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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文化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一种文化，

是民族的构成要素之一，是识别民族的标记之一。1 凉山

地区的彝族服装种类繁多，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有 500

余种，装饰物、纹样等数千种之多。在过去，凉山彝族

的服装以麻、毛、丝、棉为主，并以捻线为纺纱、刺绣

等，也有牛羊等家畜皮毛制成的服装。衣服上的图案，

有花鸟、山川、乾坤、动物、火镰等。凉山彝族地域内

的一切事物，都能在彝族女子的巧手下，编织、缝制、

刺绣成衣。凉山传统彝族服装风格多样，造型多样，又

以大量的银器及刺绣为点缀，尤其是喜德、布拖、美姑

三个地区“圣扎”、“所地”、“依诺”三个地区的服装，

更是独树一帜，显示了彝族服装的丰富文化内涵。凉山

地区的彝族服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彝族祖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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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为一体，它是彝族祖先们在劳动实践、生产实践中的

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它反映了彝族人的美学思想，蕴含

着丰富的彝族文化。然而，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凉山传统的彝族服装款式

单一，面料厚重，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当代彝族人民的

生产与生活需要，加之现代化服装的迅猛发展，许多彝

族的古老服装正处于消亡的边缘。凉山彝族服装作为一

种文化符号，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如

何对彝族服装进行保护、传承与创新，使其既能去除古

老与沉重，又能符合当今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还

能满足人们对时尚与个性的追求；怎样把自己的民族精

神情感寄寓在自己的民族服装中，体现出自己的民族文

化美学需要？这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妨对凉山

地区彝族服装进行探索，以求继承与创新。当今凉山地

区的彝族服装，立足于彝族的传统服装文化，根据彝族

人的生活方式，选择面料，改进工艺，进行创新，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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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各种工作生活需要的彝族服装，将彝族的古代服装文

