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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肇兴侗布工艺特征探析

内容摘要 ：本文在深入肇兴侗族地区，对侗布

染制活动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探析其

工艺特征。通过对肇兴侗布染制的选材备料、

染料制备、布料染制等操作的收集、记述，并

在材料选择、工艺程序等方面与同类工艺及其

所制得的产品进行横向比较，探析肇兴侗布染

制的工艺及独特性。肇兴侗布的整个染制过程，

充满着生命的交流与喜乐，其原料源自天然且

取舍得当，工艺得到发挥，物尽其用，人与自

然高度和谐的生活智慧蕴藏其中，与现代人追

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但现代文明的

冲击，民族生态的改变，也使得其工艺的传承

面临诸多难题。

关键词 ：肇兴侗布、工艺、染料、现状

 

侗布的染制，历史悠久且工艺繁复。唐朝李

延寿编撰的《北史·燎传》便有“僚人能为细布，

色致鲜净”等反映侗族先民的侗布染制技艺的记

载。其技艺至今仍在我国湘、黔、桂三省份交界

的各地传承且各地各有所长，因此，侗布也可按

地域来区分小类型，如从江型、黎平型等。[1] 肇

兴从属于黎平，其侗布的染制工艺朴拙有力，散

发着乡野的粗犷气息。工艺与物成就了其美感，

也足以印证材料、技术、文化积淀对侗布工艺发

展起到的助推作用。[2]

2017 年，笔者以肇兴侗寨从事侗布染制的人

家为主要考察对象（图 1），通过实地寻访，深入

考察了其染制工艺。现将其工艺特征录于下文。

一、选材与备料

肇兴侗布染制工艺有重要的三步（图 2），选

材备料则是一匹侗布厚重积累的开始。

1. 进退有度：布料准备

纯棉织物以植物染料染色，其色牢度、耐干

摩擦等级会更高。[3] 此外，布料的选择适宜自身

精力、习惯等，制作也会得心应手。染制侗布仅

用宽在 360~400 毫米之间，长度自裁且有粗纱、

细纱之分的平纹、斜纹、方格双堂纹棉纱布料。

其布料来源分两种 ：第一，传统自纺自织，即自

种棉花纺成纱线，再用织布机织成的布匹 ；第二，

在镇上购买由机器批量纺织的布料。笔者在寻访

中发现，年轻者精力充沛，遵循传统，也追求效

率和创新 ；年长者精力欠佳，也更愿遵循技艺传

统，坚守并保存。二者对布料长度、来源等的选择，

有其主观偏好（表 1），对布料的挑剔，表面随性，

实则有度。

2. 绿色环保：染料制备

染制侗布的染料制备工序复杂，涉及植物多

为野生，种类繁多（约 15 种）且有地域差别。

侗布染制需分阶段使用靛蓝（主要染料）、树皮汁

（辅助染料）及牛皮胶、鸡蛋清（浆染染料）等三

类染料。肇兴侗布染液制备使用植物相对较少且

以易培植并能可持续性获取的植物为主，其染液

的制备现多只以着色必需的植物为原料，如板蓝、

野生树皮（一种）、牛皮膏。其他地区，如湖南

通道侗族，多以蓼蓝、板蓝、虎杖、糯稻、辣椒、

薯莨、檫木、陆地棉等制备染液，每类染液的植

物需求在 3~7 种左右，除蓝草外，多为野生植物。[4]

（1）制靛

北魏贾思勰曾在《齐民要术·种蓝》中记述

了靛蓝染料制备技术 ：“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

以木石镇压，令没。热时一宿，冷时再宿。漉去荄，

内汁于瓮中。率十石瓮，著石灰一斗五升，急手

抨之，一食顷止。澄清，泻去水，别作小坑，贮

蓝淀于坑中。候如强粥，还出瓮中盛之，蓝淀成

矣。”今肇兴侗布主要染料的制备工艺基本因袭传

统。（图 3）

首先，蓝草发酵三日（常温）。（图 4）桶内

置一担（约 10 千克）单枝长度为 400~500 毫米

的新鲜蓝草枝叶，注入清水与其齐平并浸揉 ；水

面铺一层斑竹枝叶，以四个半注水塑料容器覆压，

并以塑料膜或桶盖密封 ；自然发酵，获得腐败的

弱酸性蓝汁及沉淀。发酵前浸揉枝叶，利于其发

酵，水面覆压重物并密封桶口，一来防止枝叶泛

出水面，影响发酵进度，二来也可防止雨水、杂

物等外力破坏。

其次，氧化蓝汁沉淀，风干得靛泥。每桶蓝

汁中能收集到 1.5~2 千克左右靛泥，其成品表面

光滑平整，微泛气孔，形似固体水粉颜料，可长

期保存。

第一步，一日沉淀。捞出腐败枝叶，往蓝汁

1. 肇兴侗寨染制侗布的人家  2. 肇兴侗布三部曲  表 1. 手工艺者的布料选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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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偏好

