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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鹤庆白依人植物染料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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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染料有绿色环保、安全性高等优势ꎬ但其资源量少、成本高、色牢度低等缺点限制了植物染料

在工业化的应用ꎮ 云南鹤庆白依人有植物染色的传统习俗ꎬ当地有丰富的染料植物资源和传统染色工艺ꎮ
为调查、记录和研究白依人植物染色和相关传统知识ꎬ拓展植物染料资源并促进植物染料的开发利用ꎬ该研

究对大理州鹤庆县六合彝族乡白依人植物染色及相关传统知识进行了民族植物学调研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对大理州鹤庆县六合彝族乡 ４ 个村落的 ２８８ 位信息报告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ꎬ对当地植物染

料进行实地调研ꎬ以参与式观察法记录传统植物染色技艺ꎬ通过定量分析法对传统植物染色知识( ｆ 值、ＣＩＩｓ
值、ＩＣＦ 值)进行分析研究ꎮ 结果表明:(１)鹤庆白依人使用 １１ 种植物染料ꎬ分属 １０ 科 １１ 属ꎮ (２)不同地

区、年龄、性别的白依人对传统植物染色知识的认知有差异ꎮ (３)水红木和密蒙花的使用频率和文化重要性

指数较高ꎬ并且白依人对蓝染的植物染料认知高度一致ꎮ (４)白依人常用植物染料给本民族服饰火草衣染

色ꎮ 该文揭示了鹤庆白依人有较完整的传统植物染色知识体系ꎬ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流失ꎮ 该研究结

果为植物染料资源的开发和传统植物染色工艺的研究提供科学线索ꎬ促进少数民族植物染料的产业化应

用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ꎮ
关键词: 民族植物学ꎬ 植物染料ꎬ 染色工艺ꎬ 白依人ꎬ 传统知识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２３)１０￣１９５４￣１１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Ｈｅｑｉｎｇ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ＹＡＮＧ Ｒｏｎｇ１ꎬ 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ｗｅｉ２ꎬ ＣＨＥＮ Ｘｉｎｇ３ꎬ ＺＨＡＯ Ｙａｎｑｉａｎｇ４ꎬ ＹＡＮＧ Ｌｉｘｉｎ１∗

(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２４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５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４. Ｙｕｎｎ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２４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ａｆｅｔｙꎬ ｂｕ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ｏｌｏｒ ｆａｓｔｎ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ｓ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１２－０４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１６７０３４０)ꎮ
第一作者: 杨蓉(１９９５－)ꎬ硕士ꎬ研究方向为民族生态学ꎬ(Ｅ￣ｍａｉｌ)２３６３０１８５８７＠ ｑｑ.ｃｏｍꎮ

∗通信作者: 杨立新ꎬ博士ꎬ高级工程师ꎬ研究方向为应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ꎬ(Ｅ￣ｍａｉｌ) ｒａｔｔａｎ＠ ｍａｉｌ.ｋｉｂ.ａｃ.ｃｎꎮ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ｑｉｎｇ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ｒｉｃｈ ｌｏｃａｌ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ｅ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ꎬ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ｅｘｐ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ｓ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Ｌｉｕｈｅ Ｙ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ꎬ
Ｈｅｑ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Ｄａｌｉ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 ２８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ｂｙ ｓｅｍ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Ｌｉｕｈｅ Ｙ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ꎬ Ｈｅｑ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Ｄａｌｉ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ꎻ ｌｏｃａｌ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ꎻ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ｃｒａｆ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ꎻ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 ｖａｌｕｅꎬ ＣＩＩｓ ｖａｌｕｅꎬ ＩＣＦ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ｓｅ １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ｅｑｉｎｇꎬ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１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１１ ｇｅｎｅｒａ. (２)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ｉｎｇ. (３) Ｔｈｅ
ｕ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ｎ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ｂｌｕｅ. (４)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ｄｙ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ｏｔｈ (ｆｏｌｋ ｃｌｏｔｈ ｍ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ｂｅｒ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ｑｉｎｇꎬ ｂｕｔ ｉｔ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ｌｏｓ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ꎬ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ꎬ ｄｙｅｉｎｇ ｃｒａｆｔꎬ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染料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ꎬ天然染

料的应用历史较为悠久ꎬ可从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中获得(邢金锋等ꎬ２０２１)ꎮ 其中ꎬ植物染料的应用

最为便捷广泛ꎬ可从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

部位来提取色素(张维等ꎬ２０１８)ꎮ 随着化学合成

染料的发明ꎬ由于其成本低、染色性能好、操作便

捷ꎬ因此植物染料被逐渐取代ꎮ 近年来ꎬ一些化学

合成染料污染环境 (娄春霞ꎬ ２０１６ꎻ王文仙等ꎬ
２０１７)、危害人体健康 (杨虎清和黄素娟ꎬ２００２ꎻ
Ｙａｎｔ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等ꎬ这些缺点日益突出ꎮ 如偶

氮染料有致癌的危害(何舒敏等ꎬ２０１９)ꎻ合成染料

废水中含有的重金属元素会污染环境 (陈沈ꎬ
２０１８)ꎮ 植物染料凭借其可再生性、绿色环保性以

及保健功能等优势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Ｒｅｚ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Ｓｈａｄｅｅｒａ ＆ Ｎａｇａｐａｄｍａꎬ ２０１５ꎻ Ｐｌáｃｉｄ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植物染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功能