化融入当代的时尚潮流中，同时又保持着本民族的美学

特征。

一、美学特征

1. 彝族服饰的图纹

美姑彝族服装多以抽象化的图案为装饰品，讲究图

案的形象化让人容易理解。首先，他们把服装图案看作

是自然界事物的具体表现形式。通过所根据观察到的自

然物体的形态，把它们提炼出来，形成一个个简单的图

案，仅保留其特性，并改变其形体，同时，也由现实中

的形态转变为抽象的几何纹样，并对其进行了归纳、组

合、重叠，形成两个方向或四个方向的连续图案。在

绘制纹样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其形态来表达出美姑彝

族人民美好的寓意和象征，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升

华，最后形成了意蕴丰富的吉祥图案。从含义上讲，漩

涡纹，日月纹可以体现彝族人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

活的热爱。从象征性上讲，像鸡冠纹、羊角纹等，可以

表现出美姑彝族人民对富裕与好运的祈祷。其二，他们

偏爱以服装图案的形式将感情物质化。按照情绪的需

求，将抽象的情绪转化为具体的情绪，让人一看到这些

图案，就会联想到某种情绪。比如，他们对太阳、火焰

等事物的崇拜，都是用太阳花纹和火镰纹来表达的。其

次，他们注重服装图案的对比与变化。在图案组合中，

要注意图案不同组合的变化，从而获得强烈的视觉冲

击，使得每个层次的纹样所蕴含的意义和符号得以充分

表达。

2. 彝族服饰的款式

彝族服装的风格与传统服装的图案化审美特点相

比，具有简洁、端庄的审美特点。它的美有两个方面：

一是纯真的美，没有丝毫的雕琢。彝族的服饰风格，无

论是图案还是色彩，不管是多么的绚丽多彩，它都具有

一种古朴的美感，如：擦尔瓦是男性服装，虽然款式简

单，剪裁也不讲究什么花哨，但给人一种巍峨如山的感

觉。在女装上，荷叶帽、高领和其他衣裳，在宽幅和窄

幅的变化中，不仅美观大方，而且起到保暖和遮风挡雨

的作用。

3. 凉山彝族服饰的色彩

在彝族服装中，颜色表现出一种庄重、庄重的审美

特征，在服装中，有许多因素起着支配作用，由于社会

文化和动物等方面的原因，彝族人在颜色的搭配上，会

把自己的社会习俗融入其中。有的服装色彩单一，只有

黑色、红色和黄色，却能设计出几百种不同的风格。这

些服装有多种功用，同时也能体现出穿着者的年龄和婚

姻情况，其中不仅蕴含着彝族民族的服装文化，而且

也折射出彝族人民热爱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憧憬。彝

族人以黑、黄、红为最美之色，特别敬畏黑色，他们热

爱黑土地，崇拜天空中的黑鹰，敬畏地下的黑虎，这就

造成了彝族人把“黑”视为高贵的色彩。同时，彝族人

也不会拒绝在黑色对立面的白色，白给人一种宁静、和

谐、和谐的感觉，充满着宁静。以彝族服饰为例，以女

子服饰为例，在衣领和袖口等部位，大多采用黑、白、

红三种颜色，并以白为底，用其他颜色的图案刺绣，用

黑线描边，使得服装的色度更加鲜明，色彩的美感也更

加明显。

二、凉山彝族女性头饰

凉山彝族的服装风格可按照三个方言区的划分，即

“依诺”方言区以昭觉、美姑为代表；“圣乍”方言区以

越西、喜德、盐源为代表；“所地”方言区以普格、布拖

为代表。

1.“依诺”地区的头饰

凉山地区依诺方言区出产的千层瓦盖头帕，因为其

弧度像是屋顶的瓦片重叠在了一起，所以才有了这个名

字。依诺的未婚少女选择一件五到八米长的黑色或深蓝

色的布料，把它折成一块，戴在头上。千层瓦盖头帕的

特点是前半部分与前额平行，后半部分向上凸出，将两

个小辫子分别从头顶太阳穴的两边将折叠好的头帕绑在

一起，然后用一根红色的带子把头帕绑起来。

在“依诺”地区，彝族已婚、育有子女的女性，戴

着一种类似于荷叶的帽子，被人们称作“荷叶帽”。它

有一个宽大的帽檐，帽子是用数块黑布或绿布缝成的扇

形。配戴荷叶帽子有年龄上的区别，中老年女性佩戴的

荷叶帽子为纯黑色和素色；至于那些中年女子，他们戴

着的荷叶帽，颜色和款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帽顶上多

了一枚布制的钮扣，或者是一枚银色的圆盘，中间还多

了一条箭矢状的条带。戴荷叶帽子时，首先把两条辫子

盘在头上，然后用发带固定，然后把荷叶帽子上的帽子

扣在辫子上。帽沿两侧股缝上两条细布，系于后脑，系

于帽顶。

2.“圣乍”地区的头饰

在凉山地区的喜德县、越西县、盐源县和西昌县，

单层瓦盖头帕被称为“圣乍”头帕。这是一种用黑红相

间的布料制作而成的双色手帕，手帕的四角都用五彩的

丝线编织成五彩的蕾丝，然后在手帕上绣上具有民族特

色的花纹。通常，在每一块头巾上，都会绣上四、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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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纹，这些花纹多以自然和生活为题材。当佩戴单层