50周岁以下 30米 -50 米（购买）

50—70 周岁 10 米 -15 米（购买）

70周岁以上 2米 -10 米（自纺自织）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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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树皮汁及树皮原料  6. 侗布的废料利用  7. 侗布染制和清洗  8. 侗布敲打工艺  表 2. 肇兴侗布种类及用途

1. 情境 -过程化环境行为设计模式  2.Energy Babble 环境能源信息交流平台（Gaver 等，2015）  3. 淋水式洗浴装置（Kuijer 等，2013）

3. 主要染料（蓝靛）制备工艺  4. 蓝靛草发酵 (1. 注水容器，2. 斑竹叶层  ，3. 水面，4. 蓝靛枝叶 )

中加入 0.75 千克生石灰，靛蓝不溶于水，干石灰

将与其中和反应，并与空气接触氧化形成靛蓝降

沉淀，与水分离。[5] 其后蓝汁分三层：表层（泡沫）、

中层（液体）、底层（泥状沉淀物）。表层、中层

的状态可用以判断底层沉淀状况，若表层泡沫颜

色鲜亮、均匀，中层水清且幽蓝，则可收集靛泥，

反之应适量添加石灰，继续沉淀。出现补加干石

灰的情况，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 ：其一，蓝靛草

质量、发酵程度 ；其二，干石灰的质量 ；其三，

水质、水浸时间。此外，浸入干石灰时，需以棉

方巾包裹成干石灰包再浸揉，一来避免靛泥沉淀

中夹杂干石灰颗粒，二来也便于未溶的干石灰颗

粒的收集再使用。

第二步，去水过滤，静置沉淀。去表层、中

层后，以方形塑料筐（带网格）内垫上编织细密

通透的塑料编织袋对下层沉淀物进行滤水收集，

并风干。先去掉表层、中层后，蓝汁重量减轻，

方便操作，也减少编织袋承受的重力、冲击力，

避免因过度冲刷而流失靛泥。

最后，配制染液。0.5~1 千克靛泥、0.5 千克

侗家自酿米酒配桶内八分满的清水，以长木棍或

手充分搅拌，静止发酵至表层深蓝，闻之略带酸

腐味，拨开表层，见黄绿色，靛蓝便已还原为可

溶解于碱性溶液中的隐色体——靛白，得到染色

能力尚佳的蓝靛染液。每桶染料染色能力仅能满

足一日浸染需要，次日会重新添加靛泥，恢复其

染色能力。靛泥、水、酒的配比会因人和地区而

略有变动，在湖南通道，也有再配上适量纯碱的

习惯。

（2） 辅助染料制备

靛蓝染料使布匹染制由蓝到黑，侗布着色有

更为丰富的变化，如青紫色、棕红色源于树皮汁。

其需将树皮用柴火、大锅熬煮数十小时，才能制

得染液，肇兴侗族多使用一种野生树皮为主要原

料，适量添加朱砂根块，制得与靛蓝色相不同的

紫红色染液（图 5），以其复染，染色能力及效果

与湖南通道侗布相当。此外，染液浓淡凭待染布

匹量及经验来决定，若适宜，也可减少布匹染制

的工作量。

（3） 浆染材料制备

牛皮胶是将新鲜干牛皮（现多用牛皮膏）用

柴火熬制成胶状汁液，作侗布主要浆染材料 [6]，

其制作较树皮汁更为考究。一份牛皮膏（0.1~0.2

千克）需配上 80 份的清水进行熬制 [7]，所得汁液

用于染制长约 20 米的布料一匹。牛皮胶过浓或

使用过量，布料浆染后硬且脆性大，后续加工极

易致其沿布折痕开裂而报废。这种不能被衣着使

用的布料，侗族人通常也会加以制作（图 6），将

其作为旅游纪念品售卖给游客。

除牛皮胶外，布料浆染也使用鸡蛋清。敲开

生鸡蛋，除去蛋黄，蛋清以棉方巾包裹使用。

  

二、布料染制

白族扎染、苗族蜡染、岭南夹染、南通豆染、

肇兴侗布等传统纺织品均采用植物靛蓝还原染色

工艺，前四者的上染工艺（靛蓝复染）及成品式

样（纹饰）、色彩（蓝白相间）都有极高的相似性。

相比而言，肇兴侗布的上染工艺及亮布成品色彩

独树一帜，按侗衣、围裙、肚兜等不同布料需求

染制 [8]（表 2），需求是其染制环节、工艺程序选

择的尺度。单面亮布是肇兴侗布染制工艺集大成

者，以一匹宽 3.7 米、长 15 米的单面亮布（平布）

制作为例，其染制可分为常温靛蓝复染、高温汽

蒸、浆染槌打三个环节。制作过程极为艰难，也

充满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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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侗布敲打时间点  10. 侗布（亮布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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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温染色

