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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民族服饰文化 
——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服饰特点 

◆谌心怡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  130012） 

 
摘要：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素有“衣冠王国”的美称，是

一个有着数千年服饰文化的历史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为聚中

在边远的区域，中国少数民族长久的处在自然经济状况中，受到外来文

化的影响比较少，以是其独具风格的服饰文化得以无缺地保留下来，不

管质地、纺织、色彩、款式、工艺、装饰等诸方面，都各具鲜明的民族

特色，风格与众不同。各民族服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演化，构

成瑰丽而具备东方特点的形制风采，在世界上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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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服饰特点 
（一）哈尼族文化与服饰特点 
1.民族概况 
哈尼族是我国西南边疆古老的民族之一。哈尼族重点散布在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玉溪市，
首要从事农业，擅长种茶。哈尼族栽种茶叶的历史十分长远，西
双版纳格朗和的南糯山，是闻名天下的“普洱茶”的主要产区，
哈尼族区域的茶叶产量占云南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哈尼族信奉
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有本身的言语，并有三种方言，相互之间
的差别很大，不能相互通话。 

2.宗教信仰 
哈尼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他们觉得天

地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天神、地神、龙树神和拥有保护神性子的寨
神、家神等，必需按期祭奠来乞求保佑。而对于给人们带来疾病
和灾难的各种鬼神，则需要通过祭祀和巫术加以制约、驱赶。在
红河南岸的哈尼族社会中，他们觉得神灵幽魂有主次之分，主要
的神有天神、地神、山神、寨神和家神。他们觉得这些神灵要按
时祭奠，是不能怠慢的。哈尼族的每一个村寨都有大众的龙树，
有的场所如红河南岸一带另有家族本身的龙树，他们觉得“龙树”
是人类的保护神。20 世纪初，基督教传入部分哈尼族地区，佛
教也曾在一些地区传播过，但信教的人不多，影响并不大。 

3.文学与天文历法 
哈尼族的传统文学是口头文学，是人们世代口耳相传保留下

来并且不断充实的。神话传说和“史诗”是哈尼族文学中 古老
的部分，《祭龙春规矩歌》、《叫谷魂》、《老人安葬歌》、《讨媳妇
的歌》等，反应了哈尼族人多神崇敬的宗教理念和富有民族色彩
的风俗，是认识了解哈尼族的思想意识和习俗的重要资料。在云
南的哀牢山哈尼族传播着哈尼族迁移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
这记载了哈尼族漫长坎坷的迁移历程。在哀牢山区，哈尼族将一
年分为三季，“造它”为冷季，“渥都”为暖季，“热渥”为雨季，
每季四个月，表现出了顺应哈尼族农业生态梯田农耕的季节性和
阶段性。哈尼族在“三季候”区分以外，另有物候历的划分。物
候历将一年分为 12 个月，按照哀牢山气候的转变、植被的变化、
动物(主要是鸟、虫等)转变的顺序来肯定月份及计划农事活动。
哈尼族的历法，是对自然生态、自然规律的逐渐了解而逐渐发展
的。 

4.风俗习惯 
哈尼族是父权制家庭，男性主管生产、出售家畜等大事，主

妇则承担家庭杂务，如豢养牲畜，烧火做饭等。能多生儿子的女
性，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与丈夫基本同等。在父亲逝世后，宗子
则迁入母房执行家长职责，瞻养老人，次子结婚后则分居自立门
户。在以前，哈尼族无子也不能招婿上门，如今则可以招婿上门，
也可以与其他民族通婚。哈尼族名字有乳名、小名和大号之分，

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名字。大号只在背诵家谱、给小孩命名或
比较隆重祭礼仪式上才使用，用得 普遍的是小名。如今哈尼族
在取名字时，仍然保留传统的“父子连名”的习俗。 

5.服饰特点——古朴奇特 
哈尼族的服饰独具特色。哈尼族喜爱用藏青色的布料来做衣

服。哈尼族男性喜欢头上裹黑色或白色的布包头，老人会戴瓜皮
帽，穿对襟上衣和长裤。穿布鞋或木板鞋。西双版纳的哈尼族男
性身上则穿右开襟上衣，沿着大襟镶两行大银泡。每逢年节或与
姑娘约会时，小伙子们会把斑斓艳丽的羽毛或鲜艳的花朵插在头
上。澜沧一带的男性裹黑布包头，身上穿对襟上衣，大襟镶两行
银币，双侧绣几何图形。女子的衣饰各个地方都各有特色。红河
区域的女性穿右开襟无领上衣，以银币做钮扣，下穿长裤，盛装
打扮时外加一件披肩，有的还系花围腰，打花绑腿。在衣服的托
肩、大襟、袖口以及裤脚上，都会镶嵌几道彩色的花边，坎肩以
挑花做边饰，穿高筒尖头绣花鞋。西双版纳和澜沧一带的女性，
下身穿着长度到膝盖的折叠短裙，打护腿。平常大多打赤脚，喜
庆节日时喜爱穿绣花鞋。女子蓄发编辫，少女多垂辫。年龄较大
的女性在头顶盘辫子，用黑或蓝布缠在头上，或者戴帽子，帽子
上镶嵌着大量的小银泡、料珠，或者是垂下大量用丝线编织的流
苏。也有的喜好用银链以及成串的银币、银泡作胸前的装饰。澜
沧的女子喜爱戴大银耳饰。节日的哈尼族女子在靛青色的包头巾
上，用五彩丝线刺绣出斑斓的图案，额前脑后还挂着一束束美丽
的璎珞。 

哈尼族的男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就要摘掉头上的帽子，改
用布包头，同时将牙齿染红，暗示他已成人，可以谈情说爱了。
哈尼族的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把牙齿染红，系上围襟，身
上戴上银饰，这表示了她已经成熟，能参加“串姑娘”了。哈尼
族成年女性大多编双辫，并且会把辫子缠绕在头上。墨江的部份
女性会系上白色或粉红色围腰，婚后则改系蓝色围腰，系围腰的
高低大小是分辨女子是不是成婚了的标记。 

哈尼族的衣饰一是为了在山高谷深的自然环境中，上下坡行
走便利；二是便于在梯田中劳作，这体现出哈尼族服饰对于哀牢
山的自然环境和梯田稻作农业的适应性。哈尼族服饰的装扮，是
梯田农业的纪录和象征。比如：哈尼族衣服上的图案和银饰的摆
列，就好像层层梯田似的重重叠叠，埂回堤转，服饰中的“水车
花”图案和护心镜上的螃蟹，鱼等都直接反应了他们对水的崇敬
心理。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内容丰富，绚丽多姿，是各民族优秀历
史文化的重要积淀，其所具有的鲜明个性特征和多姿多彩的艺术
风格，是表现诸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只要到过少数民
族地区或对少数民族服饰稍有了解的人，就不难对一些服饰在民
族文化层面上作出区分。少数民族服饰中不单民族之间存在着区
别，就是在民族内部，支系之间以及地域之间也都有明显的分歧。
在中国这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里，因
为经济生活，文化素养，自然环境和地域气候的不同，导致了民
族服饰风格独特，多种多样，应该说这是民族服饰的特征之一。 

少数民族服饰是当地人们适应自然环境后产生的，也是民族
精神的气质表现以及社会意识，审美心理等形象的反应。可以说，
在每个少数民族的衣饰表象中，都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只有
领会了与其表象相关的文化背景，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了解民族服
饰，掌握它发展的相关规律。各民族服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
发展演变，形成美丽而具有东方特色的形制风貌，并通过民族的
传承方式，循环不息，代代相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