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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西南苗族服饰的图案稠密、色彩斑斓、内涵丰富，是苗族认识自然与社会的

载体，是苗族历史的存根。西南苗族服饰其款式特点、社会功能、艺术品味几方面在苗族服

饰中颇有代表性，呈现出苗族服饰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审美意境，实现着苗族服饰的价

值、意义。  

  【关键词】 西南地区   苗族服饰   审美意境  

  苗族人口近 1000 万，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苗族，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四川三省是苗

族聚居的要地，苗族总人数超过一半。苗族是一个极富有神奇色彩的民族，苗族个性鲜明，

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独树一帜，西南地区除苗族习俗和苗族风情外最能体现苗族特色的是

苗族服饰。资料统计，苗族服饰样式繁多，就西南地区有近百种，多以黑、青、蓝布料为底

色，上面再以刺绣、挑花、蜡染、编织等不同手法，做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颜色、各种题

材、各种形式的装饰效果。服饰色彩丰富，色调明亮，图案花纹细腻紧凑、琳琅满目、热闹

纷繁，融款式为一体，协调统一，别具一格。苗族服饰由于性别、年龄、婚否等情况而不同，

并且有地区差别，但是都保持一种苗族从古至今的传统款式，特别是苗族女性百褶裙，图案

花纹色彩斑斓，多刺绣、织锦、蜡染、挑花装饰，衣裙颜色以红、蓝、黄、白、黑为主，保

持了苗族先民“三苗”“好五色衣服”（《后汉书•南蛮传》）的传统。服饰用料则以居住

地出产的原料为主，多以棉、麻、毛等经过家庭手工作坊精编细织而成。苗族服饰，代代相

传，呈现出苗族服饰的特有魅力。  

  苗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无本民族的文字，西南地区苗族服饰很大程度上成了记载和表

现苗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工具，是充分表现自我，展现苗族独特个性的形式和手段；一套有

代表性的苗族服饰，不仅蕴含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彰显了个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还能唤起欣赏者对苗族历史文化、个人情趣的探求和遐想，产生情景交融的意境美的享受。

凭此而论，西南地区苗族服饰不只是用于裹体遮羞、防寒御暑的简单装束，它已物化为苗族

文化传承、历史追忆、情感倾诉、民族风情和民族审美的载体。因此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潜

藏着深远的审美意境……  

   一 、典型的款式呈现历史存根  

  诚然，西南地区苗族服饰的审美意境的形成与苗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脉络相存。苗

族服饰样式众多，在苗族服饰中西南地区现有的苗族服饰有明显的代表性，可谓鹤立鸡群。

以地域而定，主要分为黔东南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等。  

  黔东南型：黔东南地区，苗族妇女的披肩和褶裙边绣有两条彩色横道。一条叫“媪仿”，

一条叫“媪育”，分别代表黄河和长江。其间绣有山林、田园、牛羊、村庄和劳动者的纹样，

在远古时代，苗族祖先蚩尤部落联盟居住在黄河中游一带。因北进中原把炎帝部落联盟打败，

炎帝便联合黄帝部落联盟共同抗击蚩尤。蚩尤在中原涿鹿中战败身亡。苗族先民便被迫离开

居住地黄河中游，移居到长江中、下游。后禹南征，苗族先民被迫再次离开居住地，向西迁

移，进入武陵、云贵、川陕、两广等地区。背井离乡，举族几度迁徒，对一个民族来说，是

十分痛苦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几千年里，苗族的感情世界被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在苗族

的古歌、古诗、故事传说中都有大量的材料反映这种民族情感，而服饰具有大众化特点，又

很易成为载体，这种思想情感很自然在服饰上得到体现。  

    黔中南型：黔中南地区，女装款式复杂，以着大领对襟衣、百褶裙较为普遍。上衣多附

配件。用料、色调和风格兼有黔东型和川黔滇型的特点。  



  川黔滇型：主要是川南宜宾兴文、泸州叙永、重庆秀山、黔西、黔西北和滇东北、桂西

北以及云南昭通、威信、楚雄、金沙等地。妇女服装多为大襟或对襟衣，蜡染百褶裙，喜用

几何纹图案装饰，身系花腰带，头缠黑色大盘，衣装多以麻布为料，盛装银饰较少。  

  黔西北的苗族，千百年来保留着古朴的传统服饰。披肩的底边花纹表示苗家故土旧居房

屋基础为条石垒砌；披底中心花纹表现苗家故乡土壤肥沃美丽富饶。披面遍绣卷柏、蕨草、

猪槽细辛花三种花卉纹样，构成一组组对称图案，用青、红线桃织加饰四周，形成锯齿纹，

波浪纹和菱形纹，每方图案上为天，下为地，左右为山川，中间为平原。标志着苗家故地良

田千顷，群山环抱，一片锦绣河山。吊旗上的纹饰有菱形纹、Z 形纹、凸形纹。菱形纹表示

田园，Z 形纹表示江河，凸形纹表示故居。  

  滇东北寻甸县苗族服装，衣背上的方块图案象征祖先耕种的田地，裙子的花条象征祖先

筑就的城墙，绑腿则象征着祖先迁徙走过的道路。苗族点套裙的花纹由裙基纹、兼套花、点

套纹、重叠花组成。裙基纹象征着锦绣壮丽的苗家故居，兼套花象征着苗家故居的万倾良田；

点套纹象征着苗家故里纵横交错的渠灌；重叠花则象征着苗家故居四周群山环抱。  

  从以上对苗族服饰的简单的分析可知，苗族服饰是很有概括意蕴的服饰，它的纹样图案

是形象化的，甚至有相对固定的，用以描绘历史景物及情形，但它又不是机械地摹仿自然，

而是在形象的基础上意象和抽象，在有限的服饰中展现无限的历史情景，所谓“言有尽而意

无穷”，化情思为景物，又化景物为情思。 

 二 、显著的功用潜藏深远意境  

  显而易见苗族服饰的意蕴是历史的、民族性的，其意景的构成及功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美丽富饶的故乡的怀念。古代苗族祖先战败后被迫几度迁徒，特别是迁徙到崇山

