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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民间利用植物进行染色的传统知识对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极高的价值。本文从民族

植物学的角度，探讨民族民间传统利用的染色植物及其染色知识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民族民

间利用植物作为染色原料的重要性、现状及传统染色知识在民族民间的存在范围等，并对民

族民间传统染色植物提出若干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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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懂得运用植物染色，历史久远，甚至可能早于人类知道用植物纤维织布。这点从

热带地区的原始部落以植物涂抹在人体或纹身的古习俗可略见一斑。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染料

植物最早可上溯至周朝，在周代即设有专职官吏“染人”，又称“染草之官”来管理染色生

产（吴淑生和田自秉，-’(,）。在古代文献中，有关于植物性染料和染色方法的记载，如

《齐民要术》中有关于种植染料植物和染料加工的记录，《天工开物》中设有”彰施”一章，

其中有得到各种颜色所用的染料和媒染剂。后历代王朝更设有专门管理染色的机构，在秦代

设“染色司”；唐宋设有“染院”；明清则设有“蓝靛所”（吴淑生和田自秉，-’(,）。这些官

方的染色管理机构当时所用的染料、颜料全是取自大自然的矿物与植物染料。

在古代，植物染料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从衣服、食品到工具、工艺品，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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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美容装饰上，都少不了植物染料的参与。

然而由于取材不易与染法繁复等实用与操作的缺点，在近代化学染料或化学合成色素

发明之后，传统植物染料渐被取代。传统使用的植物性染色经验和知识正在快速地消失，

在许多民族社区已不多见用植物性染色材料来进行染色的传统实践。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

增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化学合成染料或色素的毒性与污染问题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具有

健康、安全、自然等特点的植物染料和天然色素，重新得到现代人类的重视。应用民族植

物学理论和方法，调查、记录、抢救民族民间传统染色知识，对于发掘、寻找染 料 植 物

资源、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意

义。

! 传统植物性染色的作用

原住民族（!"#$%&"’() *&’*+&）使用当地的植物染色，是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学习

和适应的结果，是通过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渐积累起来的一种生计（,$-&+$.’’#）方

式，对原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其作用大致归内为以下 / 个方面：

（0）对人体的保护作用：没有经过染色的麻纤维或麻布衣服原色是白色的，在森林中

成为醒目的目标，着装者易受到野兽的袭击，将布料染成较暗或较接近树皮的颜色，不易

被猎物和野兽察觉，在打猎时猎物的收获量也增加。在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

傣族纹身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与傣族的生活方式以及河流有关，它们同时也揭示了傣族

先民的生存环境。例如其中一个故事说：传说在很早以前，傣族祖先生活在江河湖泊边，

以打鱼为生。那时候江河中藏有水怪，不断兴风作浪，危害百姓，专门咬在水中干活的

人。傣族先民总是光腿下河，经常遭到水怪的伤害。于是人们想了一个办法，用植物“麦

色耿 12$3)&3%&"%”（该植物种有待考证）的汁液染腿部，颜色长期不退。自从大家用“麦

色耿 12$3)&3%&"%”把腿染黑后，下江下河劳动再不会被水怪伤害了。

（4）增强织物的耐久性：西双版纳傣族居民认为用植物野青（ !"#$%&’()* +,’’),-$.&+*）

染色的布料和鱼网，其纤维较紧密，经得起磨擦，能够使用的年限较长。室内对染色的布

料试验也证明，经过染色的布料在耐磨擦、耐酸、耐碱、耐冲洗等方面比未染色的布料的

耐性好得多（马芬妹，0550）。

（6）医药价值：一些原住民族在与自然斗争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医药知识，信

仰一定颜色的植物或植物汁液能治疗那些表现出与之颜色相似的疾病，如基诺族用“捏奢

7$&3).&”，即姜黄（/,).,0* 1&"%*）治疗黄胆肝炎（杨世林等，4880）。经过长期的实践和

总结，发现了许多具有药用价值的色素植物（9$%:&"; *+2";）。现代医学证明许多植物中的

色素具有治疗疾病、延缓衰老和美容护肤作用。

（<）美体美肤，美化生活：用各种色彩化妆皮肤，除具有保护作用外，也能美体美

肤，或将衣物、饰物染成各种颜色，耐用且漂亮。

（=）营养价值：传统使用的许多染色植物本身具有极高的营养和医学美容价值，如树菠

萝（2)-&.*)3,+ 4(-()&34511*）的果是热带著名水果，种子富含淀粉，木材中的心材可提取黄色

染料（桑色素）；它的叶子煮水呈红色，可作饮料，傣族群众认为它既能解渴，又具有营养

和治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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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标记和认同作用：一些民族偏爱某种颜色，将布料染成所偏爱的颜色，时常

