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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服饰图案构成形式的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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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壮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服饰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图案丰富多样，多姿多彩，是壮族人民审美的重

要体现，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以及运用价值，反映了壮族人民对自然界事物的提炼加工，表现了壮族人民敬畏自然、热爱生活的民

族情感，为我们带来视觉上美的享受。本文将以壮族服饰图案构成为研究对象，对其理论形式与审美意识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并

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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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将历史追溯到数十年前，云南壮族服饰是壮族人民审美

的物化，是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表现，隐藏着对美的创造和

追求。其中服饰中的图案所遵循的是独属于壮族先民的美的法则，

侧面烘托出了壮族人民的民族文化状况，为我们提供了“活化石”

的资料，为现代的艺术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促进现代艺术文化内涵

的发展，因此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美学价值无需赘述，通过对其服

饰图案构成形式的研究，能够发现其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价值，并

且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壮族服饰的历史文化概述 
壮族服饰出现的时间较早，目前已知在旧石器晚期就已经出

现，在新石器的中晚期壮族的人民开始逐渐掌握了纺织技术，随着

年代的更替，到了秦汉时期之后，壮族的服饰文化也开始发生了转

变。由原来的左衽衣演变为贯头衣等，之后到了隋唐时期，汉族文

化盛行起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壮族文化开始逐渐重视服饰

上装饰的元素，使服饰整体更加美观。另外壮族的服饰也开始出现

了性别、等级的差异，呈现出发展与进步的趋势。其中不仅文化影

响着壮族服饰的演变，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在影响着壮民的服

饰。其中壮民所生活的地区为岭南地区，该地区的气候条件炎热多

雨，且山岭较为密集，因此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壮民需要以农

业为生，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壮民服饰穿着也需要加以

改变。由此可以看出，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环境在影响着壮族服饰的

变化，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变革也在推动着壮族服饰的变迁。辛亥

革命之后，壮族服饰越来越朝着汉族的方向发展，究其根本是服装

在不断地迎合着文化的发展。 

二、壮族服饰图案构成形式的美学研究 
1、头部服饰的美学研究 

壮族始终将自然置于较高的地位，对其秉持着敬畏的观念和态

度，这也将体现在其民族内部的审美文化中，认为最自然的、最纯

粹的就是最美的。在壮族的头饰中就有着较为突出的体现，其中蕴

含了对于大自然的最纯真的情感，壮族人民在融合的过程中所使用

