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娃崽背带艺术特性的体现

生活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刀

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方式，女性在日常生活和生

产中担任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妇女在结婚生育

之后，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农田劳作，聚会赶

集都会用一床精美纯手工刺绣的背带把孩子

背在背上，滕出双手干其他活动。[2]趴伏在母亲

背上的孩子跟随母亲游走于田间小道、闹市街

头，展示着一幅幅母爱子欢的温馨场景。背带

作为妇女们养儿育女不可或缺的工具，有着特

有的实用功能，其造型也有着独特之处。以水

族背带的式样为例：一床背带由背带心、背带

肩、背带手、背带脚、背带尾等几部分构成。[3]从

外形上看颇像一个伸开双臂拢孩子在怀里的

母亲，相对于以黑色等深色主要的里料，背带

外侧用鲜艳绚丽的刺绣图案像是提醒着周围

人群背带里有一个孩子，美观的同时达到警示

的作用，同时色彩斑斓，鲜活生动的图案纹样

也吸引着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让他们能

自然而然的接受背带，不会害怕抗拒。巧妙的

心思让看是普通的娃崽背带完全达到构成形

式和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背带均由手工制

作，尤其是背带正面装饰的图案纹样，集中结

合多种刺绣手法，穿针引线中融入紫、红、绿、

蓝、橙的五色线或绒线，运用着本民族特有的

审美视角，给世人一幅幅或是平面或是立体浮

雕的图案。其装饰纹样结构表现得更为严谨规

律，体现出节奏与韵律的理性美，[4]充分体现了

水族妇女的智慧和审美情趣。

2“奢华”文化的体现

2.1 承载多元化情感

背带作少数民族地区世代传承的民俗风

情手工品，妇女们往往在上面花费最多的精

力，投入最多的感情，区别去其他最根本的一

点就是作为爱的承载工具，它寄托着几代人的

美好祝福和希望。多元化的情感，让它本身脱

离简单生活用品的角色，成为“辈辈相传”的传

家宝。

背带作为母亲和孩子亲密的联系，通过它

延绵传承天地间无私的爱，往往家中大哥用完

传给小妹，小妹用完传给小弟一个接一个直到

用到破旧不堪才会被母亲锁入箱中，不会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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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弃。西南少数民族中有着自己的风俗，背带

