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发贵州特产安顺屯堡纯手工蜡染画 霞归

产品名称 批发贵州特产安顺屯堡纯手工蜡染画 霞归

公司名称 鲍兵(个体经营)

价格 46.00/件

规格参数 面料:纯棉
类别:工艺画
印染工艺:蜡染

公司地址 中国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化肥厂

联系电话 86 0853 3712040 15870166635

产品详情

面料 纯棉 类别 工艺画
印染工艺 蜡染 纹饰图案 人物神像
适用场所 家居、办公、宾馆/饭店、

其他
品牌 屯堡纯手工蜡染

规格 50*80cm 产地 贵州
制作方法 纯手工 使用场合 纪念收藏品
是否提供加工定制 是 送礼对象 送朋友/同学/同事

古朴的少数民族艺术，一种有"指纹"的画，每一种都是独一无二的... ... 蜡染古时候称为蜡缬，是用蜂蜡把
花纹点绘在棉、麻、丝、毛等织物上，然后放入染料缸中浸染，有蜡的地方染不上颜色，除去蜡即现出
美丽的花纹，这是我国古老的仿染工艺，历史悠久...

☆.蜡染的历史

 中国的染织工艺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ll世纪——公元前771年)已得到较大的发展。 根据《礼记》等文
献记载，丝、染色当时都设有专官主管，楚国还设有主持生产靛青的“蓝尹”工官。足见当时的丝织、
染色工艺已颇具规模。蜡染古时候称为蜡缬，是用蜡把花纹点绘在麻、丝、棉、毛等织物上，然后放入
染料缸中浸染，有蜡的地方染不上颜色，除去蜡即现出美丽的花纹。这是我国古老的防染工艺，历史已
很悠久。 我国古代发现的蜡染文物，有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出土的北朝(公元396—581年)蓝色蜡
缬毛织物蓝色蜡缬棉织品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出土的西凉(公元400—421年)蓝色缬绢和唐代(
公元618—907年)的几种蜡缬绢、蜡缬纱；还有敦煌莫高窟130窟第一层壁画下发现的唐代废置的大量蜡缬
残幡。这批遗存的蜡染实物中，北朝的和西凉的蜡缬织品都是深蓝色地现白花，纹样光洁清晰，古朴典
雅；唐代的蜡缬绢和蜡缬纱的地子，有棕、绎、黄、赭等色，大部分是白色花纹。

 蜡染工艺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世代相传，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蜡染工
艺，而且流行很广，已成为少数民族妇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这里的少数民族以蜡染作主要装



饰的有黄平、重安江一带和丹寨县的苗族妇女，她们的头巾、围腰、衣服、裙子、绑腿，绑腿，都是蜡
染制成，其它如伞套、枕巾，饭篮盖帕、包袱、书包、背带等也都使用蜡染；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妇
女把蜡染花纹装饰在衣袖、衣襟和衣服前后摆的边缘，她们背孩子的蜡染背带，点染得精巧细致，除蓝
白二色外，有的还加染上红、黄、绿等色，成为明快富丽的多色蜡染。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蜡染各有特色，例如苗族的蜡染图案有的还沿用古代铜鼓的花纹和民间传说中的题
材，有的是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花、鸟、虫、鱼；而布依族则喜用几何图案。各民族的蜡染都有独特的风
格。

☆.蜡染的工艺流程

蜡染制作方法，是将白布平铺于案上，置蜡于小锅中，加温溶解为汁，用蜡刀蘸蜡汁绘于布上。一般不
打样，只凭构思绘画，也不用直尺和圆规，所画的中行线、直线和方圆图形，折叠起来能吻合不差；所
绘花鸟虫鱼，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绘成后，投入染缸渍染，染好捞出用清水煮沸，蜡溶化后即观出白
色花纹。 蜡染的材料：绘制蜡染的织品一般都是用民间自织的白色土布，但也有采用机织白布、绵绸、
府绸的。防染剂主要是黄蜡（即蜂蜡），有时也掺和白蜡使用。蜂蜡是蜜蜂腹部蜡腺的分泌物，它不溶
于水，但加温后可以融化。就是利用它的这一特点作为蜡染的防腐剂。所用的染料是贵州生产的蓝靛。
贵州盛产蓝草，这是一种蓼科植物，茎高约二、三尺，七月开花，八月收割。把蓝草叶放在坑里发酵便
成为蓝靛。贵州乡村市集上都有以蓝靛为染料的染坊，但也有把蓝靛买回家自己用染缸浸染的。
绘制蜡花的工具不是毛笔，而是一种自制的钢刀。因为用毛笔蘸蜡容易冷却凝固，
而钢制的画刀便于保温。这种钢刀是用两片或多片形状相同的薄铜片组成，一端缚在木
柄上。刀口微开而中间略空，以易于蘸蓄蜂蜡。根据绘画各种线条的需要，有不同规格
的铜刀，一般有半圆形、三角形、斧形等。

