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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丰富且深

厚，苗族银饰是重庆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极具民族特色。本文从分析苗族银饰装饰纹

样的艺术特征入手，挖掘其文化内涵，设计

提炼，并运用到现代文化创意设计之中，以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一、研究背景

（一）重庆苗族的起源与发展

重 庆 苗 族 起 源 于 始 祖 蚩 尤 ， 是 “ 九

黎”“三苗”的后嗣，繁衍生息于渝东南的

武陵山区，现主要聚居于彭水、酉阳、秀山

和黔江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涪陵、万盛、石

柱、綦江等区县也有零星人口。［1］该区域

处于巴文化、湖湘文化和黔地文化的融合

区，创造了大量璀璨的民族文化遗产。在苗

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银饰技艺就是其

中之一。

（二）重庆苗族银饰的起源与发展

苗族先民因战乱迁徙频繁，为了财产携

带方便，遂将贵重物品换成白银，打制成首

饰带在身上，从此银饰成为苗族生活的重要

组成。其次，苗族先民认为银饰有辟邪祈福

的作用，因此对银饰品特别钟爱，促使了苗

银的发展。苗族银饰始于战国，明清日渐成

熟，到民国达到了鼎盛时期，沿袭至今，是

苗族社会演进的缩影。

重庆苗族银饰的锻制工艺，主要集中

于彭水、酉阳、秀山和黔江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早在春秋战国时彭水地区就有了技艺颇

高的青铜锻造技术，彭水苗族的先民还制造

了加工考究的虎钮錞于、编钟等青铜器。银

饰制造一脉相通，融合了中国青铜器锻制的

娴熟技艺。2016年，重庆苗族银饰锻制技

艺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锻造

技艺再一次得到了肯定。重庆苗族银饰既是

本土文化的缩影，更承载着丰富的审美、民

俗观念和宗教观念等民族文化内涵。

重庆苗族银饰品种多样、造型精美、

工艺繁复、绚烂多姿，蕴含着苗族民众特

有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等丰富的民族文化

内涵，承载着苗族的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

功能。［2］

（三）重庆苗族银饰的差异性

重庆苗族银饰与湘黔滇等地苗族银饰有

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差异性主要来源于重庆

苗族民族文化形成建构本身所具有的多元特

征，与土家、汉族等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

文化互动采借突出。

另外，重庆苗族银饰本土纹样造型受巴

文化和巫文化的影响，纹样设计审美打破了

儒教的束缚，超脱自然，充满神性的张扬和

丰富的想象力，是苗族本土文化的体现。

二、研究方法及框架

（一）研究方法

1. 文献归纳和综述法

参考相关的文献资料，收集并整理了重

庆苗族的各种地方性民族统计资料。在对重

庆市苗族史资料大量翻阅的基础上，总结了

重庆市苗族银饰的历史渊源，探讨了其传承

的内部动机。

2. 田野考察法

重庆苗族聚集区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

料。调查内容分四个方向，一是收集苗族银

饰的造型及纹样资料；二是了解苗银技艺的

主要工艺和流程；三是对银饰技艺传承人进

行访谈，整理口述资料；四是了解当地苗族

民俗风情。

3. 图像研究法

对苗族银饰造型进行综合研究。从不同

造型特点、风格特征、构成形式、苗族本土

文化等多层面和角度分析重庆苗族银饰图案

的文化内涵，为苗族银饰纹样的文创产品设

计提供内涵支撑。

4. 实验探索法

以前期总结的理论体系指导文创产品设

计实践。筛选苗银纹样元素，融入现代设计

理念提炼设计，探索本土纹样在文创产品设

计领域运用的可能性。

（二）研究框架

研究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1）重

庆苗族银饰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通过田野

调查，走访重庆苗族主要聚集区，进一步

收集、整理、研究苗族银饰的发展变迁；

（2）重庆苗银纹样的文化内涵研究，通过

对苗银纹样的梳理，完成对苗银纹样的文化

艺术研究，重点分析其艺术特征，如题材种

类、构成方式、形式法则以及历史文化背

景，并归纳其艺术语言，研究其银饰纹样的

变迁与发展；（3）重庆苗银纹样元素的提

炼，从民族本土文化入手，筛选具有重庆苗

族特色与文化识别度的元素，对其进行一定

形式的提炼，使其成为识别度高的本土时代

性的文化符号；（4）重庆苗族银饰文化的

创新传承路径探究。

三、研究意义

以重庆苗族银饰文化为渊源，开展文创

产品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重庆地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通过基于重庆苗族银饰本土纹样的文