性纺织品、化妆品、食品和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研

发( Ｋｈｏｕｚ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Ｌｕｑ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Ｇｕｅｓｍ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Ｋｅｋ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Ｎｉｔａｌ ＆ Ａｊｉｔꎬ ２０１６)ꎮ

植物染料资源量较少、染色牢度低、成本高、
色调单一等缺点(王高阳等ꎬ２０２２)ꎬ限制了其产业

化的发展ꎮ 为有效地开发利用植物染料ꎬ需要挖

掘更多的植物染料资源ꎬ提高植物染色的性能ꎮ

我国民族民间早已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植物染色知

识与技术(张心乐等ꎬ２０２２)ꎬ这些传统植物染色知

识可为植物染色的研发提供科学线索 ( 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目前ꎬ有许多国家对民族社区的植物

染料进行了民族植物学研究(Ｏｚｇｏｋｃｅ ＆ Ｙｉｌｍａ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 Ｖｅｒｅｎｋａｒ ＆ Ｓｅｌｌａｐｐａｎꎬ ２０１７)ꎬ而我国对

于植物染料的民族植物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

藏、云南、广西、贵州、新疆、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

(吐尔逊阿依ꎬ ２０１２ꎻ 苏仕林等ꎬ ２０１３ꎻ 淳于步和

李玲ꎬ ２０１４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Ｆ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通过对当地植物染料资源及传统

染色工艺进行民族植物学调研ꎬ进一步发掘传统

植物染料的开发利用价值ꎮ
云南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以及少数民

族最多的省份(吴富勤等ꎬ２０２１ꎻ高田和李正栓ꎬ
２０２１)ꎬ复杂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人文风情赋予其

多样的植物染料资源与神秘的传统植物染色技术

(崔明昆等ꎬ２０１１ꎻ段丽芬和李成红ꎬ２０２０ꎻ张乃明

等ꎬ２０２１)ꎬ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苏仕林等ꎬ２０１３ꎻ
柴真真等ꎬ２０１７)ꎬ少数民族常用植物染料对食品、
服饰、工艺品、指甲等进行染色(苏仕林等ꎬ２０１３ꎻ
曹利民等ꎬ２０１６ꎻ罗文雄ꎬ２０１９)ꎮ 然而ꎬ在社会发

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下ꎬ植物染色以及其相关传

统知识正在逐渐消逝(刘光华等ꎬ２０１２ꎻ刘姣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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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素琼ꎬ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对植物染料及传统植物染

色知识的收集、整理、记录ꎬ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迫在眉睫ꎮ
云南大理地区的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有较为

完整的传统植物染技艺(林芳璐ꎬ２０１６)ꎬ而且有丰

富的植物染料资源ꎬ当地白族使用的植物染料就有

２３ 种(Ｆ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大理鹤庆白依人是我国彝

族的一个支系(解语ꎬ２０２０)ꎬ自称“夸萼氏”的白依

人主要居住于大理鹤庆县六合彝族乡ꎮ 有相关传

说提及白依人的祖先是从“莲瓦塔鲁”迁徙过来的ꎬ
白依人虽然有本民族的语言ꎬ但却没有本民族的文

字ꎬ对于本族人的传统文化都靠口耳相传(高金和ꎬ
２０１５)ꎮ 白依人的传统民族文化与当地自然环境联

系密切ꎬ以白依人传统的火草衣文化为代表ꎬ白依

人火草衣以植物纤维作为织物原料ꎬ用染料植物进

行染色(高金和ꎬ２０１５)ꎮ 鹤庆白依人在长期利用植

物染料过程中ꎬ已形成一系列植物染色相关传统知

识体系ꎮ 早年间受语言交流不通、交通闭塞等条件

的限制ꎬ本民族文化的原生态性保留较好ꎮ 当前ꎬ
鲜见关于白依人植物染色及相关传统知识方面的

研究ꎬ资料也较零散ꎮ
本研究利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对大理鹤庆县六

合彝族乡白依人社区的 ４ 个村寨(河东村、南坡

村、上萼坪村、五星村)的植物染色及相关传统知

识进行了调研ꎬ记录了鹤庆白依人染料植物资源

状况、传统植物染色工艺ꎬ旨在促进白依人植物染

色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ꎬ为植物染料资

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线索ꎬ为其后期的产业化应用

及相关技术问题解决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ꎬ位于云南省

西北部ꎬ地处滇西横断山脉南端、云岭山脉以东ꎬ
大理州北端ꎬ地处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２９′ Ｅ、２５°５７′—
２６°４２′ Ｎꎬ总面积 ２ ３９５ ｋｍ２(郝丛雨等ꎬ２０２１)ꎮ 六

