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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流
．
傳
說
．
技
藝

蠟
染
古
代
稱
蠟
纈
，
是
我
國
古
老

的
防
染
工
藝
，
與
絞
纈
︵
紮
染
︶
、
夾
纈

︵
鏤
空
印
花
︶
並
列
為
中
國
古
代
染
纈
工

藝
的
三
種
基
本
類
型
。
根
據
︽
禮
記
︾

等
文
獻
記
載
，
早
在
西
周
時
期
︵
西
元
前

貴
州
民
族
民
間
染
纈
工
藝
鑒
賞

郭
慧
蓮

十
一
世
紀

∼

西
元
前
七
七
一
︶
湅
絲
、

染
色
都
有
專
官
主
管
。
這
種
古
老
的
防
染

工
藝
，
歷
史
悠
久
，
早
在
秦
漢
時
期
，
我

國
先
民
就
開
始
用
蜂
蠟
做
防
染
劑
，
用
植

物
藍
靛
作
染
料
，
印
染
麻
織
品
和
絲
綢
，

﹁
繪
花
於
布
，
而
後
染
之
，
去
蠟
則
見

花
﹂
。
從
傳
世
的
和
出
土
的
蠟
染
實
物

看
，
蠟
染
在
唐
代
就
很
盛
行
。
我
國
發

現
的
古
代
蠟
染
文
物
，
有
新
疆
于
田
屋

於
來
克
古
城
遺
址
出
土
的
北
朝
︵
西
元

三
九
六

∼

五
八
一
︶
藍
色
蠟
纈
毛
織
物
、

藍
色
蠟
纈
棉
織
品
及
新
疆
吐
魯
番
阿
斯

貴
州
省
位
於
雲
貴
高
原
東
部
，
是
一
個
多
民
族
聚
居
的
省
份
，
千
百
年
來
，
在
這
個
和
睦
的
多
民

族
大
家
庭
裏
，
各
族
人
民
以
無
窮
的
智
慧
創
造
、
繼
承
和
發
揚
了
豐
富
多
彩
的
民
族
文
化
，
構
成

了
一
幅
幅
色
彩
斑
斕
、
韻
味
無
窮
的
貴
州
高
原
風
情
畫
。
在
貴
州
多
彩
的
民
族
文
化
中
，
列
入
國

家
級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的
丹
寨
縣
苗
族
蠟
染
技
藝
、
安
順
市
蠟
染
技
藝
、
惠
水
縣
、
麻
江
縣

