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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苗族刺绣的色彩表现，是苗族妇女对生活观察、提炼和总结的结果，是审美水平的体现，是智慧的结晶。历史以来，大多数苗

族妇女深居简出，甚至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她们没有具体的色彩理论知识，没有具象的色彩观念，也没有专门的学校教育色彩训练的经

历，但她们在刺绣中的色彩表现却高度契合学校教育的设计色彩的原理认识。学校教育下的设计色彩的运用强调理性分析，而自然状态下创

作的苗族刺绣色彩看似感性的体验，两种不同模式的色彩表现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正因如此，所以贵州苗族刺绣色彩展现的设计色彩原理是

值得探讨和研究的。 

[关键词] 贵州；苗族刺绣；色彩关系；色彩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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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刺绣指贵州苗族妇女根据宗族认知和族群审美意向，以丝

线为载体记录族群历史，并把它绣制在服饰上的表达方式。构成苗族刺

绣的元素可以分解为图案、色彩和构图。其中，苗族刺绣的色彩在刺绣

里占据视觉主导地位，是苗族妇女在生活中历练的结果，代表苗族妇女

审美的水平。苗族妇女对苗族刺绣色彩的感知和运用高度契合了设计色

彩运用的原理知识， 现文章，拟从苗族妇女在无规范化色彩训练的条件

下，在刺绣色彩表达中所展现出来的设计色彩原理关系。 

1 设计色彩原理 

所谓“原理”即意味着规律，设计色彩原理是指在学校专业教育培

养模式下获取的色彩科学认识，是科学认识应用在设计制作中的规律①。 

设计色彩的原理是色彩研究的基本理论，色彩原理是色彩属性、色

彩关系、色彩情感、以及色彩应用规律等的知识体系。掌握好色彩的理

论知识，是运用好色彩关系的前提，是处理好色彩混合、色彩对比以及

色彩调和的表现手法的理论基础，是设计色彩实践的理论指导，是艺术

设计工作者从事设计工作遵循的原则。 

2 贵州苗族刺绣的色彩 

贵州苗族刺绣的色彩是苗族刺绣的视觉主体，是族群之间具有辨识

度的标志。苗族支系繁多，素有五里不同服、十里不同俗的说法②，所

以用于服饰的苗族刺绣的色彩具有一定的模式化的固定，刺绣色彩是族

群区分的载体之一。大多数苗族刺绣的色彩具有颜色鲜艳丰富，色彩对

比强烈，视觉冲击力强的视觉效果，色彩的具体表现是族群内化认同的

结果，是苗族人口传心授的传承，体现了族群的集体意向。 

3 贵州苗族刺绣体现的设计色彩原理 

苗族刺绣的主要创作者是苗族妇女，她们大多数人深居简出，没有

具体色彩理论知识，没有具象的色彩观念，也没有专门的学校教育的色

彩训练的经历，苗族刺绣的色彩看似无意识的创作，但却高度契合学校

教育的设计色彩的原理认识。 

3.1 苗族刺绣色彩的补色运用 

苗族刺绣色彩鲜艳亮丽，色相饱和度高，视觉冲击力强，是苗族妇

女擅长运用色彩补色关系的创造。根据设计色彩原理理论，在色相环上

位置相对的色彩是补色关系。比如：红色与绿色，黄色与紫色，蓝色与

橙色的关系。补色色彩因视觉对比强烈，常常被设计师运用于较强视觉

需求的作品之中，以达到获取视觉吸引力的目的。 

对于对比强烈的色彩运用，设计师们是需要有丰富的色彩理论知识

作为指导，因为强烈的视觉对比会使欣赏产生不和谐的审美印象，为了

避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设计师们会在使用色彩补色时采取一定的色彩

调和方法来达到视觉的平衡。而没有相应色彩理论知识背景的苗族妇女，

在刺绣补色色彩的调和中也运用了与设计师同理的方法。 

3.1.1 调节对比色中一方的明度或饱和度的方法 

对于对比强烈的色彩，如果双方统一在一个明度上，那么可视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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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改变其中一方色彩的亮度或饱和度，能调和画面的违和感。因