常温染色以蓝靛染料反复浸染布料，即复染。

于靛蓝染料桶上方置楠竹片，将棉纱布料 S 形折

叠成册，一页一页垂入染液中，浸泡约 10 分钟，

再按此法提起置于楠竹片上，待染液部分回流，

再以清水淘洗（图 7），此记为染色一次。在侗布

整个染制周期内，此过程循环往复，贯穿始终，

其后，布料多色彩饱满且能获得良好的水洗牢度。

2. 高温汽蒸

树皮汁、牛皮胶两种染液对布料的染制需辅

以高温汽蒸，即以木质容器、柴火灶蒸煮布料。

一般在侗布染制工序进行的中间阶段（单纯蓝靛

浸染 15 日之后），分四次进行，每次蒸煮约 1-2

小时。两种染料对布料的浸染、蒸煮有特定顺序：

第一道工序为牛皮胶浆染，由于布料长期在碱性

溶液中浸泡，上胶、上浆后，胶质和浆料填充纱

线间空隙，织物便更加平整、结实。[9] 0.15~0.2

千克牛皮胶均匀涂刷于布料表层后，进行一次高

温蒸煮并清洗晾干。第二道工序为三次树皮汁浸

染，每间隔 2—3 天进行一次，单次使用约半桶

树皮汁，30 枚鸡蛋蛋清，待其蒸煮完成并冷却后，

用鸡蛋清均匀涂抹于布料并晾干、槌打，以此重

复三次。

植物染液染色，染液单次上染能力有限。复

染法均能染制出柔和细腻、过渡丰富的色彩或色

调。而侗布经浆染，再先后由不同色相染液的浸

染，其布料着色会更丰富且质地硬挺厚重。其在

幽蓝底色中泛出棕红、青紫等色调，与扎染等纺

织品单色系中的变化相比，更神秘隽永。

3. 敲侗布

靛蓝复染 15 日后，蓝染、浆染、辅助染料染、

敲侗布等工序穿插进行。在同为植物染的纺织品

中，也唯有侗布染制会对布料进行半月以上的槌

打，以呈现光亮的轧光效果。

槌打布料以青石板为垫，木槌为工具，由电

力驱动（主要方式）或手工敲打（辅助性工序）

布料（图 8），其敲打方式、时间点选择，也有其

遵循的原则。（图 9）木材温和、石板光滑，机械

作用力的均匀平衡，手工予以调整、完善，二者

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侗布的染制效率，且不损布料。

同时，布料因受槌打压力，纤维被压扁、贴合，

因此也塑造着独特的面料风格。不同于蜡染、扎

染等布料所呈现的清晰、温婉的肌理和纹饰效果，

由染、洗、浆、槌等工艺制得的侗布光滑如美丽

的油纸，色调丰盈且富有厚重感。（图 10）

三、肇兴侗布染制工艺的现状与传承

民间手工艺丰厚朴拙的背后，是一方水土、

一地风貌的滋养，更是时代生活方式、手工艺者

生命体验的体现。技艺、实用需求、生活方式三

者是肇兴侗布的传承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生

活方式又是前两者的前提。[10]

作为特色民族村落，因近年的旅游开发，其

民族生态不同程度受到新生活方式的冲击，肇兴

侗布染制工艺也必然受其影响，随时代更新。新

的选材用料、操作程序所制得的侗布，染制效率

极大提高且保存了侗布最原始古朴的状态。同时，

也有数量较多的操作失误，如过度浆染致使布料

报废等。因此，其染制工艺虽有魅力，但也面临

着技随人走、工艺精髓部分流失的危机。此外，

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生活方式的改变必也必然

带来功用需求的改变，如侗布从蔽体之衣向作为

一种带有文化符号意味的民族服饰的倾斜。“用”

的需求萎缩，其技艺传承自然受到冲击。生活方

式、技艺传承、经济效益之间失去平衡，是肇兴

侗布染制工艺传承和发展所面临的现状。在新的

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其如何传承技艺、创新发展、

多方平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结语

山本耀司言 ：“人力强制作用下的完美都是丑

陋的，东方美学的动人之处，大概就是保存了一

点自然拙朴的东西。”肇兴侗布染制活动因时、因

地而制宜，集材美、工巧于一身，从备料、染制

等工艺开始，便以自然美、地域美、共生美对地

方民族精神信仰及生活理念作着极具艺术性的表

达，手工艺者的技艺更是赋予了其制作工艺极强

的形式感，充满生命的温度。[11] 随着地域生态、

生活方式的改变，肇兴侗布的染制工艺也展现着

其适应性，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特征 ；同时，工艺、

需求、生活方式三者的失衡也使其面临着传承的

局限。工艺的不断精进是侗布染制适应时代生活

方式、满足需求、长足发展的保证，深入探析其

工艺特征，有助于提高对其工艺的认知与把握，

从根本上促进肇兴侗布染制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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