穿戴，形成一种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颜色和服饰特点，外人极易识别。如金平瑶族

的一个支系，因妇女共同以红布为头饰，故有“红头瑶”之称；而河口的瑶族以种蓝染蓝

著称，妇女头顶用竹箨或薄板制成的直径约 "# $% 的圆板，并用蓝布盖于其上，被外人称

为“蓝靛瑶”。

（&）文化与宗教价值：人类自古便将色彩应用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文

化的一部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色彩传统以及色彩文化积淀，如汉族尚红，傣族尚

黄，纳西族尚白等；不同民族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色彩崇尚，它们之间还互相

影响与互相交叉。一般来说，色彩文化的相对差异具体表现为它的民族特征、地域特征、

以及时代特征。这些特征贯穿于对色彩的命名和色彩谱系、色彩象征、色彩感觉、色彩功

能、颜料运用、染色技术等各个方面（白庚胜，’(("）。同样，色彩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也

极为紧密，宗教崇尚某种颜色，进而又影响着信仰者的色彩观。东南亚和云南的南部和西

南部一些信奉小乘佛教的地区，用树菠萝心材或姜黄提取黄色染料，用其染代表着神圣庄

严与超脱欲望的僧侣黄色袈裟。植物性染料为文化、宗教中所崇尚的色彩提供了物质基

础，文化、宗教又促进和强化了对植物性染料的栽培与保护。

! 研究民族民间传统染色知识的方法

开展染色植物的研究，可以直接参考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借鉴民族植物学在相关领

域的方法来研究染色植物，现提出以下几种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在历史典籍文献中存有大量的染色植物的民族植物学信息，如《齐民

要术》、明代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等。借助历史典籍文献研究，考证和识别民族民间传

统使用的染色植物的正确名称、起源、分布和用法，以及相关的文化、生态、社会内容。

（’）田野访谈：采取人类学的取样方式，选择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丰富的民族社区作为

研究对象，信息报告人（)*+,-%.*/）以会施行传统纺织或染色的传人、工匠、族长、采集能

手、老人、宗教人士、村社干部及“村社能人”等为主，人数在 0( 1 #( 人不等，这些人称

为关键人物（234 5*+,-%.*/）。可采用结构式、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方法进行调查。

访谈的基本内容是 #6 7 "8（裴盛基和龙春林，"99:），即 6;./（什么染色植物）、

6;,（谁使用）、6;3*（什么时间采集、开花等生物学特性）、6;3-3（何地，即生境等各

种生态学特征）、8,<（如何繁殖，使用方法）、6;4（为何使用）。

通过访谈，记录传统利用染色植物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分析传统

使用的染色植物对民族文化、社会、经济的作用和染色植物资源动态变化的情况；探讨染

色植物资源保护的出路、对策及发展生计的方法。

（0）民族植物学编目：民族植物学编目（=35，"99#）已成功应用于生物多样性调查

中，主要对研究地的植物的学名、中文名、当地名（>3-*.$?@.- *.%3）、用途、用法、采集

方法、生境等进行记录。通过参与式调查可以对研究地区的染色植物进行快速的证据标本

采集，开展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编目，并同时考察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

（A）传统色彩文化研究方法：色彩是一种文化，在人类过去时代的彩色纪念碑上，可以

找到已消失的或还未曾消失的民族的感情倾向，如现在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的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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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文化和一些少数民族的纹身、涅齿习俗。色彩是从原始时代就存在的概念，是人类对自然

现象和自然物认识的结果，色彩或染色在民族文化认同、标识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从

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一定民族的色彩认识、应用染色植物的传统习惯、色彩信仰与实践

以及染色植物在民族社区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样也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通过以上 ! 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 当地人和社区会使用的染色植物种类；