为色彩” 亮度、饱和度、色相差异越大，临近颜色对比越明显，可视性

越强③。”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苗族女同胞，在刺绣时也能在有限的丝线

色彩里充分发挥这样的视觉平衡能力，她们使用对比色彩时，不会 同时

使用两个饱和度或明度在同一个程度的对比色，会选择降低一方色彩的

明度或饱和度来实现视觉平衡的效果。 

3.1.2 改变对比色一方面积大小的方式 

对比色强烈的色彩面积同等大时，如果不是特殊含义的需求，这样

的画面效果会给人突兀的视觉印象，设计师会采用改变其中一方面积的

大小来获取视觉审美的舒适感。如图 1，刺绣里的绿色面积和红色面积

不是同等大小，苗族妇女在使用补色进行刺绣时，这样的色彩原理在刺

绣中也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3.1.3 在补色色彩里加入“金、银、黑、白、灰”五色进行调和的

手法 

在补色色彩应用时，设计师们还会使用“金、银、黑、白、灰”五

色中的任意一色来调和补色的不和谐关系。苗族刺绣的补色应用里用金

银线来做调和也是常规方法，图 1 中就使用了金色来调和红色和绿色。 

3.2 贵州苗族刺绣色彩的色调配色体现了色彩原理 

设计师进行配色设计时，首先确定是“体现统一感的配色”还是“体

现变化感的配色”，然后再依据需求挑选相应的配色颜色。体现统一感时，

色彩以相似色为基准；体现变化感时，以相异色为基准。不管哪一种配

色方式，都要保持视觉的平衡和谐。在多种颜色进行配色设计时，色彩

的搭配原理是饱和度强的颜色选择鲜艳色的色调；亮度和饱和度弱的颜

色选择浅灰色的色调；亮度高的颜色选择高亮色的色调④。苗族刺绣作

品里，色彩的色调配色 也体现了这些基本规律，所有的色彩都融合在一

个协调的色彩调性上，使刺绣作品呈现鲜艳而不失典雅，灰调而不失沉

闷，亮丽而不跳跃的视觉效果。 

3.3 贵州苗族刺绣色彩的比例应用体现色彩规律 

苗族刺绣色彩鲜艳亮丽但不跳跃，色彩丰富但不失条理，能把多个

色彩融合在一个作品里而视觉效果依然和谐平衡就是遵循了色彩比例分

配的原则。 

设计色彩原理，对作品色彩数量一般控制在 3-4 个的范围，对色彩

的分配比例有一定的要求。色彩搭配首先依据作品风格确立基准色、再

根据基本色的色性选择搭配的副色和重点色，基准色是设计的主体，颜

色所占比重大概为 70%；副色是基准色的补充增效，比重为 25%左右；重

点色是配色中的点睛之笔，大约占 5%的比列，依次按照这样的色彩比列

搭配，就能处理好多种颜色的配色关系，这就是苗族刺绣作品色彩丰富

而视觉和谐的原因所在。 

3.4 贵州苗族刺绣色彩应用讲究色彩呼应原理 

苗族刺绣里一般使用一个色彩贯穿整个作品，同一色彩在作品里有

2-3 次的出现机率，在视觉上形成色彩呼应关系，增强欣赏的韵律感。

这种色彩呼应的处理方式在设计色彩里也被广泛运用，在平面设计作品

里或室内软装设计，同一色彩在不同地方反复出现能加强色彩的视觉印

象，形成节奏感，达到视觉加强的效果。 

苗族刺绣的色彩充分展现了苗族妇女对色彩的认知，高度的表现 了

苗族妇女的色彩智慧，虽然没有学校教育的训练，但苗族刺绣色彩的使

用却契合了学校教育的色彩原理。一直以来我们都以西方色彩理论知识

作为色彩教学的主导，其实在我们少数民族的刺绣中也能探寻到色彩的

认识原理。苗族妇女从生活中感知色彩，提炼色彩，应用色彩，看似无

意识的行为却处处体现了色彩规律，从这个角度也充分说明人类对色彩

的感知是相通的，苗族妇女用自己的方式从生活中感悟色彩，把所看所

感所思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炼表现在刺绣上，苗族妇女对色彩的认知是

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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