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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 、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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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杨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礼仪之都"之美誉。 中国的服饰艺术不

仅在"量体裁衣"中巧妙地表现了人体美， 也在"轻~缓带"的意

境里创造了一个超越形体的精神空间 。 《 易经·系辞》 中曾记录: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夭下治"， 中国服饰保留着伦理中道德的体

统; 《诗经·泰风 》 里曾吟咏: " 岂日元衣，与子同袍"，中国服

饰象征着情感上温馨的牵连。 中国服饰记述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

密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寓意，彰显着中华民族的风尚和习俗， 既，

联结起人民的信仰， 也昭示着民族的未来。

羌族被誉为生活在"云朵里的民族"，羌族的服饰就像是一

片片彩虹在云朵里流动，绚拦惹人。 "画罗织扇总如云， 细萃如

泥簇蝶裙。 "特色鲜明的羌族服饰如同一道醒目的文化符号， 一

目了然地令人区别出羌民族独具的民族气质与感性的文化时空 i在

界。 它们是羌族动人的视觉标识和文化象征， 充满着神秘色彩与

灵奇的传说。

兑族是古老的民族，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元人的记

载。 羌族人民有自己的语言， ~主汉采语系藏缅语族。 羌族独特的民

族服饰与羌族聚居地的自然条件相伴而生， 与羌族人民生产及生

活条件密切关联。 古代的羌族服饰以 "拔毡"最具特色。《后汉书

·西羌传 》 中曾记载， 两汉时期的甘青羌人"女拔太华毡的为盛

饰"，这也许是有关羌人服饰的最早记述。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羌族服饰在不断发展变化，受羌族人文

背景 、 传统观念、 意识形态 、 社会风俗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羌族服

饰有着鲜明的时代风尚和地域、 民族特征。 道光时期， 《茂州志 》

中记载: "其服饰， 男毡帽， 女编友，

『

以布缠头， 冬夏皆衣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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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代羌族服饰基本承袭了古时的袍服之制，服饰面料则仍以皮革豆、

毛 、 麻织品为主。 进入20世纪后，羌族服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

断得到丰富发展。 在羌族地区男女皆喜穿白织的白色麻布长衫，其

形似旗袍，男过膝盖，女则袭脚背，妇女的衣服多绣有鲜花的花

边，困腰上则绣满了各种精美的图案。 无论男女，都要在长衫外套

一件牛皮背心，俗称 "皮褂褂"，暗天毛向内，雨天毛向外以防

雨 。 羌族男女的头部都缠青色和白色的头怕 。 妇女与男子在服装上

最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妇女的领边、 袖口、腰带和鞋子上常挑有

困固纹 、 三角纹等几何花纹图案，衣领土镶有一排，j、颗梅花形图案

• I I 银饰。 在腰间，妇女佩银质针线金一个，男子则佩银质烟盒。

去。采你走进羌寨，羌族服饰总会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让你

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一学剪，二学裁，三学挑花绣布鞋"，几

乎每一位羌族妇女从小都生活在这个艺术夭地里，以她们1纯朴的天

性和聪慧的巧思成为这衣香鬓影最核心的创造者和展示者。 其中，

兑绣仍是一种活态的 、 具有灵性的手工艺，羌绣上面那些表现着原

生态的质朴图案以及那些传承了千年的图画样式，着实令人拍案称

奇，加之羌族妇女别出心裁的创意，常会使职业设计师目瞪口呆，

也彰大师叶锦添也曾参悟绣片，从中吸取创造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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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衣何飘摇，轻据随风运。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税 1 
勇善战的羌族，正是以服饰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把民族的历史 、

文化记忆、 创世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以艺术的方式投射在精

美的羌绣上，发布在与身相随的服饰上。 羌绣就如同羌人在刀尤剑

影中开出的温柔的生活花朵，装点着羌族人的美好生活。 无论男女

老少皆喜欢穿戴羌绣制品，尤其是妇女从头到脚都被兑绣装扮，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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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多以粗布 、 棉线级成黑底白纹，再绣上各种图案 。 颜色对比强

