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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杨云以隆林苗族刺
绣项目从 806 人中脱颖而出，成为 20
位首批入选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
持计划的非遗传承人之一。此时，
1980 年 4 月出生于百色市隆林各族
自治县德峨镇的杨云已经从事苗绣
和蜡染 30 余年，她创办“乐秀工作
室”，刺绣、蜡染作品多次获“八桂天
工奖”“百花杯”“金凤凰”“花山奖”金
银铜奖，出版过原创蜡染图画书《百
褶裙》《牛角梳》《百鸟衣》。她是百色
工匠、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全国

“工艺美术行业技术能手”，还是广西
民族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等大中专院
校的民族工艺外聘教师。

据传，苗族没有文字，无法书写
记载，苗族女首领兰娟为了纪念南迁
历程，就用彩线记事的方法在衣服上
刺绣，见山绣山、见水绣水，一缕红色
记录一次血战，一个标记代表一个住
处，待最后抵达可以落脚的地方时，
从衣领到裤脚都绣得满满的，这就是
苗绣的由来。

从此，苗族女人就以布为稿，以
针作笔，以蜡为墨，用苗绣、蜡染“记
事”，把苗族的人文以不同的纹样

“写”在布上，“穿”在身上，“行走”于
天地间，故苗族服饰被称为“行走的
史诗”。

隆林苗族传统服饰由头帕、上
衣、摆裙、绑带及各种配饰组成，融合
了纺织、蜡染、刺绣三大手工技艺。
于苗族女人而言，纺织、刺绣、蜡染是
最基本的生活日常，也是必备的手
艺，但要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则需要

“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历练和“铁杵磨
成针”的信念。近日，笔者走进乐秀
工作室探访隆林苗族刺绣代表性传
承人杨云的刺绣蜡染人生，体验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行走几十万里，学会百余种
针法

苗族传统服饰是苗族历史文化
的“记事本”，是以刺绣、蜡染出不同
的纹样进行传承表达：大圆圈及圈外
的点是太阳纹代表太阳，横纹表示河
流，卷草纹代表花草生长，鱼骨纹因
位置、长短不同，分别代表稻谷、油
灯、攀梯，骨头纹是为了纪念恩人：
狗。传说，在灾荒年代，是狗到天上
找到粮食救了族人。形态各异的弧
形纹是祭祀场景和表示马牛羊的足
迹，无数回环式的方形纹、几何纹是
祖先曾经拥有的村庄、城市，云纹、水
纹、波纹、菱形纹是田地和劳作场
面。各色丝线花草是宽广无边的土
地及万物，黄色代表稻田，白色代表
河流，黑色代表篱笆，黛色代表炊烟。

这些不同纹样像密码一样吸引
着杨云，她从小就暗暗下定决心，要
成为民族“历史书”最优秀的书写者
和传承者。

16 岁那年，因为母亲过世，初中
毕业的杨云放弃学业，在隆林各族自
治县德峨镇的集市上，一边靠着刺绣
蜡染手艺挣钱供二姐杨斌上大学，一
边在“纹样密码”中编织书写梦想。

传统的东西如果无法融入时代
的元素，就不能吸引大众的眼光，终
究没有持续下去的生命力。基于有
了这样的认识，杨云在2002年第二次
走进课堂，到南宁进行了一年的服装
专业设计培训，然后到广东汕头从事
服饰、布偶、印花设计制作和产品销
售。2009年，杨云回到南宁成立了乐
秀工作室，并无数次前往贵州、云南、
湖北、湖南等地拜访手艺人，潜心研
习苗绣针法和蜡染，还积极参加各种

竞技比赛。
“参加比赛就像照镜子，能看到

自己的不足，能看到别人的优势和长
处，能提高眼界和技能。”杨云说。

21 年来，杨云行走几十万里，拜
访了数百位手艺人，购买了几百件刺
绣蜡染物件，学会了百余种针法，掌
握了不少蜡染技艺，刺绣蜡染作品

《富贵呈祥》《云起龙骧》《地戏脸谱》
等多次获得大奖。

“故”与“新”融合，让传统“接
轨”时尚

杨云收藏了500多件（套）全国各
地苗乡的刺绣蜡染物件，从中不仅学
会了针法，弄懂了各种纹样承载的历
史文化，还找到了传承、创新的思
想。服饰《窈窕》《苗与时代》等作品
中的绣饰、蜡染部分设计灵感正是来
自那些收藏物件，针法、纹样也融入
了时尚的创新思想，使款式、色彩、纹
样“表达”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这
两件作品分别在 2018 年、2020 年获

“八桂天工奖”银奖，《苗与时代》还获
得第十四届“中国-东盟青年艺术品
创作大赛”铜奖。

将民间故事与古老的苗绣蜡染
及服饰文化相结合创作，并以图画绘
本的形式呈现，这是杨云和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吴烜一次大胆的、全新的尝试，为苗
绣蜡染的“故”“新”融合写就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牛角梳》《百褶裙》《百鸟衣》是
杨云和作家吴烜共同创作的3本图画
绘本。吴烜负责对传统故事进行全
新创作，杨云负责用苗绣蜡染表现，
这在广西尚属首次，并取得了诸多荣
誉：《牛角梳》《百褶裙》入选2023年农
家书屋重点推荐书目。其中，《牛角
梳》长卷入展最美小康路——中国西
部民间工艺主题创作展；《百褶裙》成
为 2022 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
创插画展唯一一组以非遗技艺为插
画的入展作品。中国民族博物馆副
研究员贺琛说，《百褶裙》是一本非常
优秀的童书，将苗族的非物质文化编
绘成生动有趣的故事，既有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也符合传统文化的价值
观，能提高儿童对民族传统艺术的感
受能力。

