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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以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共同组成了色

彩斑斓、博大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风俗文化是

彰显民族特征的重要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全面、客观、系统地认识这一文化现象

的历史渊源和变迁，对于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继承和

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护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保持中华民族旺盛的创造力

和生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风俗又称“流俗”，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社会风尚、礼仪、习惯等的合称。

“风俗”一词在中国古文献中出现很早，在<诗经·周南·关睢序>中就有“美教化，移

风俗”之说。《周札>日：“俗者习也，上所化日风，下所习日俗。”<荀子·疆国>中有

。入境，观其风俗”的记载。，
‘

，

‘。

风俗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

一是地域性。<汉书·地理志>云：“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

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风”主要

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成；“俗”主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成。民谚说的。十里不同

风，百里不同俗”即指出了此种差异。北方气候寒冷，主产小麦、玉米、大豆，南方

气候温热，主产水稻，这就直接决定了北方人和南方人主食的不同，也影响到服饰、

居住、交通甚至节日和体育游戏的差别。

二是传承性。因为风俗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流传的，它往往表现出

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种相对自成一体的文化系统，风俗往往良莠并存，既有积极向

上的内容，也有消极落后的内容。’对此，必须坚持“扬弃”的原则，对有荆于本民族

自身发展进步的内容，要切实加以尊重和弘扬；对阻碍本民族发展进步的内容，要引

导和鼓励他们加以改革和摈弃。但这种改革和摈弃，必须在各民族自愿的前提下进行，

决不能强迫或越俎代庖。

三是时代性。从社会学理论上讲，任何风俗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

产生和发展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烙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各民族

的风俗也会随之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

密切，各民族间在文化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为民族风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

有利的因素。

四是群众性。风俗不是个别人的单一行为，而是一个社区或一个族群里人们共同

的行为规范，不按此规范生活，就会被视为另类，被周围的群众排斥，遇到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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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烦，使这个“另类”难以生活。所以中国有“入乡问俗”和“入乡随俗”的经验

喃哆
之谈。

．霎{
五是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风俗。尽管中华各民族

有许多共同的风俗习惯，但表现在风俗文化中的不同点也很多。正是这些风俗中以及

其他文化中的不同之处，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成分。
■酬 -

风俗志亦称“民俗志”、“方俗志”。“志”即“记”的意思。风俗志是记述地方风

中 俗的史志，原属地方志的内容组成部分。地方志中附述风俗，最早见于汉代<郡国志

国 书>。东汉初年出现过一本《南阳风俗记》，专记汉光武帝刘秀故乡的风土人情，可算

／b 我国风俗志专著的首创。但该书失传，因此今人多把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

数 作为我国风俗专志的开山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介绍少数民族风俗的书籍日

民 见众多，但多是在民族志中或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志中单列简述，也有某一民族或某

族
一地区数个民族的风俗志专著，但尚无将55个少数民族的风俗汇集起来全面系统地加

风
以评介的专门著作。从这一点来说，该书有抛砖引玉和填补空白的意义。

俗
： 风俗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本书依其内容和形式将它细分为服饰、饮食、居住、

交通运输、生产、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社会家庭、宗教信仰、禁忌、艺术、竞技游

志 艺等12类。从以上12个方面来论述。每个民族三五万言，全书共二百多万字。关于

民族医药、戏曲、器用等少数风俗虽未单独列出章节，但也有涉及，因此可以说是比

较全面和完整的。例如居住风俗，就介绍有居住环境和村落布局，民居的类型、结构

1 及附属设施，民居建造的程序与礼仪，居住习俗等。又如人生礼仪风俗介绍的有诞生

2 礼、成年礼、寿礼、婚礼、丧礼。在诞生礼中讲到求子、怀孕、临产、分娩、命名、

洗三、满月、百天、周岁的仪式和有关习俗及礼节。在成年礼中讲到换装、染齿、凿

齿、文身、滚泥塘等成年礼仪及成年后的权利与义务等。在寿礼中讲到庆寿、拜寿、

寿宴、添粮增寿、敬老养老等风俗仪式。在婚礼中讲述恋爱方式、问名、过礼、订婚、

迎娶、闹洞房、离异、改嫁等习俗。在丧礼中讲述报丧、浴尸、入殓、吊唁、出殡、

安葬、丧宴、超度、各种葬式、服丧守孝等风俗。

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本

书的编辑出版，对弘扬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少数民族风俗

中有许多优秀文化成果值得继承和弘扬。例如，少数民族服饰丰富多彩，不仅表现在

55个民族的服饰各具风采，而且在同一民族中，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或属不同支

系的群体，在服饰上也迥然不同。例如苗族服饰就有一百多个种类，广为人知的苗族

银头冠、银衣、银牌等仅是生活于贵州黔东南地区的部分苗族的服饰。卫藏地区、青

海藏区、．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服饰也各有特色。少数民族饮食风俗的影响越来越大，