创产品设计实践，将苗族银饰元素融入文

创产品设计，对推动重庆文创产业的发展

有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我国文创产业提供

新的思路。

（二）有利于促进苗族银饰文化的发展

通过基于重庆苗族银饰本土纹样的文创

产品设计实践，一方面文创产品设计赋予苗

族银饰新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也为民族饰

品的市场化设计再造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

手段。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苗族银饰的文

化和历史，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三）有利于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

通过基于重庆苗族银饰本土纹样的文

创产品设计实践，有利于弘扬和传承民族文

化，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

展，更有利于促进文化繁荣，增强民族文化

自信。

（四）有利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通过基于重庆苗族银饰本土纹样的文创

产品设计实践，借助当地特色民族旅游，文

旅结合，促进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产业开发，

使文化脉络深入到民族文创产品的开发中，

对苗族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不失

为乡村振兴的一种新思路。

四、研究流程

（一）重庆苗族银饰纹样的艺术特征分析

重庆苗族银饰，装饰纹样构图精巧，造

型多变，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独特的形

式美感。对苗族银饰的图形特征审美分析

可以从它的纹样造型、构成形式、形式规

律、表现手法和文化内涵多个方面进行解

析，见表1。

纹样的造型种类

1. 植物纹样

植物纹样是重庆的苗族银饰常见的装饰

纹样类型。植物纹样分三类：花卉纹样、果

实纹样和藤蔓纹样。其中花卉纹样最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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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其他民族艺术的

保护与传承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

饰文化，文创产品设计

Abstract: Objective: The Miao nationality silver jewelry forging technique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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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纹、牡丹纹、莲花纹、梅花纹、菊花纹、