的是抽象化的方法，将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以最理想的方式在头饰

中进行演绎，他们会将自然界当中的花、鸟、虫、鱼等生物夸张的

在头饰上进行表现，这主要是由于壮族人民对这一类生物有着崇拜

之情。壮民普遍生活在河网交织的地区，在数年以前，壮族的先民

靠着打渔、狩猎为生，由于鱼的繁殖能力比其他的动物要强，且能

够满足壮族先民的温饱问题，导致壮族人民对于鱼顽强的生命力产

生了崇拜之情。同时在长期的捕鱼劳动中，壮族人民也时常在捕鱼

的过程中发现水鸟的身影，他们能够以自身矫捷的姿态快速的捕捉

到鱼，此时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认为水鸟的行为是在隐晦的指导

他们捕捉到更多的鱼，因此对水鸟的崇拜由此产生，为了表达这一

感情，这些生物在头部服饰中均有所体现。为了使头部的服饰更加

具有视觉上的情趣感，可以通过鲜明的色彩对比以及条纹的布置来

增添表现的张力，带给人们美好的视觉体验。同时在这一小巧的头

饰上需要体现出主次关系来使得整体形式呈现出美观大方的样式。

因此可以利用装饰物的疏密程度以及面积大小来表现其对比的美

感，也正是由于壮族人民饱满的构图形式以及错落有致的搭配，加

之鲜艳协调的配色，带给人们丰富的审美情趣，使人们感受到壮族

人民热爱生活的状态。 

其中壮族人民头饰的构成形式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方块重

复连续型的，也就是在平面上沿着同一个方向进行方块的重复排

列，采用一定的间距以及排列组合的方式使得方块的图形呈现出连

续性的发展状态，带给人一种流动状态的错觉，同时在色彩的选择

上也会更加偏向于红、黄、蓝、绿四种颜色，将其进行冷暖色的交

织排列，使得头饰整体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

其次是菱形复合的构成形式，这是依照特定的形式美法则，对菱形

以及“M”和“W”的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使其呈现出对称的结

构，形成一定的次序美。同时头饰以深蓝色作为底色，在白色与底

色的交织下形成对比，整体协调且和谐，给人以一定的审美情趣。

另外是装饰自然纹样的构成形式，壮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会

抽象概括的表现在头饰上，他们将长期对于自然物象的看法，以抽

象的思维来表达他们内心所想。例如对于客观的事物，他们会遵循

内心所想来将其物化，例如花草的纹理、动物的纹理能够通过简洁、

夸张或者是稍微地对其进行变形的手法来将其塑造的灵动有趣，在

保留最原始的自然形态的基础上，又具备一定的装饰性，这种装饰

性只要表现在鲜艳的色彩上，通过明艳的色彩对比，能够让人产生

一目了然的视觉冲击，例如在绿色的底上之后又有红色、蓝色作为

装饰，大胆的用色并呈现出对称式的布局，能够使其整体更加充实

饱满，同时底纹与图案的鲜明对比也可以烘托出图案的特别，使得

头部装饰更加灵动。 

2、上身服饰的美学研究 

壮族的审美鉴赏需要以整体为研究对象，重视的是整体的和谐

统一、美轮美奂，因此在整体装饰的过程中需要在整体上来突出主

次关系，例如上身的色彩搭配，分割，装饰以及线条的流畅感，很

多图案的布局所遵循的是吉祥的理念，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带

给人和谐统一的整体美感。其方形内部装饰的构成形式也具有多种

布局，首先是分割布局，这种布局形式主要是通过色彩的分割将画

面整体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小画面，又采用多个正方形的方式将一个

个独立的小画面再次重新组合成大画面，呈现出既破碎又整体的交

错分布的空间感，使得图形表现的极富张力以及对抗性，带给人们

深邃的感觉以及饱满舒适的视觉感受，其次是环绕中央装饰的布

局，这种布局形式利用的是龙与蛇的结合，这主要是由于壮族的人

民对于蛇同样具有崇拜的意义，蛇纹图案对于壮族人民来说是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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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寿的象征，他能够降服于人，代表的是祥瑞安宁的意义，同时上

