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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南德宏傣族民族服饰的审美意义
罗红玲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的典型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服饰设计的款式也与居民身处的环境、色彩的搭配、个

人审美以及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由于德宏气候比较湿热，所以为了能保持凉爽、方便的状态人们会看到很多的妇女的服饰

都以比较轻薄、紧身的短上衣和长到膝盖的筒裙为主。傣族人民是一个比较热情且善于交谈的民族，所以在色彩的选择上多以暖色调为主，

并且会绣有很多的图案，如动物、植物、人物、几何图案等。暖色调的颜色和图案灵活的搭配刚好与她们的性格相呼应。但中老年妇女

则会选择如黑色和白色，没有太多的装饰，代表妇女们的端庄大方。除此之外，因为德宏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德宏地区的民族是一个多

元民族，又是一个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边境区，所以在服饰设计过程中也会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影响。本文列

举了云南德宏傣族服饰的六个方面的审美意义。探讨了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内涵，从中可以感受到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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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指出：“符号学研究的目的是根据

试图构建观察对象的雕像本身，即结构主义的全部活动，来重建

语言之外的符号行动系统的功能。”“艺术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对象化，这就好比是艺术作品的形式。”从美学的角度看，所

有的艺术活动都是人类生命活动向精神领域的延伸和扩展。在服

饰方面，傣族人用自己独特的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传统文

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并且将其融入到服饰的审美中。傣族妇

女的服饰不仅表现出傣族妇女与自然融为一体、崇尚自由的生活

美学理念，而且还表现出傣族人在服饰上讲究色彩搭配，细腻的

心思。服饰象征着一种民族文化，一种语言活动，体现了民族的

特点，实现了民族的审美价值。傣族服饰不仅是傣族人民智慧结

晶的一种产物，更是蕴含着傣族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的文化

内涵。

一、与老庄倡导的“天然之美”不谋而合

“道法自然”既是老子的哲学观点也代表着老子的审美观，

在《道德经》这部道家经典中，阐释了“道”是什么，人们该如

何理解虚无缥缈的“道”。在书中有这样的词句“道生一”，从

这句话我们便可明白，道就是万物的本原和基础，道就是自然。

而在老子的观点中认为道是最为美好的，即自然的便是最高层次

的审美，因此，相应的审美标准、审美价值就必须顺应且合乎自

然之道。老子追求的是一种“复归于朴”的审美状态，喜欢自然

纯朴的美。

在傣族传统的服饰中，应用了非常多的动植物形态，并以此

为图案对服饰进行了点缀。比如，最常用到的动物类图案便是孔

雀，菩提树是自然图案，二者都以原型进行创作，从中可以看出

服饰中少了虚饰华美之美，多了的是返璞归真的自然之美。“傣”

指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追求“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所以在

这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傣族服饰的款式又大不相同。尽管

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不同的年龄段衣服的款式不同，一般傣族

服饰会分为上衣和下装，其中，傣族服饰是所有民族中最能展现

女性曲线的服饰。上装多以紧身短衫为主，而下装多以筒裙为主，

上下装的搭配更能凸显女性曼妙的身姿。年轻女性的筒裙在设计

上会注入更多的图案元素，这更能体现年轻女孩的灵动与活泼，

而中老年妇的筒裙上则没有过多的图案装饰，显得庄重大方。

然而，从服饰的设计款式来看，正是由于处于一种湿热和多

水的气候环境下，所以影响了服饰的设计，紧身短衫的设计不仅

能在炎热气候中满足对于凉爽的需求，而且也能维护一种道德下

的审美。除此之外，因为傣族人民是依水而居，多以种植水稻为主，

所以在设计服饰的时候必须要有凉爽、容易干并且下水方便的特

点。筒裙的设计不仅方便他们劳作，而且就算裙子湿了也很容易

风干。这为他们在劳作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二、服饰色彩审美的统一性

我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在颜色搭配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

表现审美效果时，色彩的作用不言而喻，以德宏傣族服饰图案为

例，妇女服装的颜色多为暖色调和亮色调，如黄色、蓝色和白色。

这些颜色的重新排列让人能体会到一种清新淡雅的美感，既能反

映出傣族人民的审美文化功能和审美愿望，还可以在无形中凸显

出这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内涵。

服饰的图案和色彩是傣族人民审美情感的艺术结晶。总之，

这些图案的构成广泛借鉴了了图像对称、色彩碰撞、比例与尺度

等美学原理的手法。在图案的 “节奏与韵律 ”中，通过两方或多

方的连续构成，表现出整齐而有规律的秩序、重复而有层次的结构，

从而显示出简洁的形式美、抽象而单纯的风格美和华丽的色彩美，

“美美与共 ”构成了傣族服饰文化特有的艺术审美特征。最终实

现了傣族人民服饰的最佳审美追求。

三、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

德宏州是中国 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云南 8 个少数民族自治

州之一。该州有五个少数民族，即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

族和傈僳族，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布朗族和彝族，具

有大聚居、小聚居的住房风格，特别是在云南有五个少数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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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多个民族相互融合，因此在习俗和文化上相互影响。又由