贵州民间蜡染的制作方法和工艺过程：1、 画蜡前的处理 先将自产的布用草灰漂白洗净，然后用煮熟的
芋捏成糊状涂抹于布的反面，待晒干后用牛角磨平、磨光，石板即是天然的磨熨台。 2、点蜡 把白布平
帖在木板或桌面上，把蜂蜡放在陶瓷碗或金属罐里，用火盆里的木炭灰或糠壳火使蜡融化，便可以用铜
刀蘸蜡，作画的第一步是经营位置。有的地区是照着纸剪的花样确定大轮廓，然后画出各种图案花纹。
另外一些地区则不用花样，只用指甲在白布上勾画出大轮廓，便可以得心应手地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3
、染色 浸染的方法，是把画好的蜡片放在蓝靛染缸里，一般每一件需浸泡五、六天。第一次浸泡后取出
晾干，便得浅蓝色。再放入浸泡数次，便得深蓝色。如果需要在同一织物上出现深浅两色的图案，便在
第一次浸泡后，在浅蓝色上再点绘蜡花浸染，染成以后即现出深浅两种花纹。当蜡片放进染缸浸染时，
有些"蜡封"因折叠而损裂，于是便产生天然的裂纹，一般称为"冰纹"。有时也根据需要做出"冰纹"。这种"
冰纹"往往会使蜡染图案更加层次丰富，具有自然别致的风味。4、去蜡
经过冲洗，然后用清水煮沸，煮去蜡质，经过漂洗后，布上就会显出兰白分明的花纹来。

☆.蜡染冰纹

 蜡染的冰纹就是它让人们为之赞美不绝的性格特征。冰纹的形成，是蜡画胚布在不断的翻卷侵染中，
蜡迹破裂，染液便随着裂缝侵透在白布上，留下了人工难以摹绘的天然花纹，象冰花，象龟纹，真是妙
不可喻，同样的图案的蜡画布料，侵染之后，冰纹就似人的指纹一样决不相同，展现出清新自然的美感
。 蜡染的"冰裂"纹，类似瓷釉之"开片"极具艺术效果。裂之大小走向，可由人掌握，可以恰到好处地表现
描绘对象，特点鲜明。要染多色彩层次的花口，可采用分色封蜡的手段，表现力更丰富。现在蜡染多用
于制作工艺服装、壁挂、台布等。苗族擅长蜡染。

☆.蜡染的保养一、由于蜡染的原料是纯棉布，因此在保养方面应注意防潮、防腐蚀，以免发霉长虫。如
果买回后是用于收藏而非装饰，请定期取出凉晒。二、蜡染可以随时用水清洗（洗之前先用盐与白醋浸



泡20分钟），在洗的过程中不要使用清洗剂，以免掉色；也不可用机洗，因为很多染画主要是以须边突
出主效果，用机洗会将须边搅坏。洗完后的蜡染制品可以慰烫。三、蜡染制品买回后，可以根据需要进
行装裱。同时蜡染由于是用100%纯棉布制成，因此还是服装、被套、床单等的极佳选择。只要运用得当
，一定会让您的居室或者办公室呈现另一番情趣。四、蜡染在收藏与保养过程中应放置在干净、整洁、
无尘的环境中，并应有专人定期清扫。