合彝族乡是鹤庆县唯一的民族乡ꎬ位于鹤庆坝子

东南部ꎬ最高海拔 ２ ７４８ ｍꎬ最低海拔 １ ６８０ ｍꎬ全
乡面积 ２４９.５ ｋｍ２ꎬ有 １３ 个行政村ꎮ 属于亚热带季

风气候ꎬ冬无严寒ꎬ夏无酷暑ꎬ年平均气温 １４.７ ℃ ꎬ
年降雨量约 ９００ ｍｍ(解语ꎬ２０２０)ꎮ 当地有白、彝、
汉、苗等民族ꎬ作为彝族支系之一的白依人世居于

此ꎬ是云南省最早的白依文化发祥地 (高金和ꎬ

２０１５)ꎮ 自称“夸萼氏”的白依人在长期的生产生

活中ꎬ积累并形成了系统的植物染色相关传统知

识体系ꎮ
本研究根据前期的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资料

(高金和ꎬ２０１５)ꎬ选取六合彝族乡的五星村、河东

村、南坡村、上萼坪村 ４ 个村落作为调查地点(图

１)ꎮ 这几个村落的绝大多数白依人仍使用本民族

语言交流ꎬ传统白依文化保留较好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文献研究

通过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当地的地理环

境、自然资源状况、历史文化ꎬ以“白依人传统染色

工艺”“白依人植物染色”“白依人传统染色文化”等
为关键词检索ꎬ探究白依人相关植物染色知识ꎬ分
析目前国内外在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动态和现状ꎮ
２.２ 民族植物学调研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对六合彝族乡的

４ 个村落进行 ３ 次传统植物染色的民族植物学调

研ꎮ 采用 ５Ｗ＋１Ｈ 的访谈模式(杜钦等ꎬ２０１６)ꎬ对
当地的关键人物(“传承人” “老人”)、相关机构

(当地村委会、白依文化传承园)等进行半结构式

访谈ꎬ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使用染料植物的种类、染
料植物的当地名、染料植物色素的提取方式、染色

工艺流程、染料植物的利用部位、植物染料染制的

颜色、采集染料植物的时间、植物染色的用途等方

面ꎮ 此外ꎬ对当地植物染料进行田野调查ꎬ采集植

物染料作为凭证标本和样品ꎬ并鉴定、整理分类形

成白依人植物染料的民族植物学编目表ꎬ参与式

观察并记录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的工艺流程ꎮ
２.３ 定量分析

以使用频率、信息一致性指数、文化重要性指

数等为评价指标对白依人植物染料资源及其相关

传统知识进行定量分析ꎬ分别见公式(１) ~ (３) (王
雨华和王趁ꎬ２０１７)ꎮ

ｆ＝Ｎｍ / Ｎ ｉ (１)
式中: ｆ 是对某种植物染料的使用频率ꎻ Ｎｍ是

提及某种植物染料的信息报告人数ꎻ Ｎ ｉ为总信息

报告人数ꎮ ｆ 值越高ꎬ说明该植物染料在当地白依

人社区中的使用频率越高ꎬ即开发潜在价值越高ꎮ
ＩＣＦ ＝ (Ｎｕｒ－Ｎｔ) / (Ｎｕｒ－１) (２)
式中: ＩＣＦ 表示信息报告人的信息一致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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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调查村寨地理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数ꎻ Ｎｕｒ 指信息报告人提及染制某种颜色的植物

染料的总数ꎻ Ｎｔ 指所有报告人共同提及染制某种

颜色的植物染料总数ꎮ ＩＣＦ 值越高ꎬ表明信息报告

人对能染制某种颜色的植物染料认知有差异ꎬ反
之ꎬ一致性就越高ꎮ

ＣＩＩｓ ＝ 
ＵＮＣ

Ｕ＝Ｕ１

ｉＮ

ｉ＝ ｉ１

ＵＲｕｉ

Ｎ
(３)

式中: ＣＩＩｓ 表示植物染料的文化重要性指数ꎻ
ｓ 代表某一植物染料ꎻ Ｎ 为总信息报告人数ꎻ ＮＣ 是

某一植物染料的总用途数ꎻＵ 代表使用某种植物染

料ꎻＵＲｕｉ代表第 ｉ 个信息报告人在用途 ｕ 中提到植

物染料 ｓ 而构成的利用报告ꎮ ＣＩＩｓ 值越高ꎬ则该植

物染料用途较多且被当地人熟知ꎬ说明该植物对当

地人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鹤庆白依人植物染料的民族植物学编目

基于对当地植物染料的田野调查ꎬ经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立新高级工程师鉴定证据

标本ꎬ整理制成了鹤庆白依人植物染料的民族植

物学编目(表 １)ꎮ 以植物染料的标本号、拉丁学

名、中文名、科名、生长型、利用部位、染制颜色、用
途为主要编目内容ꎮ 由表 １ 可知ꎬ共有 １０ 科 １１ 属

１１ 种的植物染料被白依人用于传统染色ꎻ植物染

料的生长型以草本为主、其次是灌木、乔木、藤本ꎮ
而用于植物染色的部位包括根、茎、叶、花、果实、
果皮等ꎻ植物染料可染制出绿色、蓝绿色、蓝色、黄
色、白色、红色、橘色、黑色等颜色ꎻ白依人主要利

