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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岭南悠久的植物染色工艺生存途径。方法 根据文献研究进行实践，对岭南植物染色

传统工艺进行整理。研究是在岭南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以实际案例丰富传统工艺当下的生存问题。结

论 岭南植物染色文化依旧深植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是独特地域文化的表现。岭南植物染色工艺依

旧有着生命力，是一张丰富的地方文化名片，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表达着深刻的地域文化认同。

同时，岭南植物染色工艺的绿色无污染也为树立“绿色低碳”的区域形象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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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Design of Lingnan Plant 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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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survival way of Lingnan plant dyeing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literature re-

search, the traditional Lingnan plant dyeing technology is sorted out. The study is conducted in the Lingnan culture, with the 

question about traditional craft how to survive in real life. Lingnan plant dyeing culture is still used in people's daily life, is the 

performance of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Lingnan plant dyeing still has vitality, rich local culture, closely related with local 

people,and expressing the profound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e green pollution-free of Lingnan plant dyeing process is also to 

establish the "green low carbon" regio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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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染色，通常指从植物中提取自然色素并进

行染色的技法与工艺。中国古籍中本无“植物染色”

的提法，而是多以“染草”指称。“植物染色”概念最早

见于杜燕孙的《国产植物染料染色法》中，他提出

了与“人造染料”相对应的“天然染料”，并将“植物染

料染色”列入“天然染”中，现在学术界与行业内通称

为“植物染色”或“植物染”。 

植物染色技法曾在工业化的冲击中，淡出人们

视线，但近几年却又呈现兴起的趋势，原因是多方

面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快节奏的生活节奏让都市

人渴望慢生活，植物染色体验如瑜伽一样成为新的

休闲方式。绿色环保意识的增强。随着对健康生活

方式和绿色人居环境的追求，人们更关注于饮食和

穿着健康，植物染色满足了部分人群的需求。一些

服饰品牌也相继推出了植物染色产品，强调绿色品

牌理念。如何顺应这个趋势，让植物染色这种传统

工艺在当下延续它的生命力？创新成为社会转型

下，传统手工艺自觉性的行为[1]，而地域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独特性与创新的求异性不谋而合[2]。开发具

