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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兰卡普的艺术特征和文化价值 

曹 啸     2008-09-09 13:22:22 
 

 

内容摘要 ：在长江三峡地区清江流域的长阳、恩施、巴东。酉水流域

的酉阳、来凤、龙山以及巴蜀腹地的黔江、秀山、石柱等地的土家儿女

善于手工织绣，创造了叫“土花铺盖”的艺术品，即“西兰卡普”。它

的直接用途，即作为日常用品的装饰――铺盖、服饰、佩饰等。可分为三

类：具象纹类、纯抽象几何纹类、文字纹类，反映西兰卡普的整体风

貌。它的特征笔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独特丰满的图饰；二是

斑驳的色彩；三是丰富多元的内涵。通过分析西兰卡普这些独具魅力的

用途和艺术特征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西兰卡普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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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兰卡普概述： 

  

“西兰卡普”又称“打花铺盖”，它是一种土家锦。以其独特的工

艺和美妙的构图被列为中国五大织锦之列。它是在机床窄小的土织布机

上，用蓝、黑、红、白等色棉线为经，用各种色彩的丝、棉、毛线为

纬，采用挖花工艺手工挑织而成的。具有粗犷洗炼、结构饱满、色彩艳

丽、图案奇特的艺术效果。是土家族民间艺术的精华。西兰卡普的图案

多用象征和抽象表现的手法，直线造型，连续对称，呈单一型的演进变

化。其传统图案即达二三百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物象的图

案、禽兽、家什器具、鲜花百草；二是各式几何图案花纹，最常见的是

“”字图，单八勾、双八勾等等；三是文字图案，如喜、福、寿等。这

些传统纹样图案多取材于土家族的生活。如虎豹麂鹿的斑纹、锦鸡的彩

羽、云彩的云钩、水波的曲钩、拱桥的弯钩、梅花钩，还有蝴蝶扑牡

丹、双凤朝阳、喜鹊闹梅、土王五颗印、迎亲图等。近些年还推出了摆

手舞、母子情、湘西行、姊妹舞、熊猫图、月是故乡明、湘西边城等

等。这些图案设计独特、造型奇异、生动逼真，真实地反映出土家族的

生活、历史、风俗习惯等，表现了土家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西兰卡

普十分注重色彩的对比与反衬，强调一种艳而不俗、清新明快和安定、

调和的艺术效果，体现出了土家族豪放、粗犷、大方的民族性格。 

  

二、   西兰卡普用途及分类： 

  

作为土家族的传统文化物象，西兰卡普和土家人们的生活是密不可

分的，一方面它是土家族民族的标志象征，另一方面它在土家人的日常



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用途，按照其用途特点西兰卡普可分为铺

盖、服饰、佩饰三大系列。 

（一）、在土家族人们的生活中，西兰卡普被广泛的用于铺盖的盖

被，是重要的卧具之一。作为卧具也派生了许多其他用途，例如，作节

日的活动用具、在跳摆手舞时须披“西兰卡普”，作舞蹈的饰品。有的

则在敬神时用作香案上的帏子，为宗教活动服务。战场上军队也用西兰

卡普作为仪仗、巾幡。这些都与社会、宗教、礼俗有紧密的联系。 

（二）、西兰卡普的另一个用途就是作为土家族传统服饰，据沈从文先生考证，八

幅罗裙是正宗的土家装。罗裙以不同颜色织绣而成。过去土家男女不穿袜，兴打绑腿，

男子穿对胸衣，双排十一扣，俗称蜈蚣扣，袖口、领口及裤管末端加花边；衣料多为自

纺自织的青蓝土布或麻布，土家男女一年四季都戴头巾，男人以青、蓝、白或条纹布为

主，包成人字形；将裤筒裹成人字形，配以布鞋或草鞋，十分精神利索，这是土家兵战

争装束，有“兵农合一”传统制度的痕迹。土家族服装女子穿衣服以青、蓝、白、印花

布为主，右开襟，袖大而短，饰花边，挂银铜佩饰，下穿八幅长裙或肥长裤，长裤在裤

腿边沿有宽带式花纹饰。发挽髻，女人则多为青丝帕或白印花头巾缠头。丝帕薄如蝉

翼，最长达七、八米，是妇女终生陪伴之物，死后必以帕缠头入葬。未出阁少女着花

衣，讲究大红大绿；小孩喜戴菩萨帽、虎头帽；男鞋多为青蓝布，女人穿绣花鞋；姑娘

出嫁时必穿“露水衣”，上着鲜艳花绣衣，下着八幅罗裙，与老土司八幅罗裙有异曲同

工之妙。改土归流之前西兰卡普的主要用途是男女日常服装。至于作为嫁装的土花铺盖

是明清之际盛行的。 

（三）是佩饰。如背包、挂包与锦袋，也是应用西兰卡普独特工艺缝制，色彩鲜

艳，构图奇特，图案别致。此外，也有作床罩、窗帘、桌布、椅垫、艺术壁挂、枕巾、

脚扎被、茶几垫、桌围、绑腿、壁挂等。 

 