用植物染料上染服饰、食品、指甲ꎬ以服饰为主ꎮ
由此可见ꎬ白依人使用的植物染料资源丰富、色域

较广、用途多样ꎮ
３.２ 植物染色相关传统知识分布的差异性

对六合彝族乡的 ４ 个村落进行了植物染色的

民族植物学调研ꎬ共访谈 ２８８ 人ꎬ信息报告者的基

本信息见表 ２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不同地点、年龄、性
别的白依人对传统植物染色知识的认知有差异ꎮ
从访谈地点上看ꎬ五星村信息报告人所占的比例

最大(３０％)ꎮ 据当地老人说ꎬ五星村作为白依人

最初的居住地ꎬ是白依人的民族文化之源ꎮ 由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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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理州鹤庆县六合彝族乡白依人植物染料的民族植物学编目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Ｌｉｕｈｅ Ｙ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ꎬ Ｈｅｑ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Ｄａｌｉ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标本号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ｃｏｄ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生长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利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染制颜色
Ｄｙｅｄ ｃｏｌｏｒ

用途
Ｕｓａｇｅ

ＷＸ０１ 水红木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秀西
Ｘｉｕｘｉ

灌木
Ｓｈｒｕｂ

叶
Ｌｅａｆ

绿色ꎬ 蓝绿色ꎬ 蓝色ꎬ 黑色
Ｇｒｅｅｎꎬ ｂｌｕｅ ｇｒｅｅｎꎬ ｂｌｕｅꎬ ｂｌａｃｋ

服饰
Ｃｌｏｔｈ

ＮＰ０８ 密蒙花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马钱科
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丫武
Ｙａｗｕ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花
Ｆｌｏｗｅｒ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服饰ꎬ 食品
Ｃｌｏｔｈꎬ ｆｏｏｄ