楓
香
染
技
藝
等
與
人
民
生
活
緊
密
相
聯
的
染
纈
工
藝
恰
如
盛
開
的
奇
葩
，
散
發
出
誘
人
的
芬
芳
，

成
為
貴
州
獨
具
特
色
的
寶
貴
的
文
化
資
源
。

塔
那
北
區
墓
葬
出
土
的
西
涼
︵
西
元
四

○
○

∼

四
二
一
︶
藍
色
蠟
纈
絹
和
唐
代

︵
西
元
六
一
八

∼

九○

七
︶
的
幾
種
蠟
纈

絹
、
蠟
纈
紗
；
還
有
敦
煌
莫
高
窟
一
三○

窟
第
一
層
壁
畫
下
發
現
的
唐
代
廢
置
的
大

量
蠟
纈
殘
幡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的

三
色
蠟
染
、
日
本
正
倉
院
所
藏
的
︿
對
樹

象
羊
蠟
纈
屏
風
﹀
，
都
是
唐
代
遺
物
。
在

貴
州
省
平
壩
縣
下
壩
的
棺
材
洞
裏
，
出
土

的
宋
代
苗
族
點
蠟
幔
及
鷺
鳥
紋
彩
色
蠟
染

衣
裙
等
，
都
是
蠟
染
流
傳
悠
久
的
歷
史
見

證
。

關
於
蠟
染
的
起
源
，
流
傳
著
許
多

傳
說
。
黔
東
南
苗
族
︿
蠟
染
歌
﹀
，
說
的

是
古
代
有
十
個
老
人
將
天
撐
上
去
，
但
天

常
常
塌
下
來
，
他
們
便
請
一
位
名
叫
妹
爽

的
姑
娘
縫
造
撐
天
傘
。
妹
爽
用
雲
霧
製
成

白
布
，
白
布
曬
於
梨
樹
下
，
梨
花
飄
落
布

上
，
蜜
蜂
在
落
花
間
采
蜜
，
蜜
蠟
汁
在
白

布
上
印
出
花
紋
，
藍
草
的
汁
液
又
將
白
布

染
藍
。
妹
爽
將
布
拿
到
水
裏
漂
洗
，
太
陽

幫
助
曬
溶
了
蠟
，
於
是
布
上
出
現
了
藍

地
白
花
。
娃
爽
將
花
布
縫
製
成
撐
天
傘
，

將
天
穩
穩
撐
住
，
藍
地
變
為
青
天
，
白
花

變
為
日
月
星
辰
。
妹
爽
將
這
一
技
藝
傳
授

給
阿
仰
和
阿
卜
兩
位
姑
娘
，
蠟
染
便
在
人

間
流
傳
開
了
。
又
一
傳
說
是
古
代
有
位
美

麗
的
苗
族
姑
娘
，
由
於
家
裏
貧
窮
，
無
錢

縫
製
花
衣
、
花
裙
。
每
逢
節
日
，
有
錢
的

姑
娘
都
穿
上
漂
亮
的
衣
裙
，
到
蘆
笙
場
上

同
小
夥
子
們
唱
歌
跳
舞
，
她
只
能
閉
門
在

家
織
布
，
暗
自
傷
心
。
一
日
樓
板
上
的
蜂

窩
突
然
摔
下
來
，
掉
落
在
她
織
好
的
白
布

上
，
蠟
液
從
蜂
房
中
滲
出
，
很
快
凝
固
。

姑
娘
同
往
常
一
樣
，
將
布
放
在
藍
靛
缸
中

浸
染
，
由
於
沾
蠟
處
不
能
染
色
，
便
將
蜂

蠟
刮
掉
，
布
上
竟
出
現
了
白
花
紋
。
姑
娘

喜
出
望
外
，
就
用
蜂
蠟
在
白
布
上
描
繪
花

紋
，
經
過
染
煮
成
為
漂
亮
的
花
布
。
姑
娘

將
它
縫
成
衣
裙
，
穿
上
去
參
加
節
日
活

動
，
吸
引
了
小
夥
子
們
讚
美
的
目
光
，
紛

紛
邀
請
她
唱
歌
跳
舞
；
也
引
起
了
姑
娘
的

羡
慕
，
紛
紛
向
她
請
教
學
習
。
於
是
，
蠟

染
就
在
貴
州
山
區
傳
播
開
來
。

貴
州
少
數
民
族
的
蠟
染
工
藝
有
許
多

共
同
之
處
，
傳
統
使
用
的
布
料
，
多
為
自

織
的
土
布
。
製
作
前
先
將
布
料
用
草
灰
漂

白
洗
淨
晾
乾
，
然
後
用
煮
熟
的
芋
捏
成
糊

狀
塗
抹
於
布
的
反
面
，
待
曬
乾
後
用
牛
角

磨
平
、
磨
光
，
把
白
布
平
帖
在
木
板
或
桌

面
上
使
之
平
整
，
以
便
作
畫
。
蜂
蠟
是
蜜

蜂
腹
部
蠟
腺
的
分
泌
物
，
它
不
溶
于
水
，

但
加
溫
後
可
以
融
化
，
以
黃
蠟
︵
即
蜂

蠟
︶
作
為
防
染
劑
，
把
蜂
蠟
放
在
陶
瓷
碗

或
金
屬
罐
裏
，
用
火
盆
裏
的
木
炭
灰
或
糠

殼
火
使
蜂
蠟
融
化
，
以
銅
刀
蘸
蠟
作