栀子花纹等。其中花纹不单单是指具象的

花，并且泛指难以辨别其种类的纹样，［3］

这类装饰纹样常在女性头部饰品上使用。

牡 丹 纹 、 莲 花 纹 、 梅 花 纹 这 类 纹 样 一 方

面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

因其所代表的美好品质而被选择。果实类

纹样次之，有桃纹、石榴纹、柿子纹、葫

芦纹、佛手纹、松塔纹、茄子纹、豆荚果

纹、小米穗纹、芝麻花纹等。［4］因为这类

植物高产多子的特征被赋予生殖崇拜的文

化内涵，将其用于银饰的装饰纹样中以暗

喻希望子孙后代绵延不绝，人丁兴旺。第

三类是藤蔓纹，包括藤纹、竹节纹、卷草

纹、螺旋纹、三角枫叶纹等植物藤蔓和树

叶造型。

2. 动物纹样

重庆地区苗族银饰的装饰纹样中动物

类纹样大多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其纹样有

蝴蝶纹、龙纹、凤纹、麒麟纹、鱼纹、禽鸟

纹、狮虎纹、蝉纹、螳螂纹、钉螺纹、角

纹、马纹、鼠纹、青蛙纹、五毒纹（蜈蚣、

蜥蜴、蝎子、毒蛇、青蛙）、五福纹（蝙

蝠）等。［5］其中蝴蝶纹最早起始于图腾，

蝴蝶在苗族人民的审美中也被当作是生殖崇

拜与自然崇拜的综合表现。像鱼纹、钉螺

纹、鼠纹、青蛙纹等这一类动物形象都具有

高产多子的特征，也被赋予了生殖崇拜的纹

样内涵。苗族对于牛的崇拜源自苗族的祖先

蚩尤，蚩尤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相传蚩尤是有头有角的，银饰中银角的

造型及含义便由此而来。龙纹、凤纹、麒麟

纹、狮虎纹这类因其神圣或是凶猛的形象，

多被赋予吉祥如意、驱灾辟邪的内涵，也是

苗族人民一种美好愿望的表达。

3. 人物纹样

苗族银饰中的人物纹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宗教人物形象，包括道教佛教与

本土宗教相融合形成的菩萨形象，还有带有

浓烈中原色彩的形象，如：弥勒佛、观世音

菩萨、太上老君、八仙、罗汉等。第二类是

对中原人物进行模仿而产生的人物形象，如

麒麟童子、双鱼求子等纹样。

4. 几何纹样

苗族银饰中几何纹样可以分为三类：第

一类天文类几何纹样，包括太阳纹、云纹、

水纹、月牙纹、漩涡纹、火焰纹等；［6］第

二类生活类几何纹样，包括绳纹、网纹、弦

纹、回纹、编织纹、宝珠纹、三角形、圆

形、锥形等；［7］第三类植物类几何纹样，

包括藤纹、竹节纹、卷草纹、螺旋纹、三角

枫叶纹等。［8］这些几何纹样的象征寓意大

多与天文气象、自然植物、劳动生活息息相

关。例如，苗族先民崇拜日月星辰等自然

现象，认为这些自然现象具有神的力量，

崇拜他们能保佑平安。又认为由雷、龙、

夔三者组成了宇宙，三者可意为水、火、

气，这些自然崇拜都化作几何纹样表现处

理。而苗族大众最喜欢的枫叶纹也多以三

角形的几何纹样呈现。

5. 器物纹样

苗族银饰装饰纹样除了动物纹、植物

纹、人物纹和几何纹以外，还有一些从日常

生活用具中提取出来的一些纹样，这里被归

纳为器物纹样，大致有：文字纹、绳结纹、

如意纹、元宝纹、钱币纹、灯笼纹、花篮

纹、斗笠纹、钉子纹、秤钩纹、八卦盘纹、

六宝纹、铃铛纹、百家锁纹、绣球纹、暗八

仙纹、兵器纹。［9］这些纹样来源于对日常

生活的描述写照，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其

中兵器纹是一种金属崇拜的表现，金属崇拜

也可追溯为祖先崇拜，这是由于“蚩尤冶

造”的故事，蚩尤被认为是金属技术的创始

者，而蚩尤又是苗族人民的先祖，因此苗族

人民不由得对金、银、铜、铁类金属生出不

一样的情结。这种类型的纹样大多被设计成

一串串缩小比例的兵器吊饰，多被装饰于牙

钎上的吊坠。

（二）重庆苗族银饰纹样的文化内涵

苗 族 银 饰 是 苗 族 文 化 的 物 质 表 现 形

式，［10］也是苗族统治制度下的象征和符

号。重庆地区苗族银饰是独特民族文化的

外在表现，其所具备的文化内涵，［11］不

仅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而且具有共同的

民族审美情趣。通过对重庆苗族历史文化

的多维研究，可以了解重庆苗族银饰更深

层的文化内涵。

1. 符号意义

图腾崇拜是符号意义表现形式之一。

图腾是精神寄托的一种外在物化形式，图腾

的原型是与其族人有着特殊血缘关系的自然

物。苗族曾经历征战和辗转迁徙的历史，因

而图腾作为他们的一种标志和象征以外，更

是精神情感上的寄托。在苗族银饰装饰纹样

中的图腾崇拜以蝴蝶和龙为主。

蝴蝶纹、枫叶纹和鸟纹都是苗族图腾