“把苗族传统故事与民间技艺结
合起来，做成独一无二的图画书，让

孩子在全新的阅读体验中感受非遗
的魅力。”吴烜说，这是一次蜡染和刺
绣在原乡、参差、输出之间的完美表
达，既可以作为一件艺术品愉悦身
心，也可以成书教化一方。

留住“故”魂，融入“新”思，让每
一个手艺作品的内涵和外在都具有
地域特色和独一无二的思想性。这
是当下苗绣蜡染的生命力所在。

在贵州安顺天龙屯堡采风时，杨
云对傩戏“脸子”（傩戏表演者按角色
戴的彩绘面具）产生了兴趣，决定用
自创的“3D 立体垫高绣法”绣一幅既
有 贵 州 风 味 又 有 广 西 味 道 的《脸
子》——在苗绣剪纸垫绣的基础上，
用棉花代替剪纸，一层一层地把需要
凸出的部位垫出一定的高度（最高垫
到3.5厘米），然后再施以各种针法进
行刺绣。这幅用时一年多、实现苗绣
与傩戏“脸子”融合的作品《脸子》，在
2019 年荣获“八桂天工奖”刺绣类银
奖。

另外，杨云从兽头门环中获得灵
感，将龙之九子铺首衔环的形象移植
到女式手提包上，靛青染的布面、多种
针法绣的龙首、铜质圆环的手提，代表
着“福寿圆满”的象征意义，在泰国展
出时很受关注。她还利用蜂蜡可熬出
多种颜色的特性，创作了不少蜡版
画。其中，组画《感党恩·苗家儿女的
小康生活》就以蜂蜡从淡黄、棕褐色至
黑色等十几种颜色将桂西苗家人勤劳
致富、百鸟共贺建党 100 周年的场景
以回归质朴的颜色呈现。这幅透着泥
土芳香和蜜蜡清甜的作品获得 2021
年“八桂天工奖”银奖。

用心传承，让苗绣蜡染不再
遥远

与其他非遗传承人重在发挥非
遗项目的经济价值不同，杨云更多的
是专注于推广、分享、传播非遗的文
化理念和培训苗绣、蜡染的手艺，让
更多的年轻人因为热爱而来学习、传
承。

重要节日，参加交流活动、外出
讲学，或是开展团建、研学，杨云都会
穿上一身纯手工制作的隆林偏苗服
饰出行。“做这些活动，我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杨云说，站在人群中推广、
分享、传播、培训苗绣蜡染技艺时，一
身绚丽的衣裙能明确地表达“‘我’有
多么精彩”，无声胜有声地传递什么

是非遗，非遗好在哪里？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现“黔西市”）
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时，精美的苗族传
统服饰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苗绣
既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你们一针一
线绣出来，何其精彩！”

习近平总书记用“精彩”二字形
容苗绣，使杨云很受鼓舞。“现在的苗
绣不仅仅是苗族人的‘历史书’，是国
字号非遗项目，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口
中既能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同
时也能为产业扶贫、为乡村振兴作出
贡献的产业。”她说，习近平总书记对
苗绣的关心关爱，唤醒了大家的民族
文化记忆，让她觉得责任重大。

“苗族没有文字，苗族的文化传
承与发展由妈妈以刺绣蜡染的方式
传承给女儿。女人们身上色彩斑斓

的纹样就是苗族的史诗传承，也是苗
绣蜡染的灵魂所在。”杨云一边说一
边分享从母亲那里传承下来的文化
密码，和她在学艺时寻找、感悟到的
历史文化、背景、故事，以及在非遗传
承道路上的感想和体会。

只有通过传承和创新，才能让承
载数千年民族记忆的苗绣、蜡染赋予
更多的新时代意义，才能激发更多人
对民族文化的求知欲和探索欲。陆
雨琼、张月梅、陈红英、龙腾……这些
都是杨云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和大中
专院校教学中带动起来的学徒。对
于学艺人，杨云都倾囊相授，像当年
母亲、姐姐指点她一样，一边传授技
艺，一边讲述“纹样密码”，还一起创
作作品参赛、参展。“创作作品参加比
赛是对自己技艺不断打磨精进的一
种重要推力，获奖和入展最能提升自
信心，也是最低成本的宣传，而且效
果也最好。”杨云说，陆雨琼已经掌握
了 30 多种针法，作品《花团锦簇》在
2019年获得“八桂天工奖”鼓励奖，其
他人也各有所成，有的已拥有了自己
的店铺，有的也跟着她积极参与非遗
传承活动。

从市、县、乡（镇）到村（社区）的
培训班，从新阳路小学到广西民族大
学的课堂，从“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
华”展演到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交
流，杨云一直坚持用教学和作品展
示、宣传、推广着非遗文化。她说，有
了民间手艺人和协会、公司、馆、坊的
主动参与，苗绣蜡染才能有生生不息
的传承。

传承传统手艺，弘扬民族文化，杨
云她们一直在路上。未来，她们会与
更多的大中小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和
同行合作，在产品创新、市场化运作方
面做更多努力，以指尖经济推动指尖
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会努力
把已掌握的100多种苗绣针法和蜡染
技艺，以文字、视频、图片和物件的形
式留存下来，让技艺在传承中永生，让
苗绣蜡染在传承中越来越精彩。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卢思雨

用心“守艺” 让苗绣蜡染不再遥远
——记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入选人杨云

▲身着隆林偏苗服饰的杨云向学生们教授蜡染技艺。

▲杨云（中）展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