除原先广为人知的。满汉全席”之外，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傣族、苗族、藏族、

白族、朝鲜族、彝族等民族风味餐馆已在许多城市出现。除早有盛名的清真菜系之外，

目前又出现了蒙藏风味、苗傣风味、云贵风味、新疆风味菜系。少数民族的茶文化、

酒文化更是声名远扬，集食美、器美、情美与歌舞美于一堂。少数民族居住文化中的
●



碉楼、庄房、干栏、吊脚楼、竹楼、鼓楼、石板房、木楞房、帐篷、毡包等形式多样。 S白族的三坊一照壁、回族的建筑用砖雕，宗教建筑中的藏传佛教的许多寺庙、伊斯兰 0
‘．

教的清真寺、傣族的缅寺和笋塔等，都堪称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民族民间歌舞、体

卜育游戏，尤其是多种多样历史久远的民族工艺品更是灿烂夺目，例如织锦、蜡染、扎

盆赫迸
染、刺绣、编织、剪纸、漆器、陶器、竹器、金属工艺、宗教造像、桦皮工艺、皮革

工艺、乐器制作j刀具等等，不胜枚举。总而言之，若没有这些艺术奇葩，中华文化
一

不仅是残缺的，而且会大失光彩。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市场经济和时尚文化冲击最大 打

的，恰恰是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艺术。因此，目前在国内文化，界要求

尽力保护和抢救民族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
-
丘

已有不少有志于此者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喜人的成绩。本书的出版，至少能够为民

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提供参考资料。这正是我们编辑该书的动力之一。

少数民族风俗中还有许多内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敬老爱幼、勤俭节

约、勇毅力行、乐观向上、惩恶扬善、诚信知报、济困扶弱、亲友睦邻、热情好客、

舍生取义、爱国护教、重义轻利等，都是值得发扬的优秀品质。宣传和弘扬这些传统

美德，对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将起到

积极作用。

本书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高等院校的教授、

副教授，有科研单位的研究员、副研究员，还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

生。有些学者是研究本民族风俗的专家，有些是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者， 厂
他们对民族地区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性质，使他们能够准确客观

3

地反映少数民族风俗的现状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进步。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风俗

表现为主要内容正是我们这本书的编纂要求之一。

总之，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尽量为读者提供中国55个少数民族完整而又系统

的风俗描述，为各民族群众架起一座相互了解、交流和学习以及建构和调适各自风俗

习惯与价值取向的桥梁。此初衷是否已经达到，尚望读者评价与指正。

《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编委会

200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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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风俗志

蒙古族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范围厂+的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

普查统计，我国蒙古族现有人口5813947人，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多分布在辽

宁、吉林、河北、黑龙江、新疆、青海、河南、叫川、贵州、北京、云南等地。除内蒙

古自治区外，全国还有新疆巴音郭楞蒙占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占自治州、和布克塞尔蒙

古自治县，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

自治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河北围场满族蒙占族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

摔跤手

蒙古族起源于蒙古高原。根据蒙古人的传说，其历史已达三千年之久。即便有文字

可考的历史，也已有一千多年了。不过，关于蒙古族的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仍存在着

东胡说、北狄说、匈奴说、突厥说等不同的意见和分歧，其中东胡说较为流行。根据此

说，蒙古族起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

的汉文译名，始见于唐代。宋、辽、金时期的汉文史籍中，又有“萌骨”、“朦骨”、“萌古

子”、“盲古子”、“萌古”、“萌古斯”等许多同音译名。“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一

个部落的名称。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逐渐形成了

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的部落名称成为了民族名称。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

巴尔虎一布里亚特三种方言(按地区划分为中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东北部方言)。其

中，中部方言使用最广泛，使用人口占蒙古族总人口的90％以』：。这三种方言在语音、

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别。1980年内蒙占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对全国蒙古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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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苦凋查的基础I：，确定以q，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正蓝旗语音为代表的察哈尔土

语作为标准{；{^，并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蒙占语音标方案，开始积极推J’。。，