畫
，

作
畫
時
不
是
在
刻
有
花
紋
的
範
本
上
塗
以

蜂
蠟
，
也
不
需
要
預
先
勾
勒
底
樣
，
而
是

憑
著
自
己
的
構
思
和
想
像
在
布
上
繪
出
大

輪
廓
，
然
後
再
畫
出
各
種
圖
案
花
紋
。

蠟
染
所
用
的
染
料
是
藍
靛
，
貴
州

氣
候
濕
潤
，
草
木
繁
茂
，
盛
產
蜂
蠟
和
製

作
藍
靛
染
料
的
藍
草
，
為
製
作
蠟
染
提
供

了
極
大
的
方
便
。
︽
貴
州
通
志
︾
記
載
：

﹁
乾
草
，
俗
稱
藍
葉
，
居
人
廣
種
，
以
之

染
絲
︙
。
﹂
藍
草
是
一
種
蓼
科
植
物
，

莖
高
約
二
、
三
尺
，
七
月
開
花
，
八
月
收

割
。
把
藍
草
葉
放
在
缸
中
加
入
石
灰
和
酒

發
酵
便
成
為
藍
靛
。

蠟
片
畫
好
後
放
在
藍
靛
染
缸
中
浸

染
，
浸
泡
五
、
六
天
，
有
蠟
的
地
方
染
不

上
顏
色
。
第
一
次
浸
泡
後
取
出
晾
乾
，
便

得
淺
藍
色
。
再
放
入
染
缸
中
浸
泡
數
次
，

顏
色
便
逐
步
加
深
，
達
到
預
期
的
要
求

後
，
將
染
好
的
布
料
放
入
沸
水
中
煮
去
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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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
然
後
在
清
水
中
漂
洗
，
晾
乾
後
即
現

出
美
麗
的
花
紋
。

楓
香
染
技
藝
與
蠟
染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處
。
楓
香
染
技
藝
係
以
楓
香
樹
脂
為
原
料

的
獨
特
染
色
技
藝
。
楓
香
染
是
一
種
在
貴

州
省
南
部
惠
水
縣
苗
族
、
布
依
族
村
寨
、

麻
江
縣
一
帶
瑤
族
群
眾
廣
泛
流
傳
的
傳
統

染
色
工
藝
，
在
他
們
的
衣
裙
、
被
面
、
床

單
中
都
有
使
用
，
由
於
採
用
楓
樹
油
脂
中

加
入
牛
油
來
勾
畫
圖
案
，
油
料
滲
透
力
更

強
。
油
脂
幹
後
仍
然
相
對
柔
軟
，
在
漂
染

的
過
程
中
不
會
出
現
像
蠟
染
的
那
種
因
為

蠟
破
裂
而
產
生
的
漂
染
裂
紋
，
因
此
楓
香

染
的
圖
案
顯
得
更
加
精
緻
清
晰
完
整
，
圖

案
色
彩
豔
麗
、
古
樸
大
方
，
一
直
享
有

﹁
布
依
族
不
需
出
土
的
文
物
﹂
和
﹁
畫
在

布
上
的
青
花
瓷
﹂
的
美
稱
。

楓
香
染
的
起
源
雖
然
沒
有
文
字
記

載
的
史
料
可
考
證
，
但
根
據
布
依
族
的
傳

說
，
其
產
生
與
一
個
美
麗
的
傳
說
有
關
。

傳
說
在
遠
古
時
候
的
一
個
夏
天
，
一
個
心

靈
手
巧
的
布
依
姑
娘
茶
維
哨
苗
在
楓
香
林

下
乘
涼
織
布
，
梭
子
翻
飛
間
，
幾
滴
楓
香

樹
脂
落
在
已
織
好
的
土
布
上
，
等
她
發
現

白
布
上
楓
香
樹
脂
的
痕
跡
時
，
已
經
無
法

除
掉
。
茶
維
哨
苗
將
有
瑕
疵
的
布
拿
到
藍

靛
缸
裏
浸
染
，
十
多
天
后
收
布
時
意
外
地

發
現
楓
香
樹
脂
滴
到
的
地
方
竟
然
形
成
了

美
麗
的
藍
底
白
花
圖
案—

楓
香
染
就
此
來

到
人
間
，
可
謂
被
天
所
賜
。
從
此
楓
香
染

被
奉
為
神
技
、
神
物
。
在
布
依
族
聚
居
的

地
方
，
楓
香
樹
被
敬
為
神
樹
、
保
寨
樹
，

嚴
禁
砍
伐
，
十
分
神
聖
，
經
常
披
紅
掛

綠
、
香
火
繚
繞
，
籠
罩
著
神
秘
色
彩
。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
楓
香
染
技
藝