ＨＤ０６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茜火火
Ｑｉａｎｈｕｏｈｕｏ

藤本
Ｌｉａｎａ

根ꎬ 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红色
Ｒｅｄ

服饰ꎬ 指甲
Ｃｌｏｔｈꎬ ｎａｉｌ

ＷＸ０９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苞谷
Ｂａｏｇｕ

草本
Ｈｅｒｂ

果实
Ｆｒｕｉｔ

白色
Ｗｈｉｔｅ

服饰
Ｃｌｏｔｈ

ＷＸ０５ 水稻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茄
Ｑｉｅ

草本
Ｈｅｒｂ

果实
Ｆｒｕｉｔ

白色
Ｗｈｉｔｅ

服饰
Ｃｌｏｔｈ

ＨＤ１１ 板蓝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纳
Ｎａ

草本
Ｈｅｒｂ

茎ꎬ 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蓝色
Ｂｌｕｅ

服饰
Ｃｌｏｔｈ

ＳＥＰ０５ 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石榴科
Ｐｕｎｉｃａｃｅａｅ

西米啊
Ｘｉｍｉａ

灌木
Ｓｈｒｕｂ

果皮
Ｆｒｕｉｔ ｐｅｅｌ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服饰
Ｃｌｏｔｈ

ＳＥＰ０８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后火
Ｈｏｕｈｕｏ

草本
Ｈｅｒｂ

花
Ｆｌｏｗｅｒ

红色ꎬ 黄色ꎬ 橘色
Ｒｅｄꎬ ｙｅｌｌｏｗꎬ ｏｒａｎｇｅ

服饰
Ｃｌｏｔｈ

ＷＸ１５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嗯歌雄
Ｅｎｇｅｘｉｏｎｇ

草本
Ｈｅｒｂ

根
Ｒｏｏｔ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服饰ꎬ 食品
Ｃｌｏｔｈꎬ ｆｏｏｄ

ＮＰ１３ 普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普爱枣涩
Ｐｕａｉｚａｏｓｅ

乔木
Ｔｒｅｅ

叶
Ｌｅａｆ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服饰
Ｃｌｏｔｈ

ＮＰ０３ 滇紫草
Ｏｎｏｓｍ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泽碳
Ｚｅｔａｎ

草本
Ｈｅｒｂ

根
Ｒｏｏｔ

红色
Ｒｅｄ

服饰ꎬ 指甲
Ｃｌｏｔｈꎬ ｎａｉｌ

可知ꎬ在当地 １０ 科 １１ 属 １１ 种植物染料中ꎬ８ 种植

物染料分布在五星村ꎬ７ 种植物染料分布在河东

村ꎬ６ 种植物染料分布在上萼坪村ꎬ只有 ５ 种植物

染料分布在南坡村ꎮ 结合表 ２ 可知ꎬ植物染料的

分布影响了当地人对植物染料及相关传统知识的

认知ꎮ 此外ꎬ从信息报告人年龄上来看ꎬ５５ ~ ６５ 岁

这个年龄段的白依人对植物染色有较高的认知水

平ꎬ而 ３５ ~ ４５ 岁的青年人对植物染色的认知度较

低ꎬ可看出传统染色知识在逐渐流失ꎮ 由表 ２ 可

知ꎬ信息报告人中女性比例大男性比例 １０％ꎬ女性

对传统植物染色的认知度高于男性ꎮ 经调研得

知ꎬ男性主要负责染料采摘和制备ꎬ女性主要负责

操作传统植物染色的工艺ꎮ
３.３ 植物染色传统知识的统计分析

３.３.１ 植物染料使用频率的统计 　 由图 ２ 可知ꎬ白
依人对水红木、密蒙花、板蓝、玉米、水稻、石榴、红
花、姜黄和茜草等植物染料的使用频率均大于

５０％ꎮ 其中ꎬ水红木的使用频率最高(８０％)ꎬ其次是

表 ２　 信息报告人基本信息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项目
Ｉｔｅｍ

类别
Ｔｙｐｅ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五星
Ｗｕｘｉｎｇ

８７ ３０

南坡
Ｎａｎｐｏ

６１ ２１

上萼坪
Ｓｈａｎｇ’ｅｐｉｎｇ

６５ ２３

河东
Ｈｅｄｏｎｇ

７５ ２６

年龄
Ａｇｅ

３５~４５ ３０ １０

４６~５５ ６５ ２３

５６~６５ ８６ ３０

６６~７５ ５９ ２０

７６~８５ ４８ １７

性别
Ｓｅｘ

女
Ｗｏｍａｎ

１５８ ５５

男
Ｍａｎ

１３０ ４５

８５９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３　 植物染料在不同村落的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分布地点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水红木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

五星、河东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Ｈｅｄｏｎｇ

密蒙花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五星、南坡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Ｎａｎｐｏ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河东、上萼坪
Ｈｅｄｏｎｇꎬ Ｓｈａｎｇ’ｅｐｉｎｇ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五星、河东、上萼坪、南坡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Ｈｅｄｏｎｇꎬ Ｓｈａｎｇ’ｅｐｉｎｇꎬ Ｎａｎｐｏ

水稻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五星、河东、上萼坪、南坡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Ｈｅｄｏｎｇꎬ Ｓｈａｎｇ’ｅｐｉｎｇꎬ Ｎａｎｐｏ

板蓝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

五星、河东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Ｈｅｄｏｎｇ

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五星、上萼坪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Ｓｈａｎｇ’ｅｐｉｎｇ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上萼坪、河东
Ｓｈａｎｇ’ｅｐｉｎｇꎬ Ｈｅｄｏｎｇ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五星、上萼坪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Ｓｈａｎｇ’ｅｐｉｎｇ

普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五星、南坡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Ｎａｎｐｏ

滇紫草
Ｏｎｏｓｍ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南坡、河东
Ｎａｎｐｏꎬ Ｈｅｄｏｎｇ

Ａ. 水红木ꎻ Ｂ. 密蒙花ꎻ Ｃ. 茜草ꎻ Ｄ. 玉米ꎻ Ｅ. 水稻ꎻ Ｆ. 板
蓝ꎻ Ｇ. 石榴ꎻ Ｈ. 红花ꎻ Ｉ. 姜黄ꎻ Ｊ. 普洱茶ꎻ Ｋ. 滇紫草ꎮ
Ａ.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ꎻ Ｂ.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ꎻ Ｃ.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ꎻ Ｄ. Ｚｅａ ｍａｙｓꎻ Ｅ.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ꎻ Ｆ.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ꎻ
Ｇ.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ꎻ Ｈ.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ꎻ Ｉ.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ꎻ
Ｊ.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ꎻ Ｋ. Ｏｎｏｓｍ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图 ２　 白依人植物染料的使用频率统计
Ｆｉｇ.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ｓ ｂｙ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密蒙花(７５％)ꎬ因为白依人主要使用这两种植物

染料来染色本民族服饰———火草衣ꎬ水红木和密

蒙花染出的颜色是白依人的民族文化特征色ꎮ 而

普洱茶和滇紫草作为植物染料的使用频率较低ꎬ

经调研发现ꎬ当地人常将普洱茶加工后饮用ꎬ用滇

紫草外用治疗湿疮、溃疡ꎮ 普洱茶的饮用价值和

滇紫草的药用价值明显高于二者的染色价值ꎮ
３.３.２ 白依人染色知识的信息一致性指数 　 不同

植物染料可染出不同色彩ꎬ在不同的染色条件下

同种植物染料有时所染制出的颜色也不同ꎮ 通过

对当地 １０ 科 １１ 属 １１ 种的植物染料染制颜色进行

信息一致性指数统计ꎬ发现当地的植物染料可染

制出蓝色、白色、绿色、黑色、橘色、蓝绿色、红色和

黄色等 ８ 种颜色(表 ４)ꎮ 其中ꎬ蓝色的信息一致性

指数 ＩＣＦ 值最低ꎬ为 ０ꎬ这表明了信息报告人对蓝

染的植物染料认知高度一致ꎮ 当地人一致认为能

染制出蓝色的植物主要有水红木与板蓝ꎮ 而染制

白色、绿色、黑色、橘色、蓝绿色、红色和黄色的植

物染料的 ＩＣＦ 值均大于或等于 ０.５０ꎬ这说明当地

人对能染出这些颜色的植物染料的认知有差异ꎮ
ＩＣＦ 值(１)最大的是黄色的植物染料ꎬ可能与当地

有多种黄色植物染料(石榴、姜黄、红花、密蒙花

等)有关ꎮ

表 ４　 白依人染色知识的一致性指数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ｂｏｕ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ｙ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染制颜色
Ｄｙｅｄ ｃｏｌｏｒ

