苗族服饰的图案、色彩、文化内涵和寓意，并结合

当前苗族旅游工艺品的包装设计现状，论述苗族服饰图案的价值，进而分析了服饰图案在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中应

用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凸显地域文化是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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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uizhou Miao′s Clothing Pattern in the Ttourism Handicraft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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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 futures of Guizhou Miao＇s clothing pattern，it analyzed the

pattern，color，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mplication of Miao ＇s cloting.Combined with the packaging design status of

tourism handicraft，discussed the value of Miao＇s clothing pattern，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lothing pattern in the

tourism handicraft packaging design.Based on this，it put forward and highlighted the regional culture was the trend of the

tourism handicraft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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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文化资源丰富，其中以黔东南为主要资

源地。苗族服饰是众多苗族特色文化的一部分。苗族

服饰分为童装、男装和女装。通常男装色彩的装饰和

颜色都比较单调。女装则色彩华丽、装饰繁多，体现着

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苗族服饰图案是伴随着苗族服

装发展起来的装饰艺术，至今仍应用于日常的服饰和

生活用品之中，且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结合的

特点，被赋予了继承民族传统、纪念祖先和传承祖训等

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意义，这些图案背后的意义和由来

代表着苗族人民的感性经验和对客观世界的解释。

1 苗族服饰图案和色彩解析

1.1 服饰图案

苗族服饰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史书，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中，服饰成为了记录本民族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载

体，图案和色彩在服饰中象征着民族精神。在苗族服

饰绚丽多变的图案中，可以看到苗族人崇尚自然、追

求美的心态。

苏珊朗格说：“装饰不单纯像美饰那样涉及美，也

不单纯暗示增添一个独立的饰物。装饰与得体为同

源词，它意味着适宜、形式化[1]。”苗族服饰的装饰图案

以其秩序化、规律化、程式化创造出合乎自身需要并

与自身文化相对应的美的形态。苗族服饰装饰图案

主要用在衣服上，一般主要装饰在肩、领、襟、背、袖等

位置，这都是相对引人注目的地方，其次装饰在腰带、

围腰、头巾、围裙、鞋等地方。服饰图案来源于生活本

身，苗族服装图案分为三类：植物图案、动物图案和几

何图案。多数图案描述的母题大多与生殖崇拜有关，

植物图案如石榴、向日葵等，动物图案如龙、鱼、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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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蝴蝶纹等，几何纹图案如十字纹、锯齿纹、水波纹、

云纹等。苗族服饰的图案大多具有寓意性特征，构成

灵活多变的空间，或交叉错落或重叠遮蔽。上述 3种

纹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相互穿插，并没有明确的区

分。华丽的服饰背后是苗人对自己文化的坚守和对

生命的礼赞。

1.2 服饰色彩

苗族妇女对自然的崇敬使她们认为自然中的色

彩是她们应该汲取的，这也是她们色彩灵感的来源，

她们用色多追求颜色的华丽和厚重感，喜爱用红、蓝、

绿、白、金、银等颜色，很难在一个图案中找到单色，都

是几种颜色交叉使用，主题突出，色彩层次分明。

2 贵州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

2.1 贵州旅游工艺品种类

到贵州旅游看原生态文化，其中苗寨几乎是游客

的聚集地，外来游客都希望看到苗族的风土人情，而

旅游工艺品作为文化载体，它有着其他一般商品所无

法比拟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贵州旅游工艺品种类主

要有蜡染、银饰、围巾、服装等，这些旅游工艺品都是

苗族独一无二的特色产品。

2.2 贵州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存在的问题

贵州苗族工艺品本身就是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商

品，但是在市场上很难看到这些特有的商品形成品牌。

经营者只注重商品的开发而忽略经营品牌，就贵州苗族

工艺品市场现状来看，其外包装设计存在以下问题。

1）包装简陋。经营者对工艺品包装几乎没有重视

过，漂亮的蜡染就装在塑料袋里，有的根本没有包装。

很多工艺品即使有包装，品名也是“中国民族”，本来是

苗族的特色旅游商品，却变成了概念模糊不清的商品。

2）品牌意识弱。尽管苗族有四大项目的旅游工

艺品，但在包装设计方面没有凸显其地域特色。工艺

品包装策略不合理及包装信息功能不明确等问题，导

致了这些产品无法更好地吸引游客的注意，并无法满

足更多游客对产品的信息诉求。可以看到每个工艺

品品名都是相同的，招牌大多数也是“苗族蜡染”或者

“苗族银饰”等，到哪家店里买到的东西都是雷同的，

包装更是如出一辙。

3）缺乏苗族当地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包装设

计是利用视觉符号来进行信息传达的设计。为了能

更好地传递商品信息，商品的外包装不仅要具有视觉

冲击力，在短暂的时间引起游客的注意，还要从中体

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贵州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民族，其地域文化丰富多彩，这里的艺术文化有着苗