逐
漸
發
展
成
熟
，
它
所
呈
現
的
古
樸
獨
特

的
美
也
得
到
了
當
時
皇
室
的
青
睞
，
到
南

宋
時
被
正
式
作
為
貢
品
，
向
朝
廷
進
貢
達

十
三
次
之
多
，
更
被
稱
為
﹁
天
染
﹂
。

惠
水
楓
香
染
是
採
用
楓
香
樹
脂
加

入
適
量
牛
油
，
用
文
火
煎
熬
後
過
濾
而
成

的
楓
香
混
合
油
作
封
蠟
，
用
毛
筆
蘸
溶
解

的
楓
香
混
合
油
在
自
織
的
白
布
上
描
繪
圖

案
，
其
染
色
工
藝
和
過
程
與
臘
染
相
同
，

即
用
植
物
藍
靛
做
染
料
，
將
繪
有
花
紋
圖

案
的
布
浸
入
染
缸
染
色
數
次
，
顏
色
逐
步

加
深
，
再
取
出
經
水
煮
脫
脂
，
即
呈
現
出

色
彩
對
比
強
烈
的
藍
底
白
花
圖
案
，
再
經

過
清
水
漂
洗
晾
乾
，
一
件
楓
香
印
染
物
品

便
宣
告
完
成
。

貴
州
丹
寨
苗
族
蠟
染
是
貴
州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蠟
染
之
一
，
紋
樣
分
為
自
然

紋
樣
與
幾
何
圖
形
兩
類
，
自
然
紋
樣
以

花
、
鳥
、
蝴
蝶
、
石
榴
等
最
為
常
見
︵
圖

一
︶
，
幾
何
形
以
螺
旋
紋
、
雲
紋
、
回

紋
、
太
陽
紋
、
踞
齒
紋
、
三
角
紋
、
帶

紋
、
光
紋
、
雷
紋
等
等
最
為
常
見
，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
螺
旋
紋
，
苗
語
稱
﹁
渦