有当地特点的植物染色产品成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之

一，研究岭南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也就有了重提的

价值。 



40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8 月 

1  岭南本土植物染色工艺 

岭南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植物染色区域[3]。

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中的“苏枋染”[4]，唐代苏敬

《新修本草》中的“蓝实染”[5]，清代李调元《南越笔

记》中的“薯莨染”[6]，都是古代岭南代表性的植物染

色工艺品种。岭南地区的植物染色工艺虽然没有书

籍专章记录染材与染技，但是大量散见于各类官书、

方志与私家著述中。 

1.1  岭南植物染色常见染材 

植物染色是一门依赖于环境就地取材的工艺。

岭南植物染色工艺离不开当地的植物品种。岭南夏

长冬短，日照时间长雨水充沛，植物资源丰富，为

植物染色提供了多样的染材。   

岭南常见的染黑植物有乌桕、枫香树等，直到今

天薯莨染色依旧在服饰上应用。《广东新语》记载：“薯

莨胶液本红，见水则黑，诸鱼属火而喜水，水之以黑，

故与鱼性相得，染罛使黑，则诸鱼望之而聚云[7]。”成

熟的薯莨块状茎劈开后肉质成红黄色，流出的汁液中

含有利于染色的单宁和栲胶，经薯莨汁浸染过的渔网

或面料更加坚固耐用，是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莨纱绸

（又称香云纱）的主要染材。染红植物染材有苏木、

桃金娘、指甲花等，其中苏木是最常用的一种。用于

染黄色的植物染材有姜黄、郁金等，常见的还有栀子，

《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山栀子，方书所谓越桃，小

而多棱者可用，大长者只作染色[8]。”栀子直到今天依

旧是岭南一些少数民族的主要染色植物，不仅用于服

饰染色而且还用于食材染色。蓝色植物染材古籍上记

载的有木蓝、菘蓝、山蓝、蓼蓝等，其中木蓝是岭南

蓝色植物染材中特有的品种，唐代《新修本草》、宋代

《本草图经》都有“木蓝出岭南”的记载。 

1.2  岭南植物染色方法 

岭南的地理气候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在传

统染色工艺上也有自身的特点。按照染色原理常见

的有直接染色法、媒染染色法和还原染色法。 

1）直接染色法。直接把可制作染料的植物部位

浸入冷水中或加热提取染液，或在所需染色物上直

接涂染的方法，例如“纱缎黑退变黄，捣扶桑花汁涂

之，复黑如新[9]。”在岭南，用直接染色法染色的植

物还有栀子（枝子）、姜黄等。 

2）媒染染色法。借助媒介物质使物上色的方法。

一般有前媒染、同浴媒染和后媒染，在记载中岭南

常见的为先染色后媒染的方法，如苏木染[3]，《南方

草木状》中记载苏木染色“以大庾之水，则色愈深。”

大庾地处珠江流域，珠江流域的水多富含铁离子，

因此可以推断经过大庾水洗涤后的苏木染变“深色”

可能是变成深紫色。同样，用后媒染工艺染色的还

有香云纱染色工艺。染过薯莨汁反复染色 30 多遍时，

工人需要在面料上平涂河底淤泥，让面料的一面颜

色由褐变黑，这一过程也被当地人称为“过乌”。通过

实验，也证明其他地区的河泥不能达到这种效果，

因此香云纱也是岭南地区特有的品种。 

3）还原染色法。指的是氧化还原染色法，这种方

法常见于蓝色植物染液的制作及染色。首先将染材浸

水提取蓝色液体，再加入石灰让液体与空气充分发生

氧化得到蓝靛。在染色时加入草木灰水还原染料让面

料上色。《民国文昌县志》中就有对海南地区这一染色

技法的详细记载：“束而浸之，越宿去其渣，入以蚌灰，

用竹叉搅之，水色变绿，泡如蟹眼为度，澄之，倾其

水则靛成，俗谓蓝曰青，谓靛曰青[10]。” 

1.3  岭南植物染色应用 

人工染料进入岭南前，植物染色除了在服饰上大量

运用外，还在生活起居的其他方面运用。如《广东新语》

记载：“南风天出水，谓之潮木，亦曰石盐。做成器时，

以浓苏木水或胭脂水三四染之，乃以浙中生漆精薄涂

之。”《南越笔记》中描述“琼州席”“又澄迈染茜草为饰，

久而愈滑，曰黄村席。”植物染色除了在家居用品上应

用外，在食物上也经常见到，例如《广东新语·食语》

中描述枧水粽“置苏木条其中为红心”，苏木染出的红色

除了讨个好意头外，还有消食的作用。在除夕那天，人

们“以苏水染鸡子食之，以火照路，又曰卖冷。”在今天，

广东有些农村地区依旧保留着这些传统。 

植物染色工艺近百年来虽然受到人工染料的冲

击，但是其衍生出的文化内涵在岭南地区依然常见，

有些在今天仍是当地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对岭

南植物染色工艺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具有一定意义。 

2  岭南植物染色产品设计 

2.1  染色面料的选择 

灵活运用材料物理和物性的知识，才能使传统

手工艺及产品完全适用于不同的社会需求[11]。对染

色面料及载体的多样化应用，让岭南植物染色更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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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下生活，为进一步的产品开发做好准备。如古

