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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世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是中国极富特

色的民族艺术之花。 蜡染,是一种古老的防染工艺,防染剂主

要是黄蜡(即蜂蜡),有时也掺和白蜡使用。 蜡染艺术介绍： 一

、蜡染和蜡染艺术： 蜡染,是一种古老的防染工艺,古称“蜡

缬”,与绞缬、夹结一起被称为我国古代染缬工艺的三种基本

类型。蜡染工艺品的魅力除了图案精美外,还在于蜡冷却后在

织物上产生龟裂,色料渗入裂缝,得到变化多样的色纹,俗称“

冰纹”。同一图案设计,做成蜡染后可得到不同的“冰纹”。 

蜡染工艺,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蜡染工艺,而且流行很广,已成为少数民族

妇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 。这里的少数民族以蜡染作

主要装饰的有黄平、重安江一带和丹寨县的苗族妇女,她们头

巾、围腰、衣服、裙子、绑腿,都是蜡染制成,其它如伞套、枕

巾,饭篮盖帕、包袱、书包、背带等也都使用蜡染；安顺、普

定一带的苗族妇女把蜡染花纹装饰在衣袖、衣襟和衣服前后

摆的边缘,她们背孩子的蜡染背带,点染得精巧细致,除蓝白二

色外,有的还加染上红、黄、绿等色,成为明快富丽的多色蜡染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蜡染各有特色,例如苗族的蜡染图案有的

还沿用古代铜鼓的花纹和民间传说中的题材,有的是日常生活

中接触的花、鸟、虫、鱼；而布依族则喜用几何图案。各民

族的蜡染都有独特的风格。 蜡染艺术在少数民族地区世代相

传,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形成了



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是中国极富特色的民族艺术之花。 二

、蜡染的种类： 目前的蜡染,大体可以分三大类：类是西南少

数民族地区,民间艺人和农村妇女自给自绘自用的蜡染制品,这

一类产品应属于民间工艺品。另类是工厂、作坊面向市场生

产的蜡染产品,这一类产品应属于工艺美术品。第三类是以艺

术家为中心制作的纯观赏型的艺术品,也就是“蜡染画”。这

三大类蜡染同时并存,互相影响,争奇斗艳。这种复杂的,多元

化的现象,在艺术界是少见的。 三、蜡染的制作过程： 古老

的蜡染工艺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被保存下来,一直流传到现在,

而且创作了丰富多彩的蜡染图案。在贵州省的黄平、丹寨、

镇宁及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兄弟民族妇女都是点制蜡花的

能手。蜡花是她们不可缺少的装饰品。 先谈谈贵州蜡染的材

料：绘制蜡染的织品一般都是用民间自织的白色土布,但也有

采用机织白布、绵绸、府绸的。防染剂主要是黄蜡(即蜂蜡),

有时也掺和白蜡使用。 蜂蜡是蜜蜂腹部蜡腺的分泌物,它不溶

于水,但加温后可以融化。就是利用它的这一特点作为蜡染的

防腐剂。所用的染料是贵州生产的蓝靛。贵州盛产蓝草,这是

一种蓼科植物,茎高约二、三尺,七月开花,八月收割。把蓝草

叶放在坑里发酵便成为蓝靛。贵州乡村市集上都有以蓝靛为

染料的染坊,但也有把蓝靛买回家自己用染缸浸染的。 蜡染布

是在布匹上涂蜡、绘图、染色、脱蜡、漂洗而成。因为在染

制的过程中,蜡白布的表面会产生自然龟裂,从而往白色坯布渗

入染料而着色,出现许多或粗或细无规则的色纹也叫龟纹,这些

龟纹就是区别真、仿蜡染布的标准,因为任何仿蜡染布设计进

去的“龟纹”都是有规律可寻的,而真正的蜡染布往往难以寻

找,也找不出完全相同的龟纹来。 绘制蜡花的工具不是毛笔,



而是一种自制的钢刀。因为用毛笔蘸蜡容易冷却凝固,而钢制

的画刀便于保温。这种钢刀是用两片或多片形状相同的薄铜

片组成,一端缚在木柄上。刀口微开而中间略空,以易于蘸蓄蜂

蜡。根据绘画各种线条的需要,有不同规格的铜刀,一般有半圆

形、三角形、斧形等。 蜡染的制作方法和工艺过程：把白布

平帖在木板或桌面上点蜡花。点蜡的方法,把蜂蜡放在陶瓷碗

或金属罐里,用火盆里的木炭灰或糠壳火使蜡融化,便可以用铜

刀蘸蜡作画。 作画的第一步是经营位置。有的地区是照着纸

剪的花样确定大轮廓,然后画出各种图案花纹。另外一些地区

则不用花样,只用指甲在白布上勾画出大轮廓,便可以得心应手

地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浸染的方法,是把画好的蜡片放在蓝

靛染缸里,一般每一件需浸泡五、六天。第一次浸泡后取出晾

干,便得浅蓝色。再放入浸泡数次,便得深蓝色。如果需要在同

一织物上出现深浅两色的图案,便在第一次浸泡后,在浅蓝色上

再点绘蜡花浸染,染成以后即现出深浅两种花纹。当蜡片放进

染缸浸染时,有些“蜡封”因折叠而损裂,于是便产生天然的裂

纹,一般称为“冰纹”。有时也根据需要做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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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蜡染一般都是蓝白两色。制作彩色蜡染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先在白布上画出彩色图案,然后把它“蜡封”起来,浸

染后便现出彩色图案；另一种方法是按一般蜡染的方法漂净

晾干以后,再在白色的地方填上色彩。民间蜡染所用的彩色染

料,是用杨梅汁染红色,黄栀子染黄色。 还应提到一种叫做“

蜡片”的工艺品。在一些民族地区,把未经浸染的蜡花当作装

饰品。她们把这种“蜡片”装饰在头上或服装上。这种工艺

品是白色和黄褐色花纹,色彩谐调,别具一格。“蜡片”的缺点



是蜡花容易脱落,所以在服装上只能局部采用。百考试题收集

整理 蜡染生产绝大多数工序是手工操作,到目前为止,仍然无

法用机械化,自动化来代替。事实表明,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

式来发展蜡染艺术是行不通的。蜡染工厂在生产大批量的蜡

染花布上,具优势。而作为民间工艺品和艺术品的蜡染,往往一

张画稿只制作几张壁挂,甚至于只做一张壁挂。在世界范围内,

“蜡染艺术热”正在兴起,国内国际艺术市场的需求量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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