三、西兰卡普的艺术特征： 

 

土家锦质地厚重，色彩艳丽，花纹变化多端。内容由传统的花鸟虫兽发展到现代的

风情图案，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在我国民族织锦艺术中独树一帜。

作为土家族标志性民间美术品除实用以外，也有一些其它的功能；如宗教祭祀活动。如

审美的精神需要，有的把编织西兰卡普作为一项有益的美术活动。人们通过设计、创

作、欣赏、评价等一系列活动，表达到美好社会的热爱与对生命崇尚以此来享受美术的

快乐。年青人也以此为信物，表达对情人的爱恋之情。西兰卡普在某种意义上是传承与

发展土家文化艺术的代表物之一，受到国内外爱好收藏者的青睐与珍藏。国内土家女刘

代娥长期坚持挖掘传统图案，设计创作许多精美的现代作品，她坚信西兰卡普是士家儿

女奉献给人类的宝贵的遗产。 

  最初,先民们只是为了实用把这些日常所见所思的东西描绘到织品之中。之后,逐渐

自觉的进入审美规范，成为人们目前见到的“西兰卡普”图像。其图案有以土家历史题

材的，如“八虎抬印、四凤抬印、土王五颗印”之类；有以生活风俗为题材的，如双凤

朝阳、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福禄寿喜、鲤跃龙门、五子登科、鸳鸯戏水、野鹿含梅、

老鼠娶亲等。有以自然风光为题材的，如三峡风景、张家界风光、土家吊脚楼等；也有

以动、植物为题材的，如猴儿花、虎头花、猫脚迹花、狗牙齿花、玫瑰花、菊花、月月

红、月亮花、太阳花、九朵梅、牡丹花、虎皮花、桌子花、椅子花、万字花、寿字花

等。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草鸟兽，以及生活用品、故事、文字、习俗等二百多种。目