烈，却十分和谐。 其 中挑花和刺绣，是羌族妇女的拿手好戏，有着

重要的遗产价值和审美价值。 它们不仅是这风蔽体 、 防寒御暖的日

用装备，还是承载着兑民族历史 、 文化 、 风尚 、 习俗等诸多蕴含的

流动博物馆，它们既是了解羌民族的百科全书， 也是洞悉羌族历史

发展的"活化石" 。

随着社会的友展和羌族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历史悠久的羌族

服饰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随着新工艺的传入，很多精湛的羌族服

饰技艺正面 11各失传;随着生存条件的改迸，很多羌族人的穿戴在渐

被同化。 正是在这样一个整个世界越来越被同质化的时代， 民族特

色鲜明的羌族服饰却以其璀缘的光华吸引了来自当代世界越来越多

的目光。 我们尚未来得反对羌族服饰所隐藏的文化信息做出全面解

读，就已经面iJ备很多与服饰相关的文化信息悄然逝去的现状。 这不

能不引起民间文艺工作者对羌族服饰文化多元化的关注， 不能不唤

起有识之士保护 、 抢救 传承羌族服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古代史籍中关于羌族服饰的记载极为少见，今天羌族服饰义函

11备着被同化和异化的趋势。 因此，从文化的视角对羌族的服饰进行

抢救性普查和收集.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对羌族的服饰进行探究和杭

理，揭开神话传说的历史烙印，展示图腾崇拜的人文因子 . 解析宗

教信仰的心灵密匙，描绘绪丽多姿的审美特色，从而将隐藏在羌族

服饰中的文化密码次第揭开，把投射在羌族服饰上的历史印记真实

地记录下来， 完整全面地保留起来，原封不动地传承下去， 已成为

刻不容缓、 时不我待的紧迫课题。

作为 《 中国服饰文化集成 》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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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族服饰文化图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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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唱自然的羌族服饰响应山水 ，

• 

谷运龙 ( 羌族 )阿坝州委副 书记

沿峨江矛町、吾江流域，繁衍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坚在峨山深处，

" 日玛 "或" 日他们自称 "尔玛"不可才在的民族一一羌族。• 
• 

• 
i文 J iI 、 E里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 、麦"

县 、 松潘 、 黑水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余散居于四

川省绵阳市的平武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巳县、 成都市的:J:F ~未市

~ 

• 以及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江口县和石忏县。

他们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

而且还在自身不断抗争 、 不断迁徙的历史锺变中创造了独树一献，
• 

山水的响应 、 夭地的色彩和帜的鲜活文化，成为一种地域的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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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呜唱 。

文明的走向总是按照河流的行进方向发展，在构成文明的诸P 

并在自然地貌的产多要素中，唯有服饰难以超越地域的自然状况，

格规定和影响下服从于生产方式 、 生活方式。

• 

/ 
又是其历史羌族服饰文化是羌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地理环境 、 社会结构相运发展和社会时尚煌替的标志之一，

男性服饰以其厚重 、 耐寒、 利于劳作和狞猎为特色;女性服饰应，

• 包括头却相对轻薄，利于家务和田野劳作 。 羌族服饰非常丰富，

困腰、 鼓肚子 、 腰带 、 飘怕 、 长衫 、 领褂子 、 裤子 、 鞋 、 裹脚 、

而且在吸收带 。 结构上不仅较好地延续了传统游牧文化的特点，

和融合其他民族服饰文化的基础上，在服从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

前提下予以发扬。 上衣采用立领、 偏襟右桂、 宽袍、 无腰身的 H型
‘ 

·、无肩斜。 主平直，造型线条比较硬朗，长至足函 。 袖与身连裁，

• 

或小 A型为基本款式 。 其外形轮廓简单，衣服上下不取腰身，宽大

以白 、体色彩受自然 、 信仰 、 审美等因素的诸多影响，素雅端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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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 黑为主色调 。 仅在领口 、 袖口 、 困裙、 鞋等附件上绣花，进行