崇拜的外在表现。蝴蝶纹，枫叶纹和鸟纹

都来自蝴蝶妈妈的古老传说，传说蝴蝶妈

妈是苗族的始祖，由枫木变幻而来，所以

枫叶和蝴蝶在黔东南地区被苗族人民作为

图腾崇拜。

龙纹，则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但是

无论从形式还是含义上都与汉文化中的龙纹

有很大的区别。苗龙不仅被苗族人民当作一

种传统吉祥的神兽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对于龙的敬畏也来源于苗族的自然崇拜

心理。而且在形式上也没有汉龙那样严格的

等级划分，多以简洁朴实、憨态可掬的形象

出现，这也展示了苗族人民心中人人平等和

淡漠等级的观念，而银角上多出现双龙戏珠

的吉祥纹样是受汉文化影响的表现。

2. 象征意义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通过隐喻、

双关、比拟、象征、谐音等手法，把图形与

吉祥寓意完美结合起来。［12］婚嫁首饰为苗

族银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像“鸳鸯”“龙凤

呈祥”等寓意夫妻恩爱的纹样被广泛用在婚

嫁首饰中。

生殖崇拜也是象征意义的体现，苗族在

其长期的迁徙历史中逐渐影响产生生殖崇拜

文化下多子多福的思想。苗族银饰装饰纹样

中带有生殖崇拜意味的纹样有：蝴蝶纹、钉

螺纹、鼠纹、青蛙纹、鱼纹、小米穗纹、芝

麻花纹、青蛙纹、蝉纹、鱼纹、石榴纹、生

育神纹、月牙纹等。［13］蝴蝶纹样除了蝴蝶

妈妈这一神话来源之外，其化茧成蝶痛苦蜕

变的生长历程，以及繁殖方式都是构成生殖

崇拜文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月牙纹也被认为

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因为月亮这个词在

苗族语言本义中具有浓郁的繁殖生命和生殖

文化的含义，因此，在苗族传统语境中，月

亮就如同母亲，月亮的盈亏就如同母亲孕育

生命的过程。其他代表生殖崇拜的纹样也不

难发现它们都具有高产多产、繁殖能力极强

的共同特征。

3. 审美意义

苗族银饰纹饰的审美源自苗族人民对

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两大意识分别源自自

然和生活劳动。自然界万物的天然形象、

跌宕起伏的山脉、蜿蜒的河水、绽放的花

朵、奔跑的羊群都蕴涵着不同的形式美。

苗族的银匠们常采用夸张变化和创新的美

术手段对这种自然形式加以重新建构，再

錾刻到苗族银饰上。如在苗族银饰品中常

用的花、鸟、鱼等自然纹样，它们通常比

现实生活中的动植物形象更加漂亮，也有

着更强的艺术感染力。而这种纹样又蕴含

着苗族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梦想，融

合了苗族民众的真挚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

味，有着淳朴的艺术感染力，引发了人民

的审美共赏与艺术共振。

4. 宗教意义

由于苗族先民经历了诸多的迁徙和苦

难，因此他们对于平稳富足、幸福美好有着

强烈的渴望。人们将其心中的祈愿寄托于自

然的物象中，再借以银饰的装饰纹样表达

出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

巫文化。巫文化可以说是苗族银饰内涵的核

心。角纹的一个起源说法是农耕时代牛在家

庭中起着重要的劳动作用，因此人们逐渐产

生了崇牛心理，并将其物化于生活纹样中。

另一说法是来自苗族祖先蚩尤的形象标志，

逐渐演化成一种和祖先进行沟通的媒介，这

也体现了祖先崇拜的内涵。苗族以本土原始

宗教信仰为主，对道教、佛教信仰较少，但

其银饰中出现的菩萨、盘长、花篮、仙人等

纹样无不体现出苗族受到了佛教、道教的影

响。在宗教崇拜的形式上，苗族与中原地区

有较大差异，例如中原佛教道教中的人物形

象都有固定的模样、形态、服饰，但是苗族

的宗教人物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呈现，

表达方式上比较简洁随意，更多的依靠自身

的想象来实现。

5. 历史意义

苗族作为一个没有独立文字的民族，

图像表达尤为重要，银饰也就成为了他们记

载历史文化和社会劳动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其中蜻蜓纹来自“榜香由”的传说故事，后