蒙Itl文届拼音文’#类删，初刨于成吉思汗时代，是在州鹘文字母基础上形成的。

14世纪初，蒙占族语言学家却吉·斡斯尔对最初的回鹘式蒙古文进行r改革，使之成为

至今通用于大部分蒙占族地隧的蒙占文。现行蒙占文有29个字母，其中表示元音的5

个，表示辅音的24个。拼1i时以阏为单位上下连抒，行款从左向打。除此而外，新疆

地Ⅸ的蒙占族还使用一种托忒蒙f‘i文(阙通行于j!拽特方言区，义称“lHt特文”)。

蒙古族长期±t活在茫茫的草原f：，以畜牧业为生，逐渐形成厂自己独特的、与草

原畜牧文化相适应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其服饰的质地、款式、色泽，饮食的结构、餐

饮方式办法，民屠的造裂、建筑方法，交通运输]：具的类型等等，都深深地打上r畜

牧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烙印。由于时代的变迁、各地区生态与人文环境的差异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同一文化现象义表现出鲜明的时代与区域性特点，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

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是绚丽多姿，纷繁复杂的。

第一章服饰风俗

服饰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特征，是各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蒙古族

地处寒冷多风的塞北高原，且自古以狩猎、游牧经济为生，因此，其传统服饰鲜明地

反映了北方狩猎与游牧文化的风格与特征。

蒙古族是一个由众多部落融合而成的具有多元一体性的民族。服饰文化上的多元

性，即区域或部落性的差别至今依然存在。依服装、首饰款式与原料等的局部差别，

过去蒙古族服饰习惯上被分为巴尔虎服饰、布里亚特服饰、杜尔伯特服饰、科尔沁服

饰，巴林服饰、喀喇沁服饰、乌珠穆沁服饰、阿巴嘎服饰、苏尼特服饰、察哈尔服饰、

土默特服饰、乌拉特服饰、鄂尔多斯服饰、阿拉善服饰、厄鲁特服饰、和硕特服饰、

土尔扈特服饰等。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族服饰的部落性、区域

他趋肄不断减少，共同性与日俱增。

案占抱



服 装

蒙占族的传统服装主要包括长袍、坎肩、裤子、摔跤服等。

蒙古袍 袍式服装是蒙古族占老而义主要的服装款式之一，俗称“蒙I‘i袍”、：在

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牧区，无论男女老幼，一年网季都喜欢穿着。蒙占袍在无代

以前交领袍居多，后逐渐向立领大襟袍方J柚发展。近现代蒙占袍的一般特点是高领、

右衽、长身，钉斫i、皮或珠宝、金属扣袢儿，多数地Ⅸ下摆小JF权。男袍一般比较肥

大．女袍则较为窄瘦紧身，以凸显女子身材的苗条和健美。袍子的领缘、襟边、袖II

和下摆边缘等处多以绸缎花边、库锦边、“盘肠”、“云卷”图案或虎、豹、水獭、貂鼠

皮毛等作装饰。按厚薄、穿着时间和防寒功能来分，蒙占袍叮分为单袍、火袍、棉袍、

皮袍，其中皮袍又可分为熏皮袍、二茬皮袍、吊耐皮袍等。春秋穿央袍，夏季穿单袍，

冬季穿棉袍、皮袍。按袖口的形状可分为平u袍、马蹄袖袍等。屿蹄袖袍的特点足袖

u处接有马蹄形的袖头，袖头可根据需要或伸展，或J：翻．或内卷。按开衩与否町分

为开衩长袍和直筒形不开议长袍。按质料来分，可分羊皮袍、貂皮袍、水獭皮袍、棉

布袍、丝绸袍、花缎袍、丝绒袍等。

蒙古袍的基本款式各地大体相同，但具体形制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特点。总的来

看，东部和南部地I蔓过去受满族服饰影响较大，马蹄袖和』f衩直筒长袍较为常见，襟

边、袖口等处装饰较多，特别是科尔沁、喀喇沁等地的蒙古袍宽大、直长．f5Ii侧开衩，

领口、襟边、袖口多用各色套花贴边。锡林郭勒等地的蒙古袍则多肥大不开议。鄂尔

多斯蒙古袍长而有开衩，但以素为美，除同色料滚边外，其他镶边装饰较少。布里亚

特女袍为连衣裙式，束腰，已婚妇女袍子的肩上有皱褶。青海地区的蒙古袍则受藏族