是子女的护身符，不能留入外人手中，这样以

求确保小孩的魂魄不会丢失，健康成长。

仫佬族的娃崽背带却是由外婆缝制，当女

儿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外婆就会带上准备好的

贺喜礼物和绣有五彩丝绒线绣的背带来贺喜，

代表着祖母们心系女儿们的后代，表达出外婆

对于外孙的关爱。小小的背带凝聚着孩子、母

亲和祖母三代的情感，表达出祖孙同根同脉的

亲情。广西壮族地区送背带更为隆重，几乎全

寨出动，祝酒唱歌送出祝福，表达全族人的美

好祝福，情系两家的感情，缔结家族根系的传

统风俗。

2.2 繁琐的工艺，精湛技艺的展示

女红不仅是少数民族地区妇女日常生活

资源的来源，也是评判妇女美德的重要依据，

自古以来成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认

同的有效途径。妇女们从小就在长辈们的悉心

教授下学习刺绣，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和开阔

的思维能力，让她们练就出从山涧地头、天地

万物、日常生活中吸取元素，融入到刺绣纹样

之中。

背带特殊的用途，让她们花费更长的时

间，投入更多的感情。背带结构简单，但制作工

艺过程漫长，费工费时，图案纹样凸显奢华之

气，水族的马尾绣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5]水族

马尾绣是一门水家人传承了上千年的技艺，制

作过程异常繁琐复杂, 出来的成品华美精致,

经久耐用，让人叹为观止。它在制作是要先将

各色的丝线缠绕在马尾上，再在早就准备好的

手工花色布上刺绣出行色各异的纹样。小小的

背带几乎会囊括水族妇女世代相传的所有刺

绣技能，包括绣花、挑花、补花、梭花，刺绣的手

法有平绣、挑绣、十字绣、绒绣、打仔绣等。[6]妇

女们倾其所有高超技艺，创作出一条既有使用

价值又有着精湛技艺的艺术珍品。

3“朴素”文化的体现

3.1 实用价值的展现

可以说背带是张移动的摇篮，将小孩背在

背上，母亲到哪里就会把孩子带到那里，随时

满足孩子的需求，吃奶，换尿布，玩耍都能第一

时间知道，并作出及时的反应。孩子趴在妈妈

的背上，在妈妈的走动摇晃中进入梦乡。解下

的背带可以给孩子当被子，在田地、山坡上停

留时又可以铺在地上，当作孩子的垫褥。对于

生产能力相对低下、居住于偏远地区的人们，

妇女担负着繁重的农活和家务，背带成功的解

放出妇女的双手，让她们在照看孩子和生产生

活中游刃有余，让人不得不感叹她们的勤劳和

智慧。

3.2 生育观的奥秘

按文化学理论，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

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了人

类的行为文化。[7]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中，儿孙

满堂、人丁兴旺是每个种族所期盼的，简单而

朴实、象征着后代昌盛繁衍的信奉观潜移默化

地以各种造型的图案纹样赫然的出现在各个

少数民族的服饰上。娃崽背带承载的是家族的

希望，这种情感表达地更加强烈。壮族背带育

儿上大量出现一种纹样，被世人称之为“龟蛇

纹”“乾坤孕蛙图”。“乾坤孕蛙图”是壮族生殖

崇拜和传统公母观的体现，也是壮锦一个独特

高超的艺术创造。[8]

民族艺术品属于实用艺术，来源于生活，

创作于民间，流传于民间，丰富于日常生活。少

图 1 壮族“乾坤孕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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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的宗教崇拜主要来源于大自然，它们以

各种形态出现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以人们熟

悉的样式色彩影响着她们。在壮族文化中背带

上青蛙完全脱离原自然型，抽象的曲线造型更

像赋有特殊寓意的符号，蛙纹两蛙重叠，一公

一母寓意交配生育，青蛙两腿分开，双臂支撑

两旁，头顶类似辫子的装饰物，腹部和腰部向

外凸起，显然是一位孕妇的模样。女性孕像象

征着生命孕育出来即将有新的生命来到世间。

壮族先民也追求家族兴旺，青蛙生命力旺盛，

多产多子，又是生产劳作时常见的生物，无可

替代的成为他们民族审美的个性。寓意丰富的

民族图案纹样基本上都来源于各民族的日常

生活，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通过成百上千年

的演变流传至今，才成为经典纹样保存下来，

其中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3.3 育儿观念的自然展露

背带孕育着孩子，培养着孩子和母亲之间

深厚的感情。孩子自从出生后，脱离了母体对

他的保护，背带的设计就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

联系的延续，是母爱从没有过间断的表现。仫

佬族娃崽背带由四部分组成，背带手，背带帽，

背带臀，背带心。前三部分能确保孩子能舒服

的趴在母亲身上，能遮风挡雨，安心睡觉。“背

带心”的四周用黑、红、蓝三色的布边形成一个

“回”字镶边，正中心是一块方形的手工织布，

织布用五彩绒线绣成，里面有各种花、树、鸟图

案，形象栩栩如生，光彩夺目，蕴含了仫佬族人

对孩子的殷切希望。色彩斑斓的五彩绒线刺绣

绣出生动活泼的纹样，吸引着年幼的孩子，让

他们自然而然的包裹在背带中，仫佬族人遵循

孩子们心理成长的过程，从而满足孩子的需

求。

3.4 简朴的民族文化内涵

远离闹市，深居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大

部分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作为记录历史文

化的一种方式，服饰图案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和作用。“言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中国传统

的文化在一幅幅精美的背带刺绣上有着完美

的体现。襁褓中稚嫩的生命需要保护，长辈带

着祝福，一针一针融入背带上，祈祷孩子能健

康成长。民间服饰中的辟邪现象体现了民间驱

邪求吉的生存心理，它以各种物化的形式在民

间服饰中表现出来,使民间服饰成为辟邪意识

的直观载体。在刺绣纹样的过程中，还会镶嵌上

铜镜、银饰等反光装饰品，寓意辟邪招福。承载

着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的背带护佑着孩

子们，并希望他们在吉祥纹样的庇护下健康成

长、子孙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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