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7)2024,4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旅拍视角探析藏族服饰传承与发展
-以拉萨市为例

杨紫沸洋  林心竹  李  正

西藏民族大学，中国·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从旅游摄影的角度对拉萨市藏装出租业务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进行了调研分析。文章以介绍藏族服饰的类型

与穿戴场合为主要介绍内容；接着分析了拉萨市藏装出租行业的竞争状况；然后对其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对促进藏族服饰

的传承与发展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藏族服饰；旅拍；非物质文化遗产；拉萨市；文化传承

1　藏族服饰

1.1藏族服饰概述

作为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的传统民族服饰，

藏族服饰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显著的特点、独

特的风格和丰富的色彩，既彰显了藏族人民的审美情趣，

又反映了藏族社会交往的历史沿革和生产方式。 

一般情况下，藏族服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日常常服，

一类是节日常服。日常穿着主要以能适应高原严酷气候条

件的实用、舒适、耐用为主；而节日的盛装打扮，则更讲

究美观，更讲究艳丽，更讲究身份地位的彰显。 

不同地域的藏族人的服饰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安多藏

人的服饰多以红黄蓝三种色彩相互搭配为主，显得热情大

方；而卫藏(西藏南部地区)的藏族人的服饰相对来说比较

柔和，其图案多以各种动植物为主，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活哲学，这也是藏民族在自然中求得平衡的一种

处世之道。  

藏装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藏族文

化多样性和创造力的象征。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相结合，

能够为西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这从拉萨市

藏族服饰旅拍业的兴起可见一斑。 

1.2藏族服饰类型

藏族服饰类型多样且丰富，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多元性和

深刻底蕴；从性别年龄职业地域等不同维度进行分类，每

个族群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趣味的同时各呈异态

而别具一格。 

男性的服饰，一般包括袍子+裤子+宽腰带的组合，是藏

族人最显著的服饰特征之一。由于高原的寒冷天气环境所

迫，袍子在材质上经常选用羊毛+牛毛。有些地域还会将男

性佩戴一些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帽子等。

而女性的藏装则显得更加复杂。多层次、色彩丰富的女

性长裙，往往以鲜艳的边饰作点缀，垂坠到脚踝或地面的

长裙，呈现庄重俏丽的效果。头饰是藏族女性服饰中最引

人注目的部分，它既是一种美的装饰，也是一种身份、地

位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婚姻状态的彰显。  

藏族服饰还因季节及重要节日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冬季

服饰以厚重的材料为主，主要目的是保暖；夏季的服饰在

材料和风格上比较轻薄和舒适。由于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

要节日的存在，藏族群众会穿上比较精美的服装，其装饰

性也更强一些。传统的藏族节日服饰往往搭配着比较精美

的饰品，如金饰，银饰，在彰显藏族文化服饰上的高雅与

辉煌的同时，更将藏族服饰的文化底蕴展现在世人面前。 

2　拉萨市藏装出租旅拍行业现状

2.1藏装出租旅拍行业概述

当前旅游业的日益发达，拉萨市的藏装出租与旅拍行业

正是在这种文化与经济的交汇点上应运而生的产物，既反

映了藏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张扬着高原独特的风情，为

前来旅游的人们带来别具一格的视觉享受。 

藏装出租旅拍行业是一个新兴的服务业态，它以提供藏

族传统服饰出租与专业摄影服务相结合为主打业务，在拉

萨市主要分布于布达拉宫周边大昭寺周围等著名景点和人

流密集区域，以方便广大旅游者提供服务。关于此行业兴

起的原因，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这是旅游市场需求增长的

直接结果，特别是近几年以个性化体验旅游为趋势的日益

明显，很多旅游者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观光，而追求一种对

当地文化有深入体会的旅游方式。所以，这一行业的发展

前景是非常有前景的。 

业界人士在总结行业发展过程提到，藏装出租旅拍业

首先是受益于高原风光的免费“背景板”。真实的自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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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为旅拍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拍摄环境。结合时下流行的