妥
﹂
。
在
畫
法
上
既
遵
守
古
法
又
不
受
約

束
，
想
像
大
膽
、
豐
富
，
善
於
變
形
誇

張
，
造
型
極
為
生
動
，
充
滿
生
活
情
趣
，

稚
拙
而
又
浪
漫
。
紋
樣
常
見
誇
張
、
變

形
、
奇
妙
組
合
的
手
法
，
充
滿
了
天
真
爛

漫
的
童
稚
之
趣
。
如
將
錦
雞
的
尾
巴
畫
成

一
束
蓓
蕾
，
將
鳥
冠
畫
成
一
朵
花
、
一
株

石
榴
或
一
隻
桃
子
，
鳥
身
變
成
魚
的
形

狀
，
將
鳥
的
翅
膀
畫
成
蝴
蝶
的
翅
膀
等

等
。
蠟
染
的
運
用
範
圍
很
廣
，
除
用
於
服

飾
外
，
還
用
於
床
單
、
被
面
、
門
簾
、
背

包
及
喪
葬
用
品
，
不
同
的
用
途
有
不
同
的

花
紋
圖
案
，
譬
如
床
單
、
被
面
，
常
用
鳥

的
形
象
，
有
的
寫
實
，
有
的
誇
張
，
做
門

簾
用
的
一
般
為
嚴
謹
、
莊
重
的
幾
何
圖

形
，
主
要
有
梨
花
紋
、
馬
蹄
花
、
銅
鼓
紋

等
。

蠟
刀
蘸
油
描
繪
已
勾
勒
好
的
圖
案
紋
路
，

這
一
步
驟
被
稱
為
點
花
，
點
完
花
後
再
將

布
曬
乾
備
染
。
其
次
是
染
布
，
將
點
花
後

的
布
料
送
到
專
門
的
染
坊
染
色
，
一
般
上

黑
色
或
靛
藍
色
，
染
料
分
別
由
當
地
被
稱

為
﹁
垵
﹂
和
﹁
背
椏
﹂
的
植
物
製
成
。
製

作
時
事
先
用
石
灰
水
等
浸
泡
這
些
植
物
的

葉
子
二
十
天
左
右
，
經
深
沉
、
過
濾
後
即

可
。
染
布
時
需
要
把
布
在
染
液
中
浸
泡
、

曬
乾
、
再
浸
泡
，
反
復
七
八
次
才
能
徹
底

將
布
染
成
需
要
的
顏
色
。
最
後
是
漂
洗
，

將
染
好
的
布
放
在
水
中
反
復
漂
洗
，
直
至

將
布
上
楓
香
油
、
牛
油
混
合
物
全
部
洗

掉
，
露
出
布
的
底
色
為
止
。
再
將
布
曬

乾
，
青
底
白
花
、
藍
底
白
花
等
不
同
色
彩

對
比
強
烈
的
花
紋
圖
案
的
楓
香
染
製
品
便

呈
現
在
我
們
面
前
。

紋
飾
．
物
語

貴
州
民
間
蠟
染
、
楓
香
染
的
圖
案
以

寫
實
為
基
礎
，
藝
術
語
言
質
樸
、
天
真
、

粗
獷
而
有
力
，
圖
案
紋
樣
十
分
豐
富
，
有

幾
何
形
，
也
有
自
然
形
象
，
一
般
都
來
自

生
活
或
優
美
的
傳
說
故
事
，
具
有
濃
郁
的

民
族
色
彩
。

麻
江
縣
一
帶
瑤
族
群
眾
世
代
傳
承
的

楓
脂
染
技
藝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有
著
極
為

廣
泛
的
運
用
，
是
他
們
生
活
中
必
備
的
裝

飾
品
。
主
要
運
用
于
頭
巾
、
婦
女
盛
裝
衣

飾
、
桌
布
、
被
面
和
背
帶
等
。

麻
江
瑤
族
的
楓
脂
染
技
藝
的
最
初

起
源
已
無
從
考
證
，
但
明
清
以
來
的
︽
黔

記
︾
、
康
熙
年
間
的
︽
貴
州
通
志
︾
、

︽
都
勻
縣
誌
稿
︾
等
文
獻
就
有
﹁
夭
苗
︵
即

現
在
的
瑤
族
︶
婦
人
工
織
善
染
﹂
，
瑤
族
婦
女
精

於
楓
脂
染
技
藝
的
記
載
。
流
傳
至
今
的
瑤

族
古
歌
﹁
兄
弟
姐
妹
情
深
深
，
七
月
太
陽

當
頭
照
。
在
家
閑
著
沒
事
做
，
上
山
去
割

楓
香
油
︙
扯
來
土
布
一
尺
六
，
楓
油
放
在

土
碗
裏
，
拿
來
牛
油
一
起
合
。
﹂敍

述
的

就
是
楓
脂
染
的
製
作
過
程
。

由
於
地
理
環
境
的
閉
塞
和
社
會
歷

史
的
原
因
，
麻
江
瑤
族
的
楓
脂
染
的
技
藝

得
到
了
相
對
完
整
的
保
存
，
作
品
極
富
原

始
古
樸
的
民
族
特
色
。
楓
脂
染
所
選
用
的

布
料
必
須
為
純
棉
，
避
免
在
點
花
時
造
成

楓
油
的
不
均
勻
滲
透
，
以
至
於
影
響
到
最

終
圖
案
的
效
果
。
首
先
在
自
織
的
棉
布
上

繪
製
圖
案
，
然
後
將
楓
脂
油
和
牛
油
按
比

例
混
合
加
熱
，
待
其
融
合
後
，
用
竹
製
小

圖一　 丹寨苗族「狼雞草」紋蠟染布　貴州民族文化宮藏　吳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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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順
市
的
苗
族
、
布
依
族
也
善
蠟