" 染色的目的及与生活的相关性。可分为染物（染布、染鱼网、染饭、染丝线、涂

绘）、民族标识、美观、药效、信仰；

# 染色植物的获取方法及使用部位；

$ 染色的步骤与注意事项；

% 染液颜色与产品颜色，颜色控制方法；是属于直接染色，热染法，或是媒染法；

& 染色植物的采集地点，生境与资源情况，生态习性，栽植与否？如栽培则调查其

传统栽植方法；

’ 施染是否受季节限制（是全年施染，还是有季节规律）？染色植物或施染过程所涉

及的传统习俗或禁忌；

( 整个施染过程中男女分工如何？

) 传统植物性染色知识的传承和出路如何？

* 当地人对传统染色知识的看法及传统染色知识流失的原因。

（"）定量评估法：为量化民族民间使用的传统染色植物的使用效率、效果、资源量和

植物资源保护策略，应使用生态学的“样方法”调查研究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的资源存

量；应用“打分排序法”、“聚类分析法”和“线形对数模型分析法”等，对传统民族民间

使用的染色植物进行开发利用潜力的初步评价（裴盛基，#$$$）。

（%）染色植物化学研究：依据以上的调查分析，对民族民间使用比较常见的、染色效

果好的植物资源进行色素化学分析，研究其染色物质的提取方法、稳定性评价及染色工

艺，为工业化生产提供参考。

! 民族民间植物染色知识的类别及信息存留量分析

民族民间使用植物染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领域：

（&）纹身及皮肤美饰：世界上有许多部族尚流行着纹身和用植物进行皮肤美饰的习

俗，他们主要分布于亚洲、美洲、大洋洲及非洲。中国的少数民族中，至今可见纹身的有云

南怒江州的独龙族，西双版纳的傣族、布朗族、基诺族，德宏州的傣族、德昂族以及台湾高

山族等。其中以傣族的纹身尤为特殊。傣族纹身的历史、普遍性及纹样的丰富度是其他部族

所无法相比的。傣族的纹身师傅“波胡 ’()*”会利用多种染色植物美饰纹样。云南省楚雄

州双柏县，每年农历 % + , 月举行的“跳小豹子笙”，&- 岁以下的男孩，在赤裸的身体上从上

到下画有各种颜色的龙、豹子、飞禽等，头插野鸡毛。据当地的老人说，原来画在身上的颜

色都是用动物的血、矿物性染料和植物的汁液，现在多用市面上销售的颜料。虽然不用植

物的汁液来涂绘人的身体，但当地的个别老人还记得可用哪些植物来涂绘身体。

（#）染布及其它生活用品：对编织物和其它生活用品进行染色，曾是所有古老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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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计，在原住民族的生产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许多原住民族的生活中有着极其

丰富的传统染色知识，从对染色植物的认识、采集到对染色植物的利用等，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传统染色知识体系。但随着合成染料的工厂化、规模化生产，传统染色技艺正在消失，随

之而消失的是传统染色知识和传统生活方式。现在，即使在与外界交往很少的传统社区，利

用植物性染料染布也少见到。据笔者到西双版纳村寨调查，能说出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的年

青人很少，老年人当中能回忆起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及其传统染色知识的也不多了。

（!）染食品：用可食用的色素植物（"#$%&’ ($)*’+,-(&.+,/）进行食品染色，涉及一些

民族的传统文化信仰，又有食用价值，所以在民族传统社区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也是开

发地方特色食品、寻找现代食品着色剂（011# 21&13.+,）的便利捷径。如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壮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植物染色知识，他们会利用山栀子

（!"#$%&’" (")*’&+’$%)）、红丝线（,%#’)-#+./% #+012#3/’"&"）和枫香树（ 4’52’$"*1"# 6+#*+)"&"）

等多种当地植物来染饭、米糕及糍粑等食品（杨福顺等，4556；7$+，4558；9.1，4558），

染出的米饭称五色饭（0$:’ 21&13’#-3$2’），味美可口，壮族认为五色饭是幸福和吉祥的象

征，在当地的传统祭祀活动中是人类向神祈求安宁与幸福的重要祭品和通神物。我国江南

一带民间传统使用乌饭树（7"88’&’2* 1#"8-%"-2*）作为黑色染料染米饭，染制的乌饭风味

独特，还具有保健治疗作用（陈重明等，455;）。

（<）染工艺品及涂绘：自古人类便有爱美的天性，应用植物性染料对工艺品染色和石

崖、墙面上进行涂绘，在世界上很多原住民族中都存在过。这方面的传统知识，由于原住

民族生活环境的变迁和受外界文化的影响而已基本消失。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每年

的“彝家赛装节”，彝族妇女穿带各种各样的服装，这些服装颜色鲜艳，款式多样，其传

统服饰和彩绣已成为人们收藏的工艺品。据说彝族的服饰达 !66 多种，为我国 =8 个民族

之冠，世代多从纺线开始制作，用植物染色，服饰上的色彩、装点都与自然崇拜和生产、

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服饰上的色彩则是用市面上销售的彩线配置，或直接用工业合

成染料染好的布缝制而成。

（=）传统信仰中的染色植物：在原住民族的传统信仰中，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染色植物