社交媒体趋势，通过以拍照打卡的方式，游客可以即刻分

享他们的旅行体验与所着藏族服饰的照片，从而达到了一

种文化的自我表达与社交分享的需求。

与传统的的旅游商品销售不同的是，藏装出租旅拍服

务在文化价值和创意成分上都更高一些，也不是简单的传

统服饰的简单租赁，而是通过专业的摄影师团队精心设计

的场景布置和细致入微的顾客指导，将服务升级成一次完

整的文化体验过程，从视觉上带给人们更多的文化冲击和

感受。 

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由于行业标准不统一造成的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致使游客的体验差异性较大；二是部分商家在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忽视了藏装的传统与尊重，出现了过分商业

化的趋势；另外，由于藏装的保护与维护成本相对较高，

不断增加的游客数量也给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

挑战，因此也需要考虑如何在保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前

提下，使藏装旅游事业有更长远的发展。  

2.2店面数量及分布区域 

调查统计表明，在拉萨市内的藏装出租店面数量呈不断

增长之势，且多集中在游客较为密集的区域，如大昭寺周

边各著名景点及布达拉宫广场等区域。这一集中分布现象

与高客流的地带相互结合，使这条街道成为文化与商业相

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地带，因此也就有了这条具有浓郁人文

气息的特色街道。 

对这些卖场的空间布局进行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其分

布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藏装招租店面在拉萨市中心

比较集中，突出其商业活动与历史文化的深度融合，尤其

是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而市内其他新兴商

圈则较少见到藏式租赁店面的装束传统，这或许与游客的

构成有关，也与该区域的消费习惯有很大关系。 

店面内部结构及服务项目，亦反映出因应现代观光客的

需求，传承历史文脉。不少门店除了提供基本的藏式服装

租赁服务外，还在形成一条龙的旅拍体验的同时，增加摄

影、化妆等配套服务。这种服务的增值，使西藏传统服饰

在现代旅游消费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店面分布的方面，就是它的带动作

用。藏装出租店面的繁荣，对周边餐饮、旅游纪念品、住

宿等行业的正面影响并不单单是给店主带来了直接的经营

收益。他们形成了区域旅游吸引力和经济活力整体提升的

潜在联动机制。 

2.3藏装出租、旅拍收益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拉萨市内从事藏装出租业务的

商家数量以年均15%的速率增长，反映出这一领域的旺盛需

求。特别是在节假日和旅游旺季，许多依托于著名旅游景

点的藏装出租店铺客流量倍增，平均收入比淡季高出3倍以

上。就收益而言，一套完整的传统藏装出租价格约为100-

300元/天不等，而旅拍套餐服务更是高达500-1500元。除

去服饰折旧和运营成本，净利润仍具有较高的收益率。

主要利润来源是较低的准入门槛和运营成本——大多数

藏装出租服务以家庭作坊模式经营，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

相对较低；旅拍套餐一般包括服饰租赁+化妆造型+摄影摄

像等，多样化的服务提升了客户的体验度，也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客户的支付意愿，因此成为该行业的一大特点。 

藏装出租和旅拍市场的拓展除了带来直接收益外，对当

地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如藏装制作

和销售因旅拍产业的拉动需求而增长，与之相对应的还有

化妆造型等专业服务业的兴盛，而旅游旺季中与旅行社合

作提供衣饰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了整个服务链的经济效

益，同时为旅游从业人员带来更大的收益。  

3　藏装旅拍的发展动力机制

3.1藏族服饰的独特性、多样性吸引游客

藏族服装的多与少之特点，既反映了藏文化之丰富内

涵，又为旅游者以独特之视觉带来极大冲击，是一大亮点

所在。藏族服装的特点集传统与现代之所长为一身，又集

粗与精之所成，在拉萨市旅游摄影市场上特别引人注目，

使广大旅游者在对藏文化内涵有进一步加深认识。 

以藏装为代表的民族服饰的独特魅力与其丰富多彩的展

现形式相得益彰。不同的旅拍商家为迎合旅游市场的流行

趋势并结合本土文化特色推出多样化的服饰租赁选项，从

传统的藏服到现代重新设计过的藏式时装，供旅游者各取

所需各得其所地挑选出与个人风格最相匹配的款式。各取

所需的消费模式和多元化的租赁选择是藏装这一民族服饰

受到广大旅游者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进一步的说，当服饰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结合旅