染
，
工
藝
大
體
相
同
，
而
風
格
卻
不
一

樣
。
圖
案
雖
然
仍
是
自
然
紋
樣
與
幾
何
圖

形
兩
類
，
但
幾
何
圖
形
居
多
。
︵
圖
二
、

圖
三
︶
自
然
紋
樣
取
材
於
花
、
鳥
、
魚
、

蟲
，
但
往
往
經
過
變
形
、
取
捨
，
幾
何
圖

形
多
為
水
波
紋
、
圓
點
紋
、
光
芒
紋
，
採

用
四
面
均
衡
、
左
右
對
稱
的
構
圖
方
法
，

點
、
線
、
面
變
化
有
致
，
主
次
分
明
，
強

調
整
體
效
果
的
統
一
。

織
金
、
納
雍
、
六
枝
、
黔
西
等
縣

地
處
黔
西
北
，
這
一
帶
的
苗
族
婦
女
的

裝
束
與
其
他
地
區
的
苗
族
婦
女
有
明
顯
區

別
，
比
較
粗
獷
豪
放
。
但
仔
細
觀
察
便
會

發
現
，
其
蠟
染
製
品
描
繪
很
工
細
，
畫
面

很
飽
滿
。
紋
樣
主
要
是
幾
何
形
紋
，
其
中

有
一
些
是
自
然
紋
的
變
異
，
以
蝴
蝶
紋
多

見
。
自
然
紋
主
要
出
現
在
小
幅
蠟
染
上
，

鳥
紋
較
多
，
畫
面
疏
朗
。
傳
統
的
紋
樣

靠
記
憶
傳
承
，
點
蠟
時
不
借
助
剪
紙
或
別

的
工
具
，
只
憑
手
繪
，
真
是
不
用
規
矩
自

成
方
圓
。
所
畫
的
線
可
以
用
直
尺
量
，
圓

形
可
以
用
圓
規
量
，
分
毫
不
差
。
織
金
和

納
雍
一
帶
苗
族
蠟
染
紋
樣
的
線
紋
細
如
毫

髮
，
堪
稱
一
絕
。
六
枝
梭
嘎
苗
族
蠟
染
別

具
一
格
，
紋
樣
無
大
花
，
均
為
幾
何
圖
形

的
細
碎
花
，
多
於
細
格
中
繪
圓
點
。

惠
水
布
依
族
楓
香
染
︵
圖
四
、
圖

五
︶
的
圖
案
線
條
流
暢
，
結
構
嚴
謹
，
雖

然
對
物
象
有
適
當
的
變
形
，
但
仍
然
能
突

出
主
體
特
徵
，
整
體
風
格
古
樸
明
快
，
具

有
濃
郁
的
民
族
特
色
，
同
時
，
圖
案
的
寓

意
深
遠
，
耐
人
尋
味
，
比
如
以
仙
桃
象

徵
長
壽
，
以
白
鴿
象
徵
和
平
，
﹁
鯉
魚
竄

珠
﹂
象
徵
年
年
有
餘
，
﹁
喜
鵲
與
梅
花
﹂

圖二　 鎮寧布依族蠟染對襟女上衣　貴州民族文化宮藏　吳昊攝

圖三　 鎮寧布依族蠟染對襟女上衣衣袖蠟染花塊局部　貴州民族文化宮藏　吳昊攝

圖四　惠水布依族楓香染布半成品　貴州民族文化宮藏　吳昊攝

圖五　惠水布依族楓香染鳳鳥紋被面　貴州民族文化宮藏　吳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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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
喻
喜
上
眉
梢
等
。
圖
案
還
包
含
有
福
壽

雙
全
、
豐
收
快
樂
、
魚
水
合
歡
、
福
祿
壽

喜
等
象
徵
意
義
，
不
僅
反
映
了
藝
人
們
精

巧
的
手
藝
，
也
反
映
了
他
們
對
美
好
未
來

的
期
望
和
嚮
往
。

麻
江
瑤
族
楓
香
染
︵
圖
六
、
七
︶
的

圖
案
大
多
取
材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見
的
事

物
，
如
花
草
、
魚
蟲
、
鳥
雀
等
，
同
時
還

有
一
些
寓
意
深
刻
的
民
俗
題
材
，
間
以
瑤

族
民
眾
喜
愛
的
雷
紋
、
雲
紋
、
鋸
齒
紋
、

幾
何
紋
等
，
圖
案
栩
栩
如
生
，
筆
法
細
膩

娟
秀
，
也
隨
處
可
見
誇
張
的
變
形
，
佈
局

雖
飽
滿
卻
不
顯
得
雜
亂
，
整
體
風
格
充
滿

著
古
樸
濃
郁
的
民
族
特
色
。

作
者
為
貴
州
省
民
族
文
化
宮
副
研
究
館
員

圖六　麻江瑤族楓香染鑲平繡花鳥紋女童上衣　貴州民族文化宮藏　吳昊攝

圖七　 麻江瑤族楓香染鑲平繡花鳥紋女童上衣局部　貴州民族文化宮藏　吳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