服饰影响较为明显，腰身宽硕，交领式较多，领沿、袖口及下摆处的皮毛边饰宽大。

蒙古袍的颜色，男子多喜欢蓝色、棕

色、灰色，女子则喜欢红、粉、绿、天蓝

色，夏天更淡一些，如浅蓝、乳白、粉红、

淡绿等。蒙古人认为，像乳汁一样洁白的

颜色，是最为圣洁的．多在盛典、年节吉

日时穿用；蓝色象征着永恒、坚贞和忠诚，

是代表蒙古民族的色彩；红色是像火和太

阳一样能给人温暖、光明和愉快的颜色，

所以平时多穿这样颜色的衣服；黄色被看

作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所以过去除

活佛或者受到过皇帝恩赐的王公贵族外，

一般人是不能穿用的。袍子的质料过去阏

生活贫富而不同。富者多用绸、缎、绢帛，

贫者多用棉布、麻布和老羊皮。现在，随

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观

念的更新变化，蒙古袍的面料及其颜色种

类更加丰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各取所需。各取所爱。

从占至今，蒙^袍一直深受蒙『々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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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民的青睐，因为它既美观大方，又方便实用。北方气候寒冷，风沙大，尤其是在四面

无遮无掩的空旷草原上，一年四季中，春、秋、冬季常常遭受风沙、严寒的袭击，夏

天又要经受蚊虫的叮咬。宽松、肥大的袍服便可起到比短装遮风防寒、防止蚊虫叮咬

中
性能好而又骑乘方便的作用。另外，蒙古袍穿脱自如，穿时为衣，休息时还可以当被

盖。不过，近些年来，蒙古袍的变化日新月异，除面料、颜色和装饰更加讲究外，款

国 式亦在保留传统风格的基础上不断革新，特别是青年女子穿的蒙古袍，款式上吸收了

少 不少旗袍及现代时装的特点，掐腰、窄袖、垫肩，日益向瘦短形和连衣裙形方向发展，‘

数
使之更加合体美观。 。

坎肩 坎肩是套穿在蒙古袍外面的服装，有长短、对襟、大襟及开衩不开衩、

民 开衩多少的区别。成年男子的坎肩多为不开衩或前后开衩的短坎肩。已婚妇女礼服中

族 长坎肩居多，常服中亦有部分短坎肩。长坎肩中又以前后左右四面开衩者居多，而且

风
开衩一般均长及腰部。巴尔虎、布里亚特长坎肩的腰部还同长袍一样有分割结构，上．

身紧，腰部打褶，下身稍宽松。蒙古族坎肩的质料以红、蓝、黄等色团花缎及其他各

俗 种绸缎为主，丝绒、平绒较少。领边、襟边、袖口、下摆和开衩之沿边多镶各种花饰，

志 、开衩上角处镶绣方形、云形等花纹图案。在鄂尔多斯等地，过去少女不穿坎肩，只有

长大成人，出嫁之日才解掉腰带，换上坎肩，以此作为婚嫁的标志。

腰带 腰带是蒙古族服饰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多用棉布、绸缎制成，

长三四米不等，色彩多与袍子的颜色相谐调。扎腰带既能防风抗寒，+骑马持缰时又能

保持腰肋骨的稳定垂直。而且还是一种漂亮的装饰。男子扎腰带时，多把袍子向上提，

束得很短，骑乘方便，又显得精悍潇洒。腰带上还要挂上“三不离身”的蒙古刀、火

镰和烟荷包。女子则相反，扎腰带时要将袍子向下拉展，以显示出娇美的身段。鄂尔1 多斯等地区扎腰带还有一定的讲究和规矩，未婚女子扎腰带，并在身后留出穗头，一

旦出嫁，便成“布斯贵浑”(蒙古语，意为“不扎腰带的人”)，代替腰带的是紧身的坎
6

肩，以此来区分未婚姑娘和已婚妇女。

裤子 蒙古族的裤子亦有单裤、夹裤、棉裤、皮裤和套裤之分。春秋季男女均

穿单裤、夹裤，外加套裤。冬季男子多穿皮裤，妇女多穿棉裤。套裤是无腰无裆不相

连属的两条裤筒，上宽下窄，穿着时用带子系挂于腰上。它穿脱方便，又弥补了袍服

下端口大透风的不足，增加了对腿部的有效保护。套裤也有布制与皮制两种。皮套裤

一般用绵羊二茬皮或去掉毛的黄羊、驼羔或牛犊皮鞣革缝制而成，结实耐用。

上述服装是牧区或半农半牧区蒙古族的主要装束。农业区及城市中的蒙古族除年

节吉日外，平时已很少穿用。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省通海县新蒙民族乡聚居着数千蒙