古朴的少数民族艺术，一种有"指纹"的画，每一种都是独一无二的... ... 蜡染古时候称为蜡缬，是用蜂蜡把
花纹点绘在棉、麻、丝、毛等织物上，然后放入染料缸中浸染，有蜡的地方染不上颜色，除去蜡即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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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制作方法，是将白布平铺于案上，置蜡于小锅中，加温溶解为汁，用蜡刀蘸蜡汁绘于布上。一般不
打样，只凭构思绘画，也不用直尺和圆规，所画的中行线、直线和方圆图形，折叠起来能吻合不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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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绸的。防染剂主要是黄蜡（即蜂蜡），有时也掺和白蜡使用。蜂蜡是蜜蜂腹部蜡腺的分泌物，它不溶
于水，但加温后可以融化。就是利用它的这一特点作为蜡染的防腐剂。所用的染料是贵州生产的蓝靛。
贵州盛产蓝草，这是一种蓼科植物，茎高约二、三尺，七月开花，八月收割。把蓝草叶放在坑里发酵便
成为蓝靛。贵州乡村市集上都有以蓝靛为染料的染坊，但也有把蓝靛买回家自己用染缸浸染的。
绘制蜡花的工具不是毛笔，而是一种自制的钢刀。因为用毛笔蘸蜡容易冷却凝固，
而钢制的画刀便于保温。这种钢刀是用两片或多片形状相同的薄铜片组成，一端缚在木
柄上。刀口微开而中间略空，以易于蘸蓄蜂蜡。根据绘画各种线条的需要，有不同规格
的铜刀，一般有半圆形、三角形、斧形等。

贵州民间蜡染的制作方法和工艺过程：1、 画蜡前的处理 先将自产的布用草灰漂白洗净，然后用煮熟的



芋捏成糊状涂抹于布的反面，待晒干后用牛角磨平、磨光，石板即是天然的磨熨台。 2、点蜡 把白布平
帖在木板或桌面上，把蜂蜡放在陶瓷碗或金属罐里，用火盆里的木炭灰或糠壳火使蜡融化，便可以用铜
刀蘸蜡，作画的第一步是经营位置。有的地区是照着纸剪的花样确定大轮廓，然后画出各种图案花纹。
另外一些地区则不用花样，只用指甲在白布上勾画出大轮廓，便可以得心应手地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3
、染色 浸染的方法，是把画好的蜡片放在蓝靛染缸里，一般每一件需浸泡五、六天。第一次浸泡后取出
晾干，便得浅蓝色。再放入浸泡数次，便得深蓝色。如果需要在同一织物上出现深浅两色的图案，便在
第一次浸泡后，在浅蓝色上再点绘蜡花浸染，染成以后即现出深浅两种花纹。当蜡片放进染缸浸染时，
有些"蜡封"因折叠而损裂，于是便产生天然的裂纹，一般称为"冰纹"。有时也根据需要做出"冰纹"。这种"
冰纹"往往会使蜡染图案更加层次丰富，具有自然别致的风味。4、去蜡
经过冲洗，然后用清水煮沸，煮去蜡质，经过漂洗后，布上就会显出兰白分明的花纹来。

☆.蜡染冰纹

 蜡染的冰纹就是它让人们为之赞美不绝的性格特征。冰纹的形成，是蜡画胚布在不断的翻卷侵染中，
蜡迹破裂，染液便随着裂缝侵透在白布上，留下了人工难以摹绘的天然花纹，象冰花，象龟纹，真是妙
不可喻，同样的图案的蜡画布料，侵染之后，冰纹就似人的指纹一样决不相同，展现出清新自然的美感
。 蜡染的"冰裂"纹，类似瓷釉之"开片"极具艺术效果。裂之大小走向，可由人掌握，可以恰到好处地表现
描绘对象，特点鲜明。要染多色彩层次的花口，可采用分色封蜡的手段，表现力更丰富。现在蜡染多用
于制作工艺服装、壁挂、台布等。苗族擅长蜡染。

☆.蜡染的保养一、由于蜡染的原料是纯棉布，因此在保养方面应注意防潮、防腐蚀，以免发霉长虫。如
果买回后是用于收藏而非装饰，请定期取出凉晒。二、蜡染可以随时用水清洗（洗之前先用盐与白醋浸
泡20分钟），在洗的过程中不要使用清洗剂，以免掉色；也不可用机洗，因为很多染画主要是以须边突
出主效果，用机洗会将须边搅坏。洗完后的蜡染制品可以慰烫。三、蜡染制品买回后，可以根据需要进
行装裱。同时蜡染由于是用100%纯棉布制成，因此还是服装、被套、床单等的极佳选择。只要运用得当
，一定会让您的居室或者办公室呈现另一番情趣。四、蜡染在收藏与保养过程中应放置在干净、整洁、
无尘的环境中，并应有专人定期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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