提及的
植物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Ｎｕｒ)

信息报告人
共同认可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 (Ｎｔ)

信息一致性
指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
( ＩＣＦ)

蓝色
Ｂｌｕｅ

２ ２ ０

白色
Ｗｈｉｔｅ

３ ２ ０.５０

绿色
Ｇｒｅｅｎ

１０ ５ ０.５６

黑色
Ｂｌａｃｋ

４ ２ ０.６７

橘色
Ｏｒａｎｇｅ

５ ２ ０.７５

蓝绿色
Ｂｌｕｅ ｇｒｅｅｎ

６ ２ ０.８０

红色
Ｒｅｄ

７ ２ ０.８３

黄色
Ｙｅｌｌｏｗ

４ １ １

３.３.３ 植物染料的文化重要性指数 　 许多植物染

料还可作为食用、药用植物ꎬ以染色、食用(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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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药用 ３ 种用途对当地植物染料进行文化重要性

指数统计(表 ５)ꎮ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除了滇紫草

外ꎬ其他 １０ 种植物染料均被用来染色、食用(饮

用)和药用ꎮ 水红木ꎬ密蒙花ꎬ茜草ꎬ玉米等的文化

重要性指数 ＣＩＩｓ 值较高ꎬ表明白依人熟知这几种

植物染料的不同用途和用法ꎬ也说明这几种植物

在白依人植物染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ＣＩＩｓ 值
最高的是水红木(２.２０)ꎬ其用途广泛ꎬ白依人不仅

使用水红木染色本民族服饰ꎬ还利用水红木的根

部泡酒食用ꎮ ＣＩＩｓ 值(０.８７)最低的是滇紫草ꎬ原因

是白依人对滇紫草用途和用法了解较少ꎬ当地人

大多将其作为药用植物ꎬ少部分用其染色ꎮ 尽管

如此ꎬ也不排除滇紫草对其他白依人有特殊意义ꎮ

表 ５　 白依人植物染料的文化重要性指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ａｉ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ｄｙｅｓ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用途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ｕｓａｇｅ

染色
Ｄｙｅ

食用 (饮用)
Ｆｏｏｄ (Ｄｒｉｎｋ)

药用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文化重要性
指数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ＩＩｓ)

水红木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 ２７８ ８７ ２７０ ２.２０

密蒙花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２６５ １５５ ２００ ２.１５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２４９ ８８ ２７６ ２.１３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２０７ ２５０ １３２ ２.０５

水稻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１７１ ２８８ １０２ １.９５

板蓝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 １８０ １３０ ２３０ １.８８

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１３２ ２６５ １２８ １.８２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１４１ ９６ ２６４ １.７４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８６ １５６ ２０８ １.５６

普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６５ ２３８ ５５ １.２４

滇紫草
Ｏｎｏｓｍ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４６ ０ ２０５ ０.８７

３.４ 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工艺

３.４.１ 经线和纬线的制作 　 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

工艺主要体现在本民族服装的染色应用上ꎬ火草

衣为白依人的传统服装ꎬ被染物和染料均为天然

植物ꎮ 白依人依据纺织架上线的位置将被染物分

为经 线 和 纬 线ꎮ 俗 称 “ 火 草 ” 的 钩 苞 大 丁 草

(Ｇｅｒｂｅｒ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和苎麻(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分别