古族，他们是元代落籍云南的蒙古人的后裔。时过境迁，数百年来，他们主要从事农

业、手工业和建筑业，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已完全南方化、农业化，服饰亦与北方故
／

土的蒙古族迥然不同，但也不同于当地的其他民族。通海蒙古族妇女的传统服装为衣

裤型短装，上衣一般三件间衬套穿：第一件为长袖贴身衣，袖长及腕，袖口处镶绣有

宽阔的花边或精美的花纹图案；第二件为半袖衣，衣长及股，袖长及肘，袖口处亦镶

绣花边为饰；第三件，即最外面的一件为无领无袖，长仅及腰间的对襟式夹布坎肩，

一排银质圆形纽扣钉缀胸前。三件上衣长短相间、色调不一，风格独特，精致美观。

摔跤服 摔跤服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是摔跤比赛中摔跤手的专用服装。

它是一种革制的绣花厚坎肩，也有用白毡贴花镶边制作的。衣上镶嵌有两排闪光发亮

的铜铆钉，背部中央多用团纹图案装饰，穿起来像盔甲一样威武洒脱。这种摔跤服结

实耐用，穿上它，无论角力如何激烈，任凭抓、拉、撕、揪、勾、绊，都不会损坏，



而且对人身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勺之相配的是肥大的摔躞裤、蒙古靴和摔跤手脖颈

上挂的五彩飘带，头上缠的红、黄、蓝三色头巾。

冠帽头巾及鞋靴袜子

蒙古高原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则风雪严寒，～年四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因

此，常年在外骑马游牧的蒙古人非常注重头部的保护与装饰。男人们无论春夏秋冬都

戴帽子，妇女们有时戴帽，有时扎头巾。

帽子 蒙古族的帽子种类繁多。按原料可分皮帽、毡帽、呢帽、布帽、丝绒帽。

按形状可分为尖顶护耳帽、尖顶立檐帽、圆顶护耳帽、圆顶立檐帽、圆顶卷檐帽、风

雪帽、劳布吉帽、陶尔其克帽、尤登帽、礼懈、鸭舌帽等：，

蒙古族牧民冬季多戴皮帽。皮帽多用羊皮、羔皮、水獭皮、狐狸皮、貉皮制作，

式样各地不一。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圆顶卷檐帽，一种是圆锥形卷檐帽，多以

羔皮为里，绸、布做面，顶部多缀有缨

穗，有的地区帽后还缀有两条长长的飘

带。这种卷檐、圆顶或尖顶的帽子元代

即已出现。当时，“其帽之檐甚窄，帽之

顶，敷以朱缨．帽之前缀以银佛，制以

毡，或以皮。”据说这种帽子最初足由元

世祖忽必烈的夫人察必皇后设计的。当

时忽必烈每年都要到上都(今内蒙古正

蓝旗)避暑狩猎，察必皇后看到他狩猎

时阳光刺眼，便将原来的帽子加上了檐，

使之能遮蔽阳光，从此传到民间。这种

帽子之所以至今仍受到广大牧民的喜爱，

是因为它适合草原生活。圆顶和尖顶在

骑马时阻力小，不会产生兜风的现象。

帽檐不仅能遮光，天气寒冷时还可将其

放下，遮住耳、腮、脖子，增加防寒的

面积和效果。另外．它也很柔软，不戴

时搁置或携带非常方便。夏季，蒙古族

男子则多戴薄毡或呢质的礼帽，布质的

前进帽(又称鸭舌帽)等。前进帽用各

种颜色的布料制成，轻便、凉爽．与蒙

占袍相配，和谐、美观、大方。

f海蒙古族男装

头巾 蒙古族妇女喜欢戴头巾。其戴法一般是将一两米甚至更长一些的布或绸

缎在头上由后至前缠绕几圈，头巾的两头垂下，左右各一，因此又称“垂巾袱头”。传

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下令每个人都要戴头巾，以表示头顶上飘有旌旗之

角，象征民族精神常在。这一习俗一直传袭至今，牧区的妇女们现在仍多行此制。不

过，头巾的花色品种已更加丰富，包法也稍有不同。姑娘们喜欢在头上缠绕数圈后，

在右侧挽一个结．将穗头垂下，头巾不封顶。已婚妇女则多先用头巾包住头顶后再缠

一圈．不留穗头。

蒙

古

族

风

俗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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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靴子 蒙古族牧民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靴子。蒙古靴分皮靴、毡靴、布靴三种。