于德宏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中原文化与边

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所以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现代文明

与原始文明在这里交融，形成了一种包容性的文化认同。

傣族人民在构造人物的形象造型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图案

选择有相似或相通之处。例如，我们提到的几何图案中的八角形

和万字形图案。通过选择相似图案的这一过程足以说明，傣族人

在图案上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宽容和包容，体现出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

四、展示民族传统技艺

民族服装的制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作过程是完整的。

从选材到设计，从裁剪到图案和色彩点缀，都体现了傣族人民的

灵巧和智慧。因此，也反映了人民的高超传统技艺，在德宏的傣

族村寨中，几乎都有一群较为年长的妇女能熟练地运用民族技艺

制作自己的常服，以及为即将出嫁的姑娘制作婚服。衣服的每一格、

每一线都需要仔细筛选，当然出现的不仅是衣服上别致的刺绣，

也是对他们高超技艺的展示。

其中以傣族织锦最为有名，它不仅展示了傣族人民的审美观，

也反映了当时傣族人民织锦的技巧。傣族织锦常用的工具有手摇

纺车、腰织机和一些其他工具。但是，腰部织机的使用范围最广，

也比较复杂。然而，作为一种传统的手工纺织品，傣族织锦的精

美图案和设计不仅体现了傣族的少数民族特色，而且还显示了傣

族人民的审美观念和高超的刺绣技艺。傣锦的发展及其工具和工

艺的运用，使我们对傣锦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反映出傣锦不仅有

视觉上的美感，更体现了当时傣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和精湛的工艺

水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

五、符号作为非语言交往中的运用

作为一种可破译的语言，服装具有识别民族群体、个人性别、

婚姻和年龄的功能，可用于有效的交流。从服饰装扮上，我们大

概可以区分出 15 岁以下的少女时期、23 岁以下未婚少女时期、24

岁以上已婚少女时期和 50 岁以上的老年时期。因此，傣族妇女服

饰的一个阶段可以反映不同的年龄段，这正是利用服饰传达语言

交流的一种方式。另外，从服装服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傣族社会的

一种等级观念，据资料记载傣族妇女的筒裙上有彩色横幅圆圈的

数量和筒裙上的一些图案和花纹，圆圈的数量越多，花纹越艳丽，

越能表面傣族妇女的身份或社会地位越高，其实，首饰也能反映

傣族妇女的地位，有人说，戴的首饰越多你的地位就越高。试想，

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傣族人的服饰和首饰来

判断一个人的地位，这充分说明了非语言交流的作用。

那服装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在非语言互动和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传递了各种信息。同时，服饰作为一种识别符号，是历史发

展的产物，是独特文化传统的结晶，是与自然生态和谐的象征，

又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为同一群体的人满足了必要的沟

通方便并且能够传递一些重要性的信息。

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华夏五千年至今，人类社会经历数千

年的变革，如今到今天，物质的丰富，社会的进步，为人类在物

质和精神生活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傣族人民的服饰

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的需求装饰，从遮体保暖到时

尚优美转变，从傣族人民身上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出傣族历史文化

的一个变化，同时也了解到傣族人民的历史变迁和发展。

独特文化的结晶。民族服饰不仅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而且

还是民族独特文化的传统结晶。傣族服饰就是傣族文化的外在表

现和形象的展示，它不仅有实用性的特点，方便着装，变于劳作，

而且更具有观赏性的特点，节日的盛装如泼水节，美化生活并且

有些还具有收藏价值如婚嫁服饰等。傣族服饰的一图一案、一花

一叶、一针一线都是精心设计、精心打造出来的。在傣族文化背

景下，每一件服饰又有它独特的艺术特点。

与自然生态和谐的象征。同为傣族，但因为生存在不同的环

境下，因此服装服饰也不一样。同沿江河湖海而居，同是与水相

邻，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西双版纳地区和德宏地区的傣族服饰

大大的不同。尽管如此，这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德宏

傣族人民在德宏这样的环境下，将自己民族的特质文化注入其中，

所以傣族服饰中有很多自然界的图案，形成了与自然环境和谐的

一道靓丽的服装风景线。

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生产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技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融合，民族服饰也会不断地

发生变化。傣族人民继承了优良的服饰文化的同时，去除了不适

应时代要求的东西，以便于更顺应当下的现实社会，更具有实用

性和审美意义。

六、结语

少数民族的服饰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也是一种

艺术活动。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大的美学研究价值。

而现在的服饰不仅是为了满足傣族人民的实际使用，更能够体现

出傣族人民对发现美、创造美、追求无的审美意识的重视。美学

家李泽厚说：“美感一方面是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另一

方面是超感性的、理性的、功利的。”傣族服饰中包含了几千年

来人民艺术创作的结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内容丰富

多彩，充分汲取了傣族人民的智慧，强烈体现了傣族人民的审美

意识和审美情趣，也体现了傣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的追

求和独特的传统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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