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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研究图书选题策划浅析

——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丛书”策划为例

席远航

重庆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沙坪坝区  401331

摘要：民族服饰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重要区域。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在中国西南地区集高原、

山区、丘陵、大江等地形地貌为特点的独特环境中，在漫长的生产生活方式演进过程中形成的颇具民族

地方特色的文化系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丛书”图书出版项目以中国西南地区人口在 2

万以上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以“民族特点”“服饰特点（文化审美）”“工艺特点（形制、工艺、面料、

纹样、配饰等）”“案例分析（男、女装，配以二维码视频展示）”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和展示。本文以

项目书的形式展现了“民族文化研究图书选题策划”的路径，希望能给刚刚入职的新编辑以启发，也希

望能给出版选题策划研究带来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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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丛书背景

我国西南地区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丰富多样

的生态群落，为众多少数民族聚集提供了良好的生

存环境和生活样式。在人类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

服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因为它即是物质的产物，

也承载着人类精神层面的东西，服饰中积淀着人类

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更沉淀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历史，服饰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参照物。少数

民族服饰在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归类于第七类“民间美术”和第八类“传

统手工技艺”两大品类。它是活态的，不仅仅存于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物中，而且存在于鲜活的少数民

族生活中。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

重要组成，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在中国西南地区集

高原、山区、丘陵、大江等地形地貌为特点的独特

环境中，在漫长的生产生活方式演进过程中形成的

颇具民族地方特色的文化系统。对西南地区少数民

族传统服饰艺术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西南地

区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聚居环境、宗教信仰、审

美情趣、风土人情；还可以充分发掘各民族服饰的

艺术特点，对于宣传民族文化，展现民族自信，具

有重要意义。

二、丛书内容及框架

本丛书以贵州、云南、四川、重庆、西藏各大

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精选的 30 多个民族传统经典服

饰 1000 余套为范例，以高清图片展示，并详细标

注每一套服饰的民族、尺寸、收藏地等基本信息，

同时通过对其工艺、材料、结构、色彩、纹样等方

面进行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以及艺术学方向的

研究分析，以此来展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

的文化内涵、精神信仰和社会意义。

该丛书按照少数民族聚居地划分为三卷：“云

南卷”“贵州卷”“川渝藏卷”（暂定），每卷以

该区域人口在 2 万以上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以“民

族特点”“服饰特点（文化审美）”“工艺特点（形

制、工艺、面料、纹样、配饰等）”“案例分析（男、

女装，配以二维码视频展示）”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和展示。如云南卷从民族特点、服饰特点、工艺特

点为研究方向，内容涉及：阿昌族服饰、拉祜族服饰、

傈僳族服饰、满族服饰等共计 25 个民族的服饰文

化研究。

三、项目价值及定位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

形成了以刺、染、绣、织等为基本制作手法，以地

域文化委精神载体，创造了古朴自然的服饰体系，

构建了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展现了浓郁的地方民

族文化特色和庞大的神话精神世界体系。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不仅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产方

式的映照，更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精神文化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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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中精美的纹样图案、

巧妙的工艺结构、丰富的色彩搭配，反映了各民族

历史上形成的蕴含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社会生

活各方面的传统风尚。代表了中国民族民间美术和

传统手工技艺的较高水平，具有较强的历史、文化、

艺术价值。

该丛书涉及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以及艺术

学等方面内容，其研究对象的现存情况，既是物质

性的，也是非物质性的。其丰富的设计意匠和创作

工艺，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该丛书较

为扎实地立足于田野考察和资料收集，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理论研究和深入探讨，提出学术意见。与国

内同类书相比，该丛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

价值，并具有一定的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是研究

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工具书。

该丛书具备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和国家图书

奖的基本条件；适合全国各大图书馆和各高校图书

馆馆配，以及个别专业读者购买；符合国家走出去

战略，可进行版权贸易输出。

四、项目实施团队

（1）策划组织团队

 该团队由业内资深编辑组成，其学科资源丰富，

专业能力强，尤其擅长学术选题和获奖选题的组织

策划。该团队曾策划出版了《设计大讲堂（8 卷）》

《艺术设计人文丛书（8 卷）》《汉画研究丛书（3

卷）》《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丛书（40 多种）》《培

生艺术史（6 卷）》《思想家眼中的艺术（6 卷）》

等专业艺术类图书和教材。连续三年获得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第二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提名奖、中国大学出版社

协会“全国优秀畅销书一等奖”等国家和地方奖项。

组织的教材被选入了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

规划教材。

（2）作者编写团队

该团队由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民间机构的知

名专家学者组成。这些作者在民族学、社会学、艺

术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文化和服饰

的学术研究方向均有所建树，且已出版相关学术著

作无数，他们均为经验丰富的老作者，作者团队主

要成员均为教授、研究员、博物馆长、行会专家等。

作者团队来自于以下单位：云南大学、云南艺

术学院、贵州太阳鼓博物馆、贵州民族大学、西南

民族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美术学院等。

五、同类书市场分析

（1）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3 年 5 月出版的《中

国少数民族服饰图典》一书，总共 250 页，中英文

形式展现，图多文少，介绍性文字居多。没有针对

民族服饰的深度的讲解。

（2）中国社会出版社于 2011 年 4 月出版的《少

数民族服饰》一书，总共 210 页，关于民族服饰的

概述性文字居多，属于入门级读物。读者反馈，黑

白印刷没办法看出本书的很多关于民族服饰色彩的

细节。

（3）云南美术出版社于 2002 年 2 月出版的《云

南少数民族服饰》一书，本书共 152 页，图片介绍

多，服装结构部件细节展示较少，文字介绍也很少，

本书的定位是画册。

（4）黄山书社于 2012 年 5 月出版的《中国红

- 少数民族服饰》一书，本书共 168 页，国家出版

基金项目，读者反映图片有点少，细节展示不够。

读者反馈本书存在体量小，内容少，讲得不够仔细

的不足。

六、项目定位

（1）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工具书

由市场同类书调研结果看，市场上有关少数民

族传统服饰内容的图书，多为图多文少的编排，缺

乏对民族服饰工艺、材料、民族、宗教方面的学术

研究，特别是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进行

全面、系统研究的图书较少。目前市场较为欠缺此

类学术性工具书。

（2）符合当前“文化自信”要求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内容，少

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

们迈向新时代的同时，要更加自信地展示、宣传、

推广我们的民族文化。作为可观、可感的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滋养了在这里时代生活的人们，

代表着西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下的文化，凝聚着

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的文化精髓。这种完全不同于

西方主导的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沉淀在服

饰中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摇旗呐喊才能体

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结束语：民族文化研究图书选题策划需要做好

选题的背景分析，尤其是选题的大的文化背景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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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背景分析。在做好背景分析的基础上，需

要进一步做好市场分析，市场上的同类书在内容、

体量、层次上的分析也应该到位。如果是学术书

应该做好学术分析，即该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在相

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分析。其次应做好该项目

的作者定位、内容定位、形态定位、市场定位、

学术定位。只有做好以上要素，才能策划好“民

族文化研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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