知识，一般与传统医药文化信仰、巫术相联系。如由于人类做了违背上天意愿的事，某种

植物会流出特定颜色的汁液。或具某种颜色汁液的植物可以治疗某种症状上表现出相似颜

色的疾病。有关传统信仰中的使用的染色植物及其传统知识，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消

失十分迅速，保存下来的已很少。

! 民族民间染色植物研究现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巨大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之一，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植物染色知识。但由于多种原因，到现在为止，根据可查到的

文献资料，对染色植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种植物天然食用色素的色素成分、提取和稳定

性的研究，而对我国各民族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或区域性的染色植物资源及其传统的染色

知识的研究较少，现从以下 < 个方面论述民族民间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研究现状：

（4）民族传统食用色素植物：国内可查阅到的、较为系统的资料只见到对广西壮族使

用来染饭的食用染色植物的调查研究，广西南宁药材批发站杨福顺等（4556）记录了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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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制作五色饭的染色植物 ! 种；广西药检所林宁调查记录了广西壮族用来染饭的植物 "
种，并记录了壮族利用这些植物来进行染饭的制备过程（#$%，&’’!）。昆明植物研究所陶

德定对壮族用来染饭的 ( 种植物的形态、分布、所含成分进行了研究，并记录了广西壮族

用来染色的其它 &" 种植物（)*+，&’’!）。是国内较为系统的对一个民族所使用的传统食

用色素植物所开展的调查研究。陈重明等（&’’"）调查研究了中国古代本草中关于乌饭树

（!"##$%$&’ ()"#*+"*&’）的名称与药效的记载以及现代对乌饭树及同属植物的研究和利用。

（,）民族传统染料植物的研究：何秀兰对台湾阿美族（-.$/ 01$23）太巴望社（)*45
*1+%6 7+..8%$09）传统使用的染料植物进行了调查研究，共记载太巴望社阿美族使用的染

料植物 &, 科 &: 属 &; 种，对阿美族的传统染色知识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从中选择了 ; 种

植物进行室内的染色研究，以验证该氏族的传统染色文化（何秀兰，&’’!）。这是迄今为

止，国内对一个民族所在的一个社区所使用的染色植物比较系统的研究。我国四川省是蜀

锦丝绸的发源地，利用植物性染料对丝绸染色有悠久的历史，可利用多达 &< 种植物性染

料对丝绸进行染色，工艺水平极高（王斌和王君平，&’"!*，&’"!2）。板蓝根（,"-.$#"#"%/
*.&0 #&0$"）是哈尼族传统使用的染料植物和药用植物（=8*$ 等，,<<&）。较为系统地研究

国内其他民族传统使用的染料植物及其染色工艺的文献则报道较少。

（:）地区性的染色植物调查编目：对地区性的染色植物的调查研究，黄祥童对长白山

自然保护区的 >< 余种可用做色素的植物的性状、色素成分及主要用途作了调查分析（黄

祥童，&’’>）。余红英和艾训儒（&’’>）对湖北恩施的天然木本色素植物资源进行了报导，

共调查记录木本天然色素植物 ,! 科 (< 属 >> 种或变种，对这些种或变种在湖北恩施的分

布及其用途作了研究。

（;）传统色素植物的植物化学研究：主要从植物化学角度，对传统使用的色素植物进

行植物化学研究，分析其成分，此方面的文献较多，分散于各种有关生物学和食品研究的

杂志中，如国内的《云南植物研究》、《中国野生植物》、《中国食品添加剂》等和国外的

《?++@ A1+B3//$%6》、《?++@ CB$3%B3》、《D93/ *%@ A$6.3%0/》等。

从近年来我国对民族民间染色植物资源的研究情况看，具有以下 : 个主要特点：

（&）对民族民间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资源及其传统染色知识缺乏系统和全面的调查研