作为制作纬线和经线的原材料ꎮ
清洗新鲜的钩苞大丁草ꎬ沾水来搓捻钩苞大

丁草叶片背后的绒毛ꎬ将其揉搓成线状ꎬ晾干即可

制成纬线ꎮ 而经线的制作流程:先清洗新鲜的苎

麻ꎬ再“剥麻皮”ꎬ即将苎麻表面的皮剥下ꎬ之后“绩
麻”ꎬ也就是把剥下来的皮先撕成麻丝后一点点的

扯下来搓捻成线状ꎬ最后晾干即可ꎮ
３.４.２ 染色纬线　 在每年的 ７、８ 月ꎬ白依人相约采

摘新鲜水红木的叶片ꎬ将其洗净后放入石缸中ꎬ用
木棒舂水红木叶子至稀碎ꎬ期间依据不同的染料

浓度多次少量的加入清水ꎬ后制成水红木染浆ꎮ
用水红木染浆在铁盆中直接给纬线涂抹均匀上色

并静置 ２ ｄꎮ 之后用稻田里的黑泥均匀涂抹至每

根纬线ꎬ又厚敷黑泥至纬线表面一天一夜ꎮ 第 ２
天将纬线取出洗净后晾干即可ꎮ 当地人说ꎬ可根

据自己对颜色的不同需求调整水红木重复染色和

黑泥媒染的次数ꎮ 他们认为ꎬ黑泥在染色过程中

有媒染固色、调节原染料颜色的作用ꎮ 由此看来ꎬ
水红木染色纬线主要采用的染色方法是先染

后媒ꎮ
在每年的 ５、６ 月ꎬ当地人开始收集还没有完

全成熟的青苞谷ꎬ将其果实掰下来ꎮ 同时ꎬ把大米

放置水中泡发半天或一天ꎮ 将青苞谷的果实、泡
发的大米分别放置在石磨里加水研磨ꎬ可制成青

苞谷浆、米浆ꎮ 将青苞谷浆、米浆分别倒至洗净的

纬线上ꎬ用手不断揉搓染色直至纬线均匀上色ꎬ上
染完放置 １ ｄ 后晾晒ꎬ不需要清洗ꎮ
３.４.３ 密蒙花染色经线　 当地人在每年的 ３ 月采摘

密蒙花ꎬ将其晾晒干燥ꎬ以方便储存使用ꎮ 采摘密

蒙花的花蕾放入石缸中加水舂至稀碎ꎬ后放入锅

中煮 ３０ ｍｉｎꎬ用纱布过滤得到染液ꎮ 将洗净的经

线放入稍加猪油的灶灰水里煮一天一夜ꎬ这是为

了增加后续染料的上色度ꎮ 随后把处理好的经线

放入密蒙花染液中染色半天ꎬ期间用木板搅拌防

止染色不均ꎮ 染色后的麻线晾干后需要再次清

洗、晾干后完成ꎮ
基于以上ꎬ将经植物染色后的经纬线放入传

统纺织机器中ꎬ利用丢梭织布法进行纺织ꎮ 纺织

出深蓝、浅蓝、黄、米白四色相间的火草布料ꎬ之后

再将其缝制成火草衣ꎬ整个过程需耗时几个月ꎮ

０６９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火草衣对白依人有重要意义ꎬ是白依人亲情关系

的纽带ꎬ在白依人传统婚丧嫁娶中是不可或缺的ꎮ

４　 讨论

４.１ 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的应用潜能

植物染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历史较为悠

久(华梅ꎬ２０１４ꎻ吴淑生ꎬ ２０１６)ꎬ其起源可追溯到

新石器时期(陈耀坤ꎬ ２０２０)ꎮ 近年来ꎬ科技的进

步促进了染料植物的发展ꎮ 例如ꎬ在云南少数民

族地区ꎬ人们大多使用密蒙花染制米饭ꎬ后经研究

可用于织物的染色(Ｙ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本文所报

道的染料植物均有较大开发利用潜能ꎬ白依人使

用的染料植物种类较多样ꎬ染制颜色色域较广ꎬ染
色用途较多ꎮ 其中ꎬ水红木染色工艺伴随添加黑

泥的量与工艺变化ꎬ可扩展多种色系ꎮ 白依人主

要使用染料植物染色钩苞大丁草和苎麻等纤维素

纤维ꎬ染料植物对天然纤维的亲和力较强ꎬ可尝试

对丝等蛋白质纤维的染色应用ꎮ 白依人使用的染

料植物许多都有药用功效(李慧等ꎬ ２０１９ꎻ龙登凯

等ꎬ ２０２２)ꎬ有些经植物染制的织物有抗菌、抗紫

外、消炎等作用(罗梁飞ꎬ ２０１１)ꎬ可研发功能性纺

织品(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ꎮ 此外ꎬ白依人还使用姜

黄、密蒙花等对食品染色ꎬ这些染料植物不仅赋予

食品色、香、味ꎬ而且还有保健的功效(杨长军等ꎬ
２０１６ꎻ龙登凯等ꎬ ２０２２)ꎬ可进一步研究其作为食

用色素的应用潜力ꎮ
４.２ 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的独特性

我国民族民间有丰富的传统植物染色技艺ꎬ
各民族社区有不同的植物染工艺及相关传统知

识ꎮ 西藏门巴族用茜草来染色本民族服饰ꎬ采用

水提法提取色素ꎬ通过直染或媒染的方法染色ꎬ媒
染主 要 通 过 加 入 金 属 盐 来 固 色 ( 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西双版纳的傣族在提取姜黄色素时会加

入酸木瓜、柠檬等发色ꎬ采取冷浴法染色服饰(柴

真真等ꎬ ２０１７)ꎮ 本研究发现ꎬ白依人在使用水红

木染制火草衣中ꎬ采用舂染料法提取色素ꎬ染色过

程中又利用黑泥来助染ꎮ 与此相类似的是ꎬ凉山

彝族在染制查尔瓦服饰时ꎬ也使用泥浆助染(杨渝

坪ꎬ ２０１３)ꎬ但不同的是ꎬ凉山彝族先将织物泥染

后染色ꎬ而白依人先染色后泥染ꎮ 由此可见ꎬ白依

人传统植物染色具有独特性ꎬ其在长期的生产实

践中ꎬ形 成 了 本 民 族 的 生 态 文 化 (张 乃 明 等ꎬ

２０２１)ꎬ经水红木染制而成的火草衣是其本民族服

饰ꎬ贯穿每个白依人的一生ꎬ是白依人的民族文化

特征ꎬ代表着白依人对祖先的深深思念ꎮ 各民族

间的传统植物工艺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差异

性ꎬ这为现代植物染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线索ꎬ也为

植物染的优化与标准化研究提供了参考ꎮ
４.３ 白依人植物染色及相关传统知识的现状

如今ꎬ受到时代发展及现代文化冲击等的影

响ꎬ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ꎬ相关传统植物染色知识

在逐渐流失(Ｆ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伊拉克北部库尔

德自治区的游牧民族一直以小家庭式作坊的形式

制作植物染料ꎬ但后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及合成染

料的影响下ꎬ许多当地民族放弃了传统植物染色

技艺(Ｍａｔｉ ＆ Ｂｏｅｒꎬ ２０１０)ꎮ 中国湖南通道侗族有

植物染制侗布的习俗ꎬ受到工业发展及文化冲击

等的影响ꎬ当地人放弃了染制侗布的生计方式(刘
光华等ꎬ２０１２)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白依人社区ꎬ除了