峻岭的山区新地后，躲避战事有利，但农业生产不便，创造相同的财富需要更多的努力，不

同的劳动生活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对美好故乡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苗族服饰上奇

想联翩的图案纹样借物抒情更是有力的见证。  

  2、对情感的追忆和渲泄。苗族是一个情感世界十分丰富的民族，在几千年的迁徒过程

中，苗族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许多次的战争，战争带来的灾难和伤害让苗族人民在

生产和生活中缺泛安全感，为躲避战争，他们与主体民族之间相隔有距，更何况他们还要抗

距来至自然灾害的威胁。悲惨的民族历史遭遇积累了他们太多的怨愤之情和其他各种复杂的

情绪，对这些情感的追忆和渲泄成为他们民族情感的需要。  

  3、对历史的记录和保存。苗族服饰是实用文化和审美文化集中统一，作为文化见证和

信息传达媒体，在历史上，它展示了苗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文化精神，诠释了苗族的历史文

化内涵，让苗族的历史文化得以记录和保存。  

  4、对文化生活的传承。苗族是十分重视对其民族传统的传承和教育的民族，苗族姑娘

六、七岁就开始向母亲学习编织、刺绣和蜡染，苗族姑娘不会挑花刺绣，会被人瞧不起，桃

花刺绣是必备的生活本领。随着年龄的增长，工艺技巧日臻娴熟，到青年时期已成为描龙画

凤的能手。近水者多绣鱼虾，居山者多描花鸟，源于生活的广泛题材在她们的手中得到生动

体现。作为主要装饰手段的刺绣、蜡染和银饰等制作工艺，代代相传，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苗族服饰是传教子孙后代最好的教科书。  

  5、与兄弟民族相区分，民族内部相辨识。苗族服饰是很有个性的服饰，与其他民族的

服饰相比较有明显的区别，苗族服饰也是辨识内部支系的标志。苗族各支系的服饰因受环境、

气候差异的影响以及古时苗族内部分工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差别。这些支系现今又表现出

不同的“婚姻集团”。苗族青年去参与“会姑娘”时，从四方八面聚到一起，唱歌、跳舞、喝酒

寻找自己倾心的对象；苗族小伙子只要看到姑娘衣裳的款式和自己母亲的一样，就知道姑娘

是自己可以挑选的结婚对象，反之就不能上前求爱。即同一个“婚姻集团”内的男女才能通婚，

可见其服饰辨识功能的重要。  



  6、对苗族的团结有积极的意义。服饰是一种情感语言文化，相同的服饰会启发相同的

感知，从世界观、审美观再到认识同感，苗族服饰在这些方面都对本民族的进行了概括并加

以标志。这让苗族人民在几千年的民族抗争活动中，通过服饰凝聚在一起，强化了民族的凝

聚力，这是苗族服饰的积极意义。  

  三 、图与色的交汇促艺术的升华  

  对于一个无完整文字的民族来讲，无疑在服饰上挑花刺绣、染色赋图成为勾通语言、传

递思想、表达情感的最佳方式，苗族人民更是通过这一方法途径实现了语言载体的意义。苗

族的迁徙历史，美丽的神话，民间传说故事，民族的图腾形像，自然界的万物生灵均为苗族

服饰的美化与设计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成为苗族服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苗族人

民情感丰富细腻，希望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汇集于服饰之中，穿在身上，相信这样会带来一

生的幸福和吉祥。无可非议这种对先民的怀念，对故土的倦恋，对宗教的崇拜、对自然的亲

近正好反映出这个虔诚朴实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渴望。鉴于这些因素，苗族的服饰固

然呈现出明亮鲜艳的色调，丰富紧凑的花纹图案，色彩斑斓，让人眼花缭乱；然而，这种图

案繁琐，色彩对比强烈，高密度快节奏的装饰统一于整套服饰的款式和土制布料的深底色中，

做到和谐、协调、统一，好似一幅印象派绘画，又融艺术表现与艺术设计为一体，恰到好处

体现这一民族服饰独具的风格和特色。因此，从特定的意义讲，苗族服饰已不是简单的衣物，

它完全是一种汇聚服装设计、装饰设计、绘画效果与服装工程的实用与审美为一体的民族艺

术作品，这种从实用到艺术的升华，带给人们的是更多的艺术的美的享受。  

  综上所述，西南苗族服饰潜藏着丰富的审美意境。苗族人民勤劳智慧，在长期历史发展

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苗族服饰

千姿百态，绚丽多彩，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

苗族人民对自己服装的起源、款式、纷繁复杂的头饰和服装的各种配件等均赋予深刻的含义，

寄托着他们美好的理想与追求，或颂扬勤劳勇敢，或表现五谷丰登，或反映历史传说，或象

征幸福爱情，构成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动人画卷。从中人们可以看到苗族的远古遗风，看到苗

族在历史上迁徒和发展的轨迹，看到和其他兄弟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看到苗族

服饰作为苗族的一种文化现象，既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又吸收有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具

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苗族服饰是滑文字的历史文献，是了解和

认识这个民族的‘绝好的史料’。”对于历史上未能形成本民族文字的苗族来说，这一点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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