瓦盖头巾的时候，前面盖到额头，再用辫子把头上的头

巾绑紧。

“圣乍”地区的女人都会戴一顶“锣锅帽”，锣锅帽

的直径大概有五六十公分，是用一块八角形的黑布缝合

而成，在锣锅帽的顶部，还会有一些精致的花纹，再加

上帽子的拉长，所以锣锅帽的周围，都会有一个天然的

褶皱，看起来端庄而不僵硬。

3.“所地”地区的头饰

“哈帕”是布拖和普格等县彝族女孩们佩戴的一种头

饰，是用一种黑色的或者绿色的长方形的布，用布的边

缘系上一条花线，有些地方还会在哈帕上绣上一些精致

的花纹，或者镶上一些银色的饰品。戴哈帕时，先把发

髻分成两股，绕于前额，再把哈帕折成梯形，戴于头顶。

圆盘八角帽是凉山“所地”育龄妇女的一种特殊服

饰。这种帽的外形上大下小，它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内

衬是由竹篾条编织成一尺高的圆帽盘，它是帽子的骨架，

在衬架外面，裹上 8 块三角形的黑色棉布，一般不会有

任何的装饰，也不会有任何的银饰。

三、传统服饰的传承

1. 对于文化的传承

彝族服装的风格和风格是由图案、风格和色彩构

成的。彝族服装的文化意蕴是由服装式样、图纹、颜色

等因素所形成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彝族人开

始接受各种风格的服装，这让很多彝族人对自己的传统

服装失去了兴趣，而且，彝族服装的图案和颜色都很繁

杂，还需要刺绣、染色等多种工序。因为彝族服饰的制

作工艺复杂，导致许多彝族人在挑选服装时往往会选择

其他服装，从而抛弃了对彝族服装风格和风格的继承，

这对彝族服装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彝

族人就会抛弃自己的民族服装文化。时至今日，彝族人

对自己民族的服装仍是“情有独钟”，所以，在保护彝

族服装和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彝族人民的心理，

发扬彝族的文化，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服装文化，例如：

在彝族的传统服装中，往往蕴含着对祖先和自然的崇拜

和爱慕，通过对彝族服装的发展则是对其文化的继承和

保护。

2. 对于制作工艺的传承

彝族传统的服装生产大多是纯手工生产，但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更多的服装生产采用了先进的工艺，

虽然制衣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手艺却没能继承下来。但

是，这种手工制作的方法，不仅能反映出彝族服装的文

化价值，同时也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而且，这种大批量

生产的方法，很难将彝族服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表现出

来，而彝族服装中的绣花工艺，则以其种类繁多，工艺

精湛而闻名于世，并能反映出民族的文化底蕴。所以，

对于传统的手工制品的传承和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

需要做好推广工作。

3. 利用数字媒体传承

通过文献、图片和录像的形式，构建彝族服装文化

的资料数据库，并对其进行了整理和保护。在创建服装

艺术库的时候，记录内容可以是服装的材料和工艺，根

据彝族人在服装和图案的选择上的差异，所以，可以对

彝族服饰数据库进行归类，全面地搜集彝族服饰的使用、

服饰的专业技术、服饰的收藏情况，使这个服饰数据库

的所有建设都得到了完善。并将彝族服装的色彩和造型、

艺术元素等内容编入数据库，加以继承和保护。

四、传统服饰的创新

1. 改变款式，更换材料

随着凉山地区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彝族村落的迁移，以及社会的分工的多元化，使得凉山

地区以往风格单一、四季不分的彝族传统服装样式，已

无法适应当下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多种

场合的需求。要根据不同的职业及生活需要，设计出一

系列的服装，如社交服、日常服、职业服、运动休闲服、

舞台服等。这些服装在平时的穿着中，都带有彝族的特

色，但不会显得太过浮华。在农村，人的衣着便于劳动；

在城市里，人们的衣着都很便利，既便于工作，又便于

日常生活，还便于休闲娱乐。这些别具一格的服装不仅

表现了创造性，而且注重了实用性，十分贴近生活，很

好地满足了彝族人民对适合自己的民族服装的需要。以

往彝族服装在外观上非常精致，但是在内部的缝合上却

没有做好，从而影响到穿着的安全与舒适。现在科技进

步了，对生产工艺进行了改善，根据布料的特点和洗涤

方法，将机器与手工相结合，纯手工与流水线生产等多

种加工方法相结合，使服装由内而外地精致。

2. 对图纹及色彩的创新

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对彝族服装进行审美文化

的传承和弘扬，就必须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对于彝

族图案的革新，可以在保持主体图案不变的情况下，在

装饰图案上进行更多的修改，可以加入更多的现代元素，

这样不仅能满足彝族人民在新时代对生活的新渴望，而

且还能增加图案的种类，让图案更加多样化；在色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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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新，可以采用不同的染色方法，用不同的色彩来装

饰彝族服装，在不破坏服装整体美感的情况下，加入新

的色彩，使得彝族服装更有生气，更有美感，更能凸显

民族服装的传统文化。

五、结束语

凉山彝族服装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结晶，而且是一种

民俗和自然环境的有机融合，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

富。现在，大部分的民族服装都已经在时尚领域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所以，在继承和创新凉山彝族服装的过程

中，应该把凉山彝族服装的传统基调和现代美学相结合，

开发出一种多元化的设计方式。在保持凉山彝族传统文

化特征基础上，对凉山彝族服饰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

既能适应人们的需要，又能适应人们的需求，体现出一

种新的时尚，这也是我们民族服饰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

一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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