客对新奇体验的追求时，拉萨的藏装旅拍产业在为游客满

足文化探索与自我表达双重需求的情况下得到了蓬勃的发

展，而游客在体验藏族文化的同时，也成了传播藏族文化

的使者，在互动中既增加了游客的参与感与互动体验，又

使这一民族文化传承成为茁壮于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

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使传统藏装的魅力得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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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焕发。 

3.2藏装租旅拍行业投入低，收益高

藏装租旅拍行业以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在各大旅游城市中

迅速崛起，拉萨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旅游胜地，

其藏装租赁和旅拍行业表现尤为显著。这一行业之所以能

快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较低的初始投入和潜

在的高收益。

首先，藏装租赁和旅拍的初始投入相较于其他旅游相关

产业而言较低。初始成本主要包括藏装的制作费用、租赁

店面的装修以及基本的旅拍设备投入，相比较传统旅游酒

店业务或者大型娱乐项目等需要更为巨额的资金支持，藏

装租旅拍业的门槛相对较低。且由于藏族服饰的耐用性，

正确的保养可以使其服役时间较长，进一步降低了行业运

营成本。

此外，拉萨藏式服装租赁市场的房租、人力成本都比较

低，这也给降低投入费用提供了相当大的余地。由于藏装

游大多集中在旅游热点区域，这一成本被有效平摊，考虑

到其人流高带来的高周转，尽管租价会比一般地段略高。 

那么，从收益的角度来看，藏装租旅拍业务具有极高

的吸金能力，这得益于它的独特性和文化内涵。在游览

高峰时段，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体验身着藏装、摄影留

念的乐趣，被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所吸引。据统计，一到

旺季，高品质的旅拍店铺一天的营业额可达数上万元，

而这一数字很在藏装传统文化更为浓厚的节假日期间出

现翻倍的增长。 

除服装租赁外，附加的旅拍服务使整体收益得到提升，

通常由专业的摄影师进行拍摄，精心设计的旅拍线路和套

餐，以及后期照片处理和专辑制作等内容，在价格上要比

单纯的服装租赁要高得多，因此满足了顾客对高质量旅拍

体验的需求，使服务在价值上得到了提升，从而也增加了

新的业务收入来源，而旅拍服务经过精心设计的包装，也

比较容易在线上平台进行传播，从而通过社交媒体的口碑

效应，在为顾客带来带来更多客源的同时，也增加了新的

业务收入来源。

3.3藏装旅拍火热带动非遗文化发展

藏族服装旅拍的风靡，既使满足了广大旅游者对异域文

化的渴求，又为发展藏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新的

生机与活力。作为文化的载体，藏族服饰的每一条线每一

块色都蕴涵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旅拍这一既时尚又

现代的形式，使这一传统文化得以向年轻一代进行传承与

传递，从而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搭建起一座新的桥梁，因此

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藏装旅拍正逐渐成为藏族非遗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平

台，随着影像媒体的发展和社交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

旅拍作品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创造性地展示了藏族服饰

文化的细部及风采，对激发人们对藏族文化的好奇和热爱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提高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意识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促进藏族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起到了宣传和教育的双重作用，可谓一举多得。

同时，这也对保护和传承其他民族及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藏装旅拍已不仅限于一次时尚的体验活动，

更多的是作为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和喜爱，由此表明公众对民族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民族文

化传承所具备的活力与潜力，也说明通过不断的创新与开

发，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和传承好藏族服饰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与增加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具有十

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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