籍中的岭南薯莨染色多用于皮和苎麻，现今广东地

区薯莨染（香云纱）工艺多用于真丝电力纺面料。

在进行薯莨染色工艺研究时，面料除了选择传统常

用的皮、麻和丝织面料外，也选用了非常用的棉和

人造面料等。在 2014 年 5 月的实验中，棉的上色比

其他面料要深，薯莨染色工艺的不同面料样版（部

分）见表 1，但涂河泥后丝织品的黑色明显要比棉面

料光亮，水洗色牢度更好。在不同面料的实验时，

即让古籍中抽象描述的色彩可视，也有助于理解传

统植物染色工艺的当地特色。在香云纱工艺“过乌”

阶段，在广州提取的河泥比在顺德地区所取得的河

泥“过乌”效果明显要弱，这可能是由于珠江流域广州

段河泥中所含的金属离子含量少于顺德段导致的，

这也是莨纱绸（香云纱）制作地域仅限于珠江流域

顺德的原因。同时面料的多样化选择解决了产品开

发时遇到的问题。以薯莨染为例，在岭南地区薯莨

染一般用于服饰，但经薯莨染后的丝绸面料很难和

“广绣”结合，原因是染后的丝绸面料密度变大面料变

硬，在刺绣过程中面料易破损，绣线易断裂，但对

薯莨染的多种材料实验后，选择了棉质的薯莨染面

料进行刺绣就避免了以上问题。 

表 1  薯莨染色工艺的不同面料样版（部分） 
Tab.1 Samples of Yam dyeing on different fabric(part) 

序号 面料名称 薯莨染色步骤色版（实验） 
0 1 3 5 7 9 11

1 素绉缎 
   

2 电力纺 
   

3 雪纺 
   

4 双绉 
   

5 绡 
   

6 丝棉缎 
   

7 丝棉 
   

8 棉绸 
   

9 纯棉 
   

10 棉麻 
   

 
 

2.2  媒染方法与色彩选择 

在岭南植物染色产品的开发中，染色方法除了

沿用传统方法外，着重强调具有岭南特色的媒染。

在媒染试验中尝试前媒染、同浴媒染、后媒染产生

的不同色彩效果，让每一种植物染色出现色彩明度

或纯度的变化，有些甚至会产生色相的变化。 

如前文提到的苏木染，经大庾水洗涤后颜色变

深，因此在苏木染产品的开发中主要选用后媒染，

用含有铝离子（明矾）、铜离子（蓝矾）、铁离子（绿

矾）的媒染剂进行实验，产生丰富的色彩色相和明

度的变化，在 2015 年 4 月的实验中，苏木染色工艺

真丝面料样版（部分）见表 2，用含有铝离子的媒染

剂进行后媒染，面料的颜色从橙红变成深红；含有

铜离子的媒染剂进行后媒染，面料的颜色从橙红变

成紫红；含有铁离子的媒染剂进行后媒染，苏木染

面料的颜色从橙红变成深紫。当下多样的媒染剂丰

富了植物染色颜色的选择，为岭南植物染色产品色

彩的多样化提供了前提。 

2.3  防染技法和纹样设计 

除了对植物染色工艺呈现的色彩进行探讨外，

同时也在染色时融入防染技法，如扎染、纸板印花、

蜡染等。这些防染技法不需要任何人工防染剂，即

保留了植物染色“绿色”的面向，又保持了传统的工艺

特色，让植物染色产品在设计中有更多纹样选择。

如薯莨染（香云纱）染色工艺中引入蜡染，让原本

一面褐色一面黑色的香云纱呈现出所需的纹样效

果，杨阳设计的香云纱工艺作品《水墨莨纱》见图 1。

又如利用植物本身不吸色的特点，在扎染过程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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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苏木染色工艺真丝面料样版（部分） 
Tab.2 Samples of Lignum Sappan dyeing on different silk(part) 

媒染剂 面料 
时间/min 

5 15 30 60 90 120 

不添加 

丝棉 
  

电力纺 
  

绡 
  

明矾 

丝棉 
  

电力纺 
  

绡 
  

蓝矾 

丝棉 
  

电力纺 
  

绡 
  

绿矾 

丝棉 
  

电力纺 
  

绡 
  

 
植物防染，出现印花的效果，余梓慧设计的植物染

色印花面料见图 2。 

     