修饰 。 纹饰色彩搭配对比强烈而协调。 服饰绣花工艺精美，图案丰

富，造型及纹样组合蕴含了羌族的文化观念、 信仰 、 礼仪道德等内

涵，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和艺术性。 如困腰上以桃、 李 、 杏 、 梅、 菊

等花朵图案为装饰，寓意美好 、 因满;主主肚子上级以羊角或蝴蝶以

寄情思;鞋子上绣云纹，表达对先祖的追忆和羊图腾;孩童帽子上

绣羊角花 、 松树等表示长命富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羌族妇女的头

怡，不同的寨子有不同的特点，有以装饰为主的，有以保暖为主

的，有以护友为主的，迁有以崇拜和缅怀为主的 。 既是一种美丽的

追求，史是一种风情的彰显。 羌族的服饰有明显的代际特征，老年

人的服饰较为素雅，颜色深沉，年轻人的服饰色彩鲜艳。 如男女青

年喜欢系绣有花饰的通带，状如马耳朵，称为"马耳朵飘带" 。 同

时，局部装束也能反映出婚姻状态，如未婚女子不结友誓，婚后换

发式 、 包头中白等 。 羌族释比在主持民问信仰活动时，也有专门的

法衣。 羌族饰品喜用银饰，既用于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如针线包 、

烟袋，也用于装饰如耳环、 银牌等。 羌族服饰文化是羌族民俗的一

部分，其制作、 穿戴的过程和使用的文化场景，均反映出羌族处理

家族、 地方社会、 人与神 、 人与环境闯关系的价值观。

羌族服饰在细节上的地域性差异较为明显，在服饰总体特征一

致的情况下，各地区间服饰细节的相互影响较，卜 。 但由于所处区域

的承汉启藏，因此服饰中难免相融共用许多汉藏服饰文化中的优美

符号 。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 、 文化融合不断加速的世界背景下，任

何民族文化都难以独善其身，服饰文化融合和改进也在所难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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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羌族自身的弱小和地理条件 、 人文环境的限制，这种演进和改变

的进度较之其他强势民族当然要快许多 。 在无可奈何之中看见那么

• 

多火烫画一般的服饰符号渐行渐远，甚至于悄然消失 ， 心灵的怅然

5 . 12 )文川特大地若失难以言表，忧伤是自然的，悲愤也不为过。

震，给这个多文多难却依然不屈不挠的民族带来了灭顶之夫，龙门

~ 

山系的羌族生叫文}I/ 、 茂县 、 王里县 、 北川等聚居县均为极重灾县，边

难同胞逾三万。 本就弱小的民族再次在巨灾中削弱 。 羌族和羌族文

化都面临艰难的抉择。 在这个痛苦而生死的时刻，一大批文化精英

痛彻肺腑地发出了 "羌去何处" 的民族叩问，积极地行走在那片夫

序
二

∞
·
·
·
·
·
·
·

难j笨重的土地上，抢救那些伤痕累累和奄奄一息的羌文化。 与此同

国家也在这紧急危亡关头，采断地戈1]:走羌文化生态保护区，实时，

施一大批抢救、 保护和传承工程，随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的

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我国民间文化抢救保护工程的开展，
d 

J 羌族服饰文化的研究和编辑也使一道在峡山深处、 峨江流域情深意

切地展开了 。

这本装帧精美 、 摄影独到的 《 羌族服饰文化图志 》 作如今，

• 品就这么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放射出文化的夺目光芒，释放出

为此书付出诸多艰辛和心血的所有作者和编辑对一个民族的元疆大

爱，让我在深冬时节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在此，让我代表这

个才巴霞穿在身上 、 才巴虫工盘在头顶 、 把云踩在脚下的民族向你们深深

• 

20 1 3年深冬

• • • 

• 

地鞠上一躬，并致以'心灵深处最圣洁的祝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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