身图案中所采用的是紫、白、黑、蓝色等颜色的对比，使得颜色上

整体呈现出了热烈而又神秘的视觉效果，既饱满又具有运动之美。

另外一种形式是倒凸纹成方形，内部作为装饰。所谓“倒凸纹”是

指采用同一种形状以及色彩的带状型回纹，在排列的过程中以重复

有规律的形式整齐地排列，体现出上身所具有的严肃美、庄重感，

在一定的情况下还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气场，但是由于缺少变化，往

往会显得沉闷且单调，因此可以在其中添加一些白点作为装饰来打

破这一现状，点与面对称且统一，给人以舒心悦目的审美感受，不

仅成熟且灵动又活泼。除此之外，还有条状分割的构成形式，这种

形式是自由且随意的，但是又并非完全没有章法的随意，而是具有

一定的规律，利用弧线以及平行线来呈现出条状分割，使得线条自

身并不单薄，而是十分流畅，富有节奏感，为衣服增添了整体的艺

术美感，一个个平行的纹理又能够带给人心理成熟稳重的感受，使

得上身服饰是素净典雅的，平添了许多艺术审美趣味。 

3、下身服饰的美学研究 

由于上身服饰相对较为复杂，因此壮族的下身服饰呈现出简洁

美的特点，在注重美感的同时也强调实用性。其中为了更好的突出

简洁美，在下身服饰中所使用的图案多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贴

合，例如动物以及植物、花卉等形态，经过艺术家的加工后，为其

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其中同样具有多种构成形式。首先是局部

的条状分割，一位艺术批评家曾经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述，认为单调

的图案难以抓住人们的眼球，而相对复杂的图案会导致人们产生审

美疲劳，停止对其进行观赏，而这种局部条状分割的形式能够介于

二者之间，与上身华丽的装饰形成对比，在裤脚上面数寸的地方，

用不同颜色的布装饰两道横边，这是裤子的亮点，起到点缀的作用，

而用于装饰的不同色彩的条纹能够与裤子上其他的颜色形成对比，

增添了色彩的变化与反差，丰富了服饰的色调，具有很好的装饰效

果。其次是花鸟纹装饰的构成形式，这种形式体现了壮族人民通过

观察生活所展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美的较高标准的追求，壮

族妇女以其灵巧的双手以及睿智的构思设计，以刺绣工艺为鞋带来

不一样的机理装饰，上面的花鸟纹流畅且连续，动中有静，静中有

动，生动活泼，体现出了一种运动的和谐美。其中花草与鸟儿的结

合能够带给人一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感受，鸟儿呈现出飞翔的

状态，昂首，尾巴向上翘起，花儿绽放枝叶延展，二者相得益彰，

舒适自由且洒脱奔放，极其富有生命力，呈现出热切的生命律动感。 

4、配饰服饰的美学研究 

壮族的配饰种类繁多且各有千秋，其中多数起的是点缀的作

用，虽然起到的是装饰以及点缀的作用，但是其整体上朴实无华，

追求自然，正如克莱夫·贝尔所说的，这种美是有意味形式的美，

体现出了壮族的文化内涵，不仅倾向于形象上的逼真，更注重内在

的韵味以抽象化的形式，带给人们充足的想象空间。其中配饰主要

采用的是花与几何纹组合的构成形式，配饰多数利用的是简单的几

何图形，并将其重复的排列组合，加之银的材质构成，使其整体较

为简洁大方。除此之外也有集中装饰的构成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

将所有的图案集中在中部，让人们在视觉上能够突出重点，产生一

定的空间感，给人以沉着稳定的视觉感受。 

三、壮族服饰图案传承与应用的重要性 
1、应用的意义在于传承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种多元的文化层出不穷，尤

其是对于传统的文化服饰会带来较为强烈的冲击性，壮族的服饰文

化历史悠久，但是面对现代的审美意识，当前阶段面临着传承与发

展的问题，如何能够将壮族的服饰文化传承并推广下去，融入到人

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并接受，使壮族服饰文化得

到最好的传承应用，是需要相关人员进行思考的问题。其中在应用

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壮族的服饰图案依然不能再满足现代人的审美

需求。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创新，在传统的服饰图案的基础上，

融入现代化的元素，在不改变其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创新内容与形

式，保留壮族服饰图案最大的特色，使其能够更好地符合现代人的

审美需求。 

2、应用与传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 

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极具当地特色以及个性化的文化，因此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即便在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少数民族的

文化也是汇集了全世界的目光，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因此

需要将现代的文化元素与传统的民族元素融合在一起，使其富有现

代化的生机与活力，不仅能更加具有民族性，也能够成为当代设计

思想的主流。壮族的服饰图案，极具个性魅力，且应用范围十分广

泛，不论是平面设计还是立体设计都能够涵盖众多的领域，但是受

地域限制，其应用的范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

应当通过利用合适的手段以及专业技巧在一定的形式基础上进行

创新，发挥其应用价值，但是对于现代化社会来说，如果照搬壮族

传统的民族服饰的元素会使人产生陈旧的感受，因此，在对壮族服

饰文化进行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壮族服饰文化的“神”与“韵”，

在其本质不变的基础上体现现代感以及形式上的美感，让传统文化

能够适应现代文化的发展，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交融，促进壮

族文化的发展，这种传承才是创新性的传承，不断地挖掘壮族服饰

文化的精髓并加以运用。 

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壮族服饰文化作为活化

石，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壮族人民对各方面美的追

求的理解以及升华。在全球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更加

倾向于异域文化，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因此，需要对壮族服

饰上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这是由于它不仅能够代表世界文化发展

的趋势，也是完全符合人们所遵循的美的法则。因此在对壮族服饰

文化进行传承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图案服饰上的闪光点，并添加现

代化的元素，适应时代的发展，或者是将这些闪光点应用在现代的

服装当中，实现有效的文化融合，突出中国特色，增强人们的文化

自信，为将来壮族文化的发展添砖加瓦，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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