来用蜻蜓的纹样来传达一种祈愿。骑马武士

纹也是来自苗族迁徙历史，无论是题材还是

造型，都是对苗族征战迁徙历史最生动的记

载。还有在迁徙途中为了保持联络避免走散

而产生的铃铛银饰，体现的也是一种历史记

载的隐形含义。

6、外来文化的影响

由于苗族有着很长的迁徙历史，在这个

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没有文

字记载所以就出现了相应的图案形式。这

样的纹样大致有：龙纹、凤纹、麒麟纹、

莲花纹、牡丹纹、菩萨形象等。虽然这些

纹样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是也融

入了苗族自身的本土特色，是一个文化相

互交融的产物。

（三）苗族银饰纹样在文创产品中的创新设

计路径

1. 设计对策研究

（1）挖掘文化内涵，体现民族特色

传承文化内涵是“文创”产品设计创

新的根本和源泉，所以在文创产品的设计

时需要挖掘传统文化内涵，把带有中华传

统文化基因的部分重新提炼出来，再通过

创意思维加以转化，从而实现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尊重与传播。而基于苗族银饰纹样

的文创产品创新设计，要秉承传统文化内

涵不变的设计原则。苗族银饰，因蕴含着

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等丰厚

的民族文化内涵而独具魅力。将“文化基

因”元素的巧妙应用，不但能够增加传统

文创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更为传统文化产

业注入生机与活力。

（2）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创新设计风格

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重庆苗族银饰及其

周边文创产品，设计缺乏现代设计理念，无

论是造型风格、材料还是功能都较为传统，

设计风格不太符合游客们的当代审美品位。

苗族银饰要创新发展，就必须了解现在消费

群体的消费需求。现代消费者更喜欢设计个

性化、趣味化、功能多元化的文创产品，民

族特征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的文创产品会

更受消费者欢迎。

（3）树立品牌形象，精准品牌定位

通过田野调查，以重庆彭水蚩尤九黎城

的苗族银饰市场为例，银饰及其周边文创产

品的营销粗放，品牌意识薄弱，产品品质良

莠不齐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口碑

与发展。所以品牌形象的树立势在必行。

树立品牌形象，首先要挖掘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应建立在民族特色文化和银饰文化

的基础上，融入银饰纹样元素，通过创意化

的视觉形式和时尚设计元素对其表现进行重

新营造，以此为基础进行品牌形象设计。其

表1　重庆苗族银饰纹样的艺术特征分析

Tab.1　Analysis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ongqing Miao silver ornament patterns

种类 纹样造型 构图形式 形式规律 表现手法 文化内涵

动物纹
蝴蝶纹、龙纹、凤纹、麒麟纹、螳螂纹、蝉纹、禽鸟纹、狮虎纹、钉螺纹、马

纹、鼠纹、青蛙纹、鱼纹、五毒纹、角纹、五福纹（蝙蝠）

单独纹样

适合纹样

连续纹样

综合纹样

对称均衡

变化统一

节奏韵律

重复独特

省略

添加

夸张

变形

嫁接

生殖崇拜

自然崇拜

宗教信仰

外来文化

影响

植物纹

花纹、菊花纹、梅花纹、莲花纹、牡丹纹、松塔纹、茄子、竹节纹、藤纹、小

米穗纹、芝麻花纹、石榴纹、葫芦纹、莲花纹、豆荚果纹、五福纹（芙蓉、福

手、柿子、桃）、栀子花纹

人物纹 菩萨形象、骑马武士纹、麒麟童子、双鱼求子

几何纹
漩涡纹、云纹、水纹、太阳纹、火焰纹、月牙纹、网纹、绳纹、回纹、弦纹、

编织纹、宝珠纹、三角形、圆形、锥形、卷草纹、锥形、枫叶纹

物件纹
花篮纹、宫灯纹、灯笼纹、钉子纹、斗笠纹、秤钩纹、八卦盘纹、六宝纹、铃

铛纹、百家锁、绣球纹、暗八仙纹、兵器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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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精准品牌定位，包括产品定位和目标群