族独特的文化内涵。苗族服饰图案的题材和种类繁

多，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已经建立起特有的图形与

完善的视觉语言符号，成为了苗族最具特色传统文化

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2]。然而，在当地工艺品包装上

却没有体现出这些地域文化的符号来，要提升当地旅

游工艺品包装设计的品位，就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这

些文化资源，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效益和文化传播。

3 苗族服饰图案在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3.1 苗族服饰色彩和图案元素的提取

在贵州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中应该利用苗族服

饰独特的图案来表达某种情感、意趣和思想，把苗族

服饰的某些元素进行重构、转化，或是将传统的设计

手法渗透于现代的图形设计之中，既体现苗族的文化

底蕴又有民族特质。

色彩是最直接的视觉语言，它在包装设计中传

达着不同的情感信息。色彩作为视觉传达的重要因

素，是表达人类情感的一种形式。由于人的视觉对

色彩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因此色彩比其他设计元素

产生的美感魅力往往更直接 [3]。贵州苗族服饰图案

色彩既是来自民间的视觉表现，也是苗人寄托精神

的语言。苗族服饰图案的色彩源于自然并通过对自

然的解析而升华为感性色彩，因而具有象征性、装饰

性特征。贵州旅游工艺品包装应该提取苗族服饰元

素色彩，并对它采取秩序化的处理，设计出富有苗族

特色的包装，使得受众群体能够在购买时作出清晰

的判断，不但创造品牌文化价值，而且给苗族文化的

传播起到宣传作用。

通过提取部分服饰图案的色彩，可以发现苗人质

朴的配色观念，他们没有学过色彩的知识，却能够将

色彩搭配得如此和谐，苗人运用自然界的色彩符号并

赋予新的精神内涵，又将自己主体的认识与现实的感

受融入其中。设计应该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然，提

取苗族服饰图案的色彩进行设计具有必要性。

将图形的寓意特征运用到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

中更能突出商品的个性特色，可以从本地区的地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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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苗族包装设计

Fig.1 Miao＇s packaging design

化中寻找突破点。传统习俗、传说故事、历史人物、农

耕娱乐等作为设计元素来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能增

强包装的文化诉求与信息传递[4]。苗族服饰图案最能

体现当地的地域文化和艺术语言，在当地旅游工艺品

包装设计中提取苗族服饰图案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3.2 苗族服饰图案在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包装设计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如社会意识形

态、审美倾向、道德伦理、民俗风尚等，因此包装艺术本

身就是一种文化媒介，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5]。设计

也因民族文化观念的介入而时刻显露出它自身的民族

特色，贵州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应该体现其民族文化。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从

苗族服饰最直观的图案符号中可以解读这个民族的

生活习俗、文化渊源。包装设计中图形的表现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图形的传达不受语言种类的限制[6]。

苗族服饰图案蕴含着符号美学、民族心理学等有价值

的内容，提取这些图案元素来构成当地旅游工艺品的

包装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些元素不仅符

合当地人的审美情趣也符合旅游消费者的心理。

苗族服饰图案在旅游工艺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应该进行创造性的改进。首先从色彩、图形等方面改

进来适合现代旅游工艺品的包装设计。图1a为提取苗

族服饰图案进行的银饰包装设计，整体色调为黑色，因

为苗族崇尚黑色，在服饰色彩中提取黑色作为银饰的

包装基本符合苗族人的心理特征；还提取了蝴蝶图案，

将蝴蝶设计成角隅纹样放置在黑色背景上，对比醒目

且易识别，整体上既传达了商品的信息也植入了苗族

的文化。图1b为苗族手工围巾的包装设计，通过提取

服饰色彩中的红色为主色，背景融入苗族的鱼纹，其次

将“苗疆故事”融入版面中，左右两边各植入苗龙，体现

了苗族多元的色彩文化和图腾。

4 结语

苗族服饰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结合的特

点，被赋予了继承民族传统、纪念祖先和传承祖训等

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意义。苗族服饰图案的纹样、寓意

以及它的绚烂色彩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弘扬苗族文化以及提升苗族文化的知名度应该重视

当地旅游工艺品的包装设计。采集、重构苗族服饰的

图案与色彩来设计旅游工艺品的包装，既增添了旅游

纪念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也提高了当地旅游纪

念品的销量，具有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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