究。到现在为止，国内还没有查阅到较为系统的报道某个民族或某个区域的传统染色植物

资源及其传统染色知识，所记载的民族民间所使用的传统染色植物多为可食用的传统色素

植物，其它染色植物研究较少，植物种类记录不全，报道使用植物施染的民族极为有限，

所记录的民族植物学信息（E0F%+2+0*%$B*G $%H+1.*0$+%）不详。对染料植物的记录则零星见于

某些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科学考察报告的名录中，只有名录，而就某个区域的染色植物资源

及其传统染色工艺开展较为系统的研究极为有限。

（,）相关学科之间合作研究不够。要达到可持续利用和合理开发民族民间传统使用的

染色植物资源，必须采用跨学科研究的学科思想和方法，将植物学、化学、药学、医学、

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力量综合起来，合作研究，各有侧重而又互相结合。但现在各

学科之间合作研究力度不够，导致对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对染色植物的研究，偏重室内研究，轻淡野外民族植物学信息调查记录。近年来

对染色植物的研究多重视室内化学研究，如分析某种染色植物所含成分的提取方法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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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对民族民间传统使用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传统染色植物及其传统染色知识缺乏

基本的调查研究。加之民族植物学是一门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缺少支持和鼓励，而且从

民间收集信息不易获得，导致研究者对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兴趣较少。

! 讨论与建议

原住民族和世居民族群体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者和实践者，生物多样性是他们生

存的基础和条件。民族民间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和保护涉及很多方面，如经济利用、文化

利用、生态利用、药物利用等。利用植物进行染色除作为一种生计外，还涉及文化、信仰

等方面，但由于受到外来文化、主流文化、合成染料和合成食用色素的冲击和影响，曾作

为生计和文化信仰的染色植物知识流失相当严重。现代社会对民族民间的这种利用植物的

方式没有开展足够的研究。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民族文

化多样性的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极为不利，仅靠现代科学保护体系（!"#$%&#’#" "(%)$*+
,-&#(% ).)&$/)）所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并不能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物种，这已成为保护生物学

领域的共识。

对生物多样性的特殊利用，比如将植物用作染料、文化标识、洗涤、美容等，经历过

当地社区民族千百年的实践，代代相传，成为人类文化中的瑰宝。对现代社会用天然植物

产品替代合成产品、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应给予重视。应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寻找可供

当代利用的天然产品是一条捷径。调查研究原住民族传统使用植物的特殊用途，是一项极

为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能为我国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重要的基础信息。特别

在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物灭绝加速的情况下，广泛收集植物资

源各种信息的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人类可以借着对植物应用上深一层的认识，意识到植物

的其它价值，并可藉以维持植物的种源，减少植物的灭绝机会。

为抢救我国各民族传承了数千年的染色植物利用文化，促进少数民族社区的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保护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当前应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使用的

染色植物研究，主要内容应包括：

（0）全面系统地开展国内各民族或区域性的染色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挖掘、调

查、记录民族民间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资源和传统染色知识，特别是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

民族且生产生活当中色彩十分丰富的民族更应优先开展研究。全面整理我国各民族丰富的

染色植物民族植物学知识，为深入研究染色植物和天然染料的工业化、规模化生产作基础

性准备工作。

（1）应用定量评估和社区参与式研究方法，对所调查、记录和编目的传统染色植物进

行初步的定量评估，评价民族民间传统使用的染色植物的潜在开发利用价值，筛选出可供

试验室作进一步开展研究的重要染色植物。对于资源丰富、利用前景广阔、传统使用时间

较长和研究较少的染色植物开展较深入的化学研究，应以有效色素的最优提取方法、色素

的化学成份、色素含量、色素的稳定性等为重点开展研究。

（2）对于有巨大开发价值的传统染色植物，应对其生态生物学特性、快速繁殖方法、

定向培育方法（3*#$%&$4+56*5()$ "67&#,-&#(%）开展研究，以免对传统社区的染色植物资源造

成过度利用而导致物种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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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族传统染色植物的民族植物学档案信息库。在系统整理各民族传统染色植

物民族植物学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各民族或全国性的染色植物动态数据系统，方便我国染

色植物资源的研究、开发利用和种质资源保护。

（"）重视我国民族民间染色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保护传统染色知识、资源及其使用的

器械。在对民族民间传统染色植物进行调查中，当地民族有参与权、著作权和出版权；在

民族民间染色植物的利用中，当地民族应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国家对当地传统染色植物

的出口和商业化应进行有效的管理，保护国家利益和当地民族的利益。

致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陶国达先生在凭证标本采集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勐腊县勐仑镇城子小学

的岩叫老师提供了很多有关染色植物的民族植物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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