  前，能常见的西兰卡普实物有一百三十多种。它的分类有多种说法，已故著名的美术史

家阮璞先生在“土家美术史”中，把它分为三大类。即：自然物象图案的；几何形图案

的；文字图案的。认为几何纹图案占绝大多数的比重，并且与自然物象交融、影响、融

合。自然物象通过提炼趋向几何纹图案，几何纹图案也有许多自然痕迹可见。湖南研究

者认为应分六大类：动物题材；植物题材；日常用具题材；抽象几何纹；文字题材；天

象题材。也有的学者认为分四类：鸟兽类；家具类；意象吉祥；文字类等等，这些特殊

的文化内涵赋予了西兰卡普独有的艺术特征。 

一是独特丰满的图饰。西兰卡普图案的独特丰满表现在：许多小块菱形图案并排充

满全部作品，如四朵梅，燕子花，六乔花等，有的是大块的单独纹样充塞全幅如四十八

钩、大岩墙花等，还有较特殊的图饰有“小实毕”、“万字流水纹”六边形四方连续的

“小蛇花”、“千丘田”等，图案的丰富、饱满、独特是西兰卡普的一大特征，使之立

于我国众多名锦之列。西兰卡普给人一种抽象神秘的感觉，于简明中见繁复斑斓，敦厚

中有绚丽浪漫。峡江地区的巴楚民众信神好巫，其艺术风格多诡谲神秘；巴人的器物敦

实简洁，楚人的器物绚丽流畅。西兰卡普的主体纹饰繁复绚丽，方直的线条组成流动的

韵律，蝶形纹饰的安排又显得简洁朴实，对比中有和谐，和谐中有反衬对比，显得自自

然然而又匠心独运。 

二是斑驳的色彩。西兰卡普斑驳的色彩是历代对西兰卡普的评价，也是它的重要特

征。西兰卡普的色彩表现为悦目鲜明。是发自本能的创造性成就，对比强烈而又和谐自

然，用最强的音符敲击人类的感观，达到传达作品图像的目的。由于土家族的织锦工艺

是在母教其女，姊传其妹。长授其幼的方式下，代代相传，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一

整套独特织锦技术与用色彩表达自然物体的方法。“黑配白，那里得！红配绿，造不

出。兰配黄，放光芒”。这是色彩学上关于对比色的最精辟的表述了，关于西兰卡普的

色彩，首先，斑驳陆离的艳丽之色，强烈的色彩对比，使人眼花缭乱，耳目旋晕。特别

喜用大红、大绿、黑白衬托钩边。其次，就总体土锦而言，专用红色、暖黄、肉色等以

暖色倾向为主色调。具体到每件作品，也有极个别以冷色为主的，如“小实毕”是以偏

冷的深色为底色，反衬出暖色调的鲜艳纯色，显得深沉而又浓烈亮丽，与早期楚人的漆

绘颇为相近。其中透出的纯朴神秘和浓烈的情感，正是千百年来峡江地区民众的心灵写

照。深兰、深绿、间杂淡红、白色构成一幅非常优美的图案。另一幅“阳雀花”也是如

此。但大多数还是暖红为主，如“台台虎”、“船船花”、“马毕花”以及“四十八

勾”“六乔花”等等。最后，在土家织锦中也有素色的，给人宁静，甜美的感觉。如

“万字流水纹”是用淡蓝色做底，略深的蓝色作万字流水改，图案单纯，颜色素静，设

计精巧。总之，西兰卡普因为它的图案复杂，色彩种类较多，斑斑点点艳丽无比。以黑

色衬底、白色勾边，又以不厌其烦的小纹饰填满各色图块，形成视觉的强刺激，对比强

烈而又和谐自然，用最强的图像敲击人类的感观，传达作品热情、激烈、复杂的情感。 

三是丰富多元的内涵。西兰卡普传统图案有二百多种，目前已知的约有一百四十

种，能见到的实物在一百二十种之多。图案有天上日月星辰，地下花草鸟兽，以及日常

生活用品等。西兰卡普图案受多种文化浸润，早期受巴、楚文化的影响，如台台虎、蛇

斑纹、大蛇花等明显与巴文化的图腾有关。又如塔形人字纹、龙凤纹饰，在楚国出土的

织锦中也能找到源头。还有，以巴楚文化为其主要源头的峡江地区，自秦汉以后，从政

治、经济、文化上逐步接受汉文化先进思想。明清“改土归流”以来，“客家”进入土

家族地区，汉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土家织锦中的图案装饰也吸收了很多汉族及其他少

数民族的图案纹样，形成独具特色而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如“老鼠迎亲”、“龙

凤呈祥”、“鲤鱼跃龙门”等，有的还使用一些汉语吉祥用语为主体图案，如在一床被

面织锦中，织上了“当朝一品、富贵双全、金玉满堂、松柏同年、长生不老、寿比南

 



山、福如东海”等大量吉语。运用汉字为主体图案，容易造成单调呆板的后果，此幅的

设计制作者却巧妙地运用字体的大小、宽窄，以及用色的冷暖、明暗等变化，造成斑斓

富丽的艺术效果。“十”字形图案的应用，有避邪的意思。再如土家服饰的汉化，彭公

爵主作汉皇的服饰、汉字纹的流行等等。所以说西兰卡普图案的丰富多彩，是多元文化

发展的结果。形成以上诸特征的西兰卡普是基于土家人民长期生活积累与不断探索的结

果。反映他们对世界的态度与民族雄强质朴的性格。偏爱与需求也是西兰卡普形成独特

风格重要动力。土家人的稚拙，集中反映在最喜爱的喜庆的图案上，凤踩牡丹，喜鹊闹

梅，双凤朝阳等，土家族男女偏爱五色斑斓的服饰彩衣。 

 

四、西兰卡普的文化价值：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在整个民族工艺文化中占主要地位，对

见证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有独特的价值。  

  第一、文化艺术价值：土家织锦体现了湘西北土家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充分

反映了土家民族的审美情操和民族意识，敬重先祖英雄，崇拜天地自然，以独特的方式

显露出土家人的物质文化属性。成为世人了解土家民族的品牌形象，研究土家文化的重

要窗口。  

  第二、社会历史价值：土家织锦的历史渊源和其发展也是土家地区社会发展历程的

缩影，是传统土家社区生产力发展的写照。它以丰富的图纹形式讲述着古老文明的历史

进程，被称之为“写”在织物上的土家历史。  

  第三、民族学价值：土家织锦与土家语言、土家民俗共同构成了土家族最显著的标

志，影响着整个土家社区。而土家织锦又是其中唯一能固定时空，跨越历史长河的平面

直观的视觉形象，通过对其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土家文化的魅力。 

  第四、科学价值：“经花”是中国最古老的织花工艺，早被时代所取代，而土家花

带却给现代展现了一个“通经通纬”的“经花”典型，有织造“活化石”之称。西兰卡

普的腰式斜织机与二千多年前汉代的斜织机惊人相似，其杠杆的原理，综线的运用等都

为今天研究织造科学的进程提供了现实依据。  

  第五、传承利用价值：土家织锦在中国工艺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集各类织锦之

长，兼容包纳，有着极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传承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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