有以上影响外ꎬ近年来由于人口增加、山林毁坏等

造成植物染料资源量逐渐减少ꎬ年轻人也不重视

植物染料的保护与栽培且对传统植物染的认知较

低ꎬ因此当地关于植物染料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的传统知识正在逐渐消失ꎮ
４.４ 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的保护与传承

为了促进各民族传统植物染色的保护与传

承ꎬ有必要更深入地对民族社区的植物染色及相

关传统知识进行深入调查、研究ꎬ并开展有效管理

来保护本民族的利益(苏仕林等ꎬ２０１３)ꎮ 通过对

西藏米林县南一乡的染料植物进行民族植物学调

查研究ꎬ发现当地的珞巴族使用 ２８ 科 ４９ 属 ５９ 种

植物染料ꎬ当地人用植物染料染色袈裟(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有关研究发现ꎬ在中国台湾太巴望社的阿

美族使用 １２ 科 １３ 属 １４ 种染料植物ꎬ并通过室内

实验证实该传统植物染色的科学性ꎮ 本研究发

现ꎬ白依人使用 １０ 科 １１ 属 １１ 种染料植物ꎬ其中水

红木的文化重要性指数最高ꎬ对其进行验证并优

化传统植物染色性能是保护与传承白依人传统植

物染色的必要途径ꎮ 此外ꎬ经调研发现ꎬ新一代白

依人对本民族植物染色相关传统知识较为漠视ꎮ
因此ꎬ建立并促进白依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自知和

文化自信是保护与传承传统植物染色知识的前提

(高宇和王林平ꎬ２０２０)ꎬ通过理论指导让其意识到

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性、独特性与珍贵性(韩德燕ꎬ
２０２０)ꎮ 同时ꎬ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ꎬ适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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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知识ꎬ使白依人传统植物

染色知识形成当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ꎬ发挥白依

人文化传承馆的作用ꎬ鼓励白依文化传承人定期

举办传统植物染色培训课堂或分享会ꎮ
４.５ 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的合理开发

在本研究中ꎬ虽然发现白依人使用多种染料

植物并有丰富的传统植物染色知识ꎬ但是将染料

植物开发利用并规模化生产还面临诸多问题ꎮ 例

如ꎬ植物染色机理不清、染色成本较高(倪宇超ꎬ
２０２２)、植物染料资源较少、天然色素色素不稳定、
染色牢度较低(王高阳等ꎬ２０２２)等ꎮ 此外ꎬ不同季

节和产地的植物染料呈现不同的染色效果ꎬ导致

传统植物染色的重现性较低ꎬ而传统植物染色工

艺尚未优化与标准化(柴真真等ꎬ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在
对白依人传统植物染色开发利用中ꎬ要有节制地

采摘植物染料资源ꎬ适当地对植物染料进行人工

栽培ꎬ达到对植物染料地可持续利用ꎮ 同时ꎬ一方

面ꎬ应加强植物染色应用的研发ꎬ开发出新的天然

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化妆品、染料等 (刘玉珊ꎬ
２０２１)ꎬ提高染色性能并拓展其应用范围ꎻ另一方

面ꎬ结合民族文化特色ꎬ通过展销民族特色食品、
工艺品、服装(孙诗涵等ꎬ２０２２)ꎬ如白依人的火草

衣ꎬ来弘扬民族文化ꎮ

５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鹤庆六合彝族乡的 ４ 个村落进

行白依人植物染色的民族植物学调研发现ꎬ当地

有 １０ 科 １１ 属 １１ 种的植物染料ꎮ 通过对传统植物

染色知识进行统计分析发现ꎬ受植物染料分布、民
风民俗及时代发展的影响ꎬ植物染色知识在不同

年龄、性别、地区的信息报告人之间存在差异ꎮ 此

外ꎬ制作火草衣的染料植物的使用频率以及文化

重要性指数均较高ꎬ火草衣的植物染制工艺也较

繁多ꎮ 鹤庆白依人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传统植物染

色知识体系ꎬ植物染的火草衣承载了白依人的民

族特征ꎬ但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而慢慢流失ꎮ
以白依人对染料植物的长期应用为例ꎬ当地的染

料植物有一定的开发潜力ꎬ通过对植物染料的种

质资源调查、育种栽培、植物色素成分分析、染色

牢度提高等方面研究ꎬ建立传统植物染的标准ꎬ发
展植物染的产业ꎬ是继承、保护、弘扬白依人传统

植物染色的重要途径ꎬ也是合理开发利用传统植

物染的关键ꎬ以此来进一步推动民族社区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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