皮靴多用牛皮、马皮或驴皮制成，结实耐用，防水抗寒性能好。其式样大体分靴尖上

卷、半卷和平底圆头不卷三种，分别适宜在沙漠、干旱草原和湿润草原上行走。若按

中
靴筒划分，可分为靴身宽大、靴筒低矮的传统蒙古靴和靴身较为窄瘦的高、中筒马靴。

一般来说，东部的蒙古族人喜欢穿高勒长筒马靴，而中西部的蒙古人，则多喜欢穿靴

国 尖上卷的矮筒牛皮靴。靴底也分皮、布两种，布底多为手工纳成的厚厚的“千层底”。

少 蒙古靴靴面多为黑色、古铜色或棕黄色，靴帮通梁和嵌条为浅绿色。靴帮、靴勒多采

数
用贴花、抠花或压花工艺，装饰有精美的“云卷”、“盘肠”等图案。不论是传统的蒙

古靴还是马靴，靴身都比较宽大，里面可以衬皮、衬毡，可以套穿棉袜、毡袜，还可

民 以藏刀。蒙古族的布靴多用帆布或绒布等厚而结实的布制成，有矮筒的传统蒙古靴，

族 也有高筒的马靴。靴底有皮的，也有布的，但为了结实耐穿，布底外面也多加一层皮

风
革。靴上多用彩色丝线绣出美丽的云纹、植物纹和几何图案。布靴柔软、轻便，制作

得都比较精美。春、夏、秋季穿着比较合适，尤其是夏天，布靴要比皮靴凉爽得多。

俗 如果冬天穿用，里面还需衬毡、衬皮。

志 袜子 蒙古族的袜子主要有毡袜、棉袜和布袜。春、秋、冬季气候寒冷之时，

多在靴子里套穿厚实保暖的毡袜或棉袜，夏季则多穿用蓝布或白布缝制的轻薄透气的

布袜。这些袜子一般均有高高的袜筒，袜口用鲜艳的库锦镶边或绣饰美丽的花纹图案。

首 饰

蒙古族的首饰，大致可分为头饰、项饰、胸饰、腰饰、手饰等五大类。首饰的原

、 料、质地十分广泛，常见的有珊瑚、玛瑙、翡翠、珍珠、琥珀、金、银、玉、丝绸、

布帛等。尤其是珊瑚和白银的使用十分广泛，在蒙古族的首饰原料中占据着十分重要
8

的地位。

头饰 蒙古族的头饰主要有头巾、帽子、头戴、头圈、辫钳、辫套、头钗、头

簪、耳环、耳坠等，是蒙古族首饰中最主要、最富丽的部分，其中尤以鄂尔多斯地区

的最为典型。

鄂尔多斯姑娘一般多戴头巾，从结婚，告别姑娘生活的那天起，便要开始佩戴雍

容华贵的盛装头饰了。这种头饰蒙古语称“陶勒甘久甘”，汉语意为“头带”。头带主

要包括连垂和发套两大部分，是用数百颗珊瑚，数十条银链和许多银环、银片以及玛

瑙、松石、珍珠等穿缀而成的。连垂，蒙古语称“西布格”，是已婚妇女脸庞两侧梳留

的数条小发辫上系戴的，用布和棉絮制成的两个扁圆形物体及其向下伸出的两截约十

五六厘米长的木棒。连垂的上半部外侧加有一块半圆形的布垫，外面密密麻麻地缀满

了珊瑚和镂花嵌玉的金银饰片，下沿垂下很多金银制作的穗子，连垂的末端接有一条

长长的宝剑头绣花飘带。发套是戴在连垂上面头顶上的，蒙古语称为“阿日布其”。大

、体上由上面的发箍、前额的流苏、两侧的穗子、护耳和后面的“凸”字形屏风等组成，

或缀饰银花，或用珍珠、银珠穿织网络而成，或用珊瑚、松石、银片等镶嵌而成。再

戴上绣有二龙戏珠图案的圆形礼帽，这样整个头部除脸面外，几乎全部被珊瑚、珍珠、

玛瑙等遮盖，真可谓珠帘垂面，耀眼夺目。这种头带一般都重达三四斤，有的可达十

余斤。据说，过去一副高档的头带，往往是几群好马或数百峰好驼才能换取的。头戴

无论是昂贵的还是廉价的，都是鄂尔多斯已婚妇女必备的、不可随意离身的饰物，只

有夜晚方可摘下。平常若是随意取下不戴，就会被视为是对父母、长辈和邻里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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