  

2.4  染色产品形式的探讨 

    对岭南植物染色色彩的复原、材料延伸和技法

的拓展是为植物染色产品的设计应用做准备的。如

果岭南植物染色产品设计没有进步和变化，只是一

味地重复前人的东西，那么设计就失去了它原有的

价值[12]。从工艺体验、生活应用和视觉艺术 3 个方

面展开对岭南植物染色产品设计可行性的探讨。 

 1）体验式工作坊。首先，目的是普及岭南植物

染色工艺及文化，同时带来经济利益使工作坊持续

运营。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服务性的产品。工作坊

的来者都是对岭南植物染色文化有着好奇或爱好的

人。其次，参加工作坊的体验者都是居住在广东的

当地人，对岭南植物染色背后的文化都有着一定的

熟悉和亲切感，容易引起共鸣。再者，体验式工作

坊的教学虽然是基础或简单的工艺知识和操作，但

是能让体验者亲自完整地做完成品，体验岭南植物

染色的整个工艺过程。这种形式既是普及岭南植物

染色工艺知识最直接的渠道，又是目前广州地区植

物染色工作室常见的运作方式。 

    2）岭南植物染色产品。岭南植物染色开发的产

品目前常见的有服饰、礼品、旅游纪念品和家具。

服饰产品目前部分服装品牌还处于开发阶段，例如

广州的例外服饰，就目前的市场状况来看还是非常

小众的消费群体。由于植物染色的制作周期长、人

工消耗大，因此作为产品，成本控制一直是最大的

问题，目前植物染色围巾的价格都在百元左右。因

为是岭南地区特有，实用、不占空间、携带方便，

所以作为中高端礼品而受到消费者的认同。 

3）岭南植物染色纤维艺术品。植物染色工艺在

过去的岭南是以生活实用目的存在的，是日常生活

衣、食、住不可分的部分。而纤维艺术形式的产品

是将岭南植物染色工艺的形式与原有实用功能剥

图 2  余梓慧设计的植物染

色印花面料 

Fig.2 Yu Zi-hui plants dyeing 
and printing on silk 

图 1  杨阳设计的香云纱工

艺作品《水墨莨纱》 

Fig.1 Yang Yang Yam dyeing 
on silk "Chinese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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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保留形式转向欣赏功能。笔者设计的香云纱染

色与广绣工艺作品《山》见图 3。社会对技术的要求

在一定的时候可能会转化成文化的需要，而不是以

实现高科技为目的[13]。这种艺术型的岭南植物染色

产品的消费也说明市场对区域文化的认同与兴趣。 

 

图 3  香云纱染色与广绣工艺作品《山》 

Fig.3 Yam dyeing and embroidery "Hill" 

3  结语 

    丰富而独特的植物染色料资源和独特地理气候

下的特有工艺，使岭南成为我国植物染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岭南”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更是

一个文化的概念。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岭南特色

的植物染色是一张代表岭南文化的名片。岭南的植

物染色依旧还存在于当地人的生活中，端午节广府

人的规水棕、潮汕人的红花水、那坡的黑衣等。当

不曾消失的民俗文化语言重现在生活中的面料上

时，更能引起当地人的共鸣。 

    以制造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岭南特别是广东地区，

如何打造“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区域形象是一直以来

受到关注的话题。“发展绿色低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也在政府报告中反复出现。来于自然归于自然的植物

染色工艺是可持续的，虽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

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改变而走向式微，但是在近几年被

不断重提并有兴起的趋势，原因之一就是其与“回归自

然”、“绿色低碳”紧密联系在一起。岭南植物染色工艺

研究的路还很长，但其注重地域文化传统，传承地域

特色，对岭南人绿色低碳意识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并能为树立“绿色低碳”的区域形象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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