体的定位。当今消费群体构成复杂，应分类

定位，针对受众的需求，调整设计风格和产

品种类，与知名品牌跨界合作，共同研发文

化创意产品，多途径地促进品牌知名度的提

高和品牌形象的打造。

（4）丰富传承方式，完善培养机制

将地方传统文化与当地院校艺术专业

的科学熔融，这不仅能使苗银技艺得到更好

的传承和创新，也能够满足院校艺术专业特

色发展的需求，同时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

力，为地方产业提供高素质的实用人才，从

而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

（5）扩展传播渠道

信息时代，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

平台扩展传播渠道，增强民族文化与大众的

交互。通过笔者的问卷调研统计发现，相对

于传统的平面媒介，年轻人更倾向于新媒体

的传播宣传，因此利用新媒体的趣味性、多

样性和便利性加强对民族文创产品的有效宣

传，更利于文化与产品的推广。

2. 设计路径与实践

苗族银饰纹样的文创产品创新设计路

径，可以从艺术性创新和实用性创新两个方

面进行思考。

（1）整体形态特征元素的提取应用

苗族银饰整体造型形态元素的提取，选

取苗族银饰中最具代表性的首饰造型进行提

炼转换设计，在提炼过程中将造型形态及纹

样直接提取使用。设计师提取了苗族银饰中

最具代表性的冠饰，将原始造型提炼简化，

设计出了较为简洁时尚的现代纹样，将其用

在明信片的设计上，会让旅游者耳目一新，

增强购买欲望，见表2。

（2）纹样形态特征元素的提取应用

①简化变形应用

选取苗族银饰中最具代表性的纹样进

行简化变形。设计师提取了苗族银饰中最具

代表性的蝴蝶妈妈纹样，保留主体纹样，舍

弃辅助纹样，再将主体纹样几何化变形。同

时也对首饰上的色彩进行了提炼，将其色

彩块面化地填充背景，再在提炼的纹样基

础上设计了折扇等文创产品。另一款文创

首饰也在蝴蝶纹样的简化变形基础上设计

的，见表2。

②打散重构应用

将纹样提取后，自由分割，再重构组

合。设计将银饰中经常出现的花纹进行解构

和重组。方圆结合、虚实有序，设计了一款

戒指，既有传统纹样元素的韵味，又有简约

时尚的气质，四角坠饰灵感也来源于传统

银饰造型，使戒指在佩戴时灵动活泼，见

表2。

③色彩提取应用

色彩是文创产品的重要表达要素，银

饰的色彩较为单一，少数首饰上有色彩的添

加，设计师在蝴蝶妈妈银饰胸牌上对其色彩

进行了提炼，将其色彩块面化表现在折扇设

计中。见表2。

（3）材质多维设计

传统银饰材质过于单一，多维材质的

设计会使文创产品在形式和外观审美层次上

更加丰富。设计实践中，尝试了多维材质的

融合设计，结合当地特色就地取材，因重

庆苗族山区盛产竹子，遂将竹材与银相结

合设计杯盖，杯身则使用了简洁的白色陶

瓷；造型上，则是以牛角银帽为设计原型

加以简化提炼。整个设计无论是色彩还是

质感都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民族韵味

十足，见表2。

（4）功能多元设计

提升产品的实用价值和功能性。通过打

破银饰产品的局限性，进行产品品类拓展和

功能创新。题为“竹光”的台灯设计，既丰

富了产品的品类，又实现了产品的功能最大

化，见表2。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重庆苗族银饰本土纹样的

整理，解析其纹样蕴含的历史人文和审美价

值，并展开文创产品创新设计研究，期望借

此继承与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在多元化文

化共同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新时代文化载

体将出现重要转变，银饰作为传统的文化载

体，发挥空间相对较窄，因此怎样给传统文

化找到传播创新的载体，从而更合理地实现

传统文化传播和创新发展，是个有待长期深

入研究的问题，并期待在今后的进一步深入

研究中，能够破解重庆苗族地区民俗文化传

播创新发展等有关领域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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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设计路径及设计实践

Tab.2　Design path and design practice

名称 实物图片 纹样临摹 纹样提取 设计应用

银

发

帽

银

胸

饰

蝴

蝶

纹

银

配

饰

花

纹

银

配

饰

牛

角

银

发

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