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饰是装饰人体的物品总称，包括衣着和装饰。

主要有衣、裤、鞋、帽、围巾、提包、阳伞、发饰等等。瑶

族服饰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千姿百态，即使是同一支

系，因居住地区不同，服饰也不尽相同，甚至是同一地

方，因年龄、性别的差异，服饰也有所区别。以龙胜红

瑶为例，年青妇女身穿的衣服几乎是全红的，而年龄

较大的妇女就会缝制红黑相间的衣服来穿，年老的妇

女则穿几乎全黑的衣服了。对未婚的红瑶女可以叫阿

妹，对未老的已婚红瑶女可以叫阿嫂，老的就叫阿婆，

所以，对于初次见面的红瑶女，我们可以根据她们的

穿衣打扮来确定对她们的称呼。据统计，瑶族服饰式

样不下八九十种。妇女服装花样更是多姿多彩，美不

胜收。古今都有因服饰、头饰的不同来区分瑶族支系

的。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泗水、和平乡一带的瑶族，喜

穿红色衣服，称之“红瑶”；湖南隆回、洞口县有支只

有 7000 余人的瑶族，个个着装艳丽绝伦，火辣抢眼，

从头到脚都是花的世界、色彩的海洋，故名“花瑶”；云

南金平一带的瑶族因缠红色大包头，俗称“红头瑶”。

《皇清职贡图》卷三载：“箭杆瑶乃瑶人中之一种，因其

用竹箭为簪，长尺余，或七支，五支、三支不等，插于

髻，故以为名。男女喜着青蓝短衣，缘以深色。”“顶板

瑶，道州、永明、江华等处皆有此种。男椎髻长簪，女盘

髻向后，横顶木板一片，两端缀珠，系以红绳，结之领

下，故名之曰顶板瑶。其居处风俗与苗族相似。”《皇清

职贡图》卷四载：“阳竹箭瑶类似湖南箭杆瑶……男女

具挽髻簪，竹簪三支，有似于箭，男衣绿边短衣，女花

领绣裙。”意为这支瑶族男女皆因发髻上都用三支竹

箭绾发而得名。又曰：“永宁（今西桂林市永福县百寿

镇）梳瑶居山谷最僻，男妇以耕织为业，无赋税。明景

泰时始出与州民贸易。人至其家，即非素识必具牲礼

相款洽。男不髭须，椎髻缠花巾，领袖缘以花布。女布

衣花带，不事装饰，以髻中绾木梳，故名梳瑶。”

瑶族装饰品繁复多样，从质地上分，有银饰品、铜

饰品、金饰品、绣织的绵绒线彩锦品以及竹、木饰品

等。从人体部位上分，有头饰、胸饰、腰饰、手饰、足饰

等。其中银饰居多，锦绣配件次之，竹、木饰品较少。妇

女装饰品尤多，男子次之。民国二十二年刻本《蓝山县

图志》载：“瑶女习山，亦尚姿首，肌肤雪白有异于人。

大环垂耳，手镯指戒率用银，以大为美。衣服必以花纹

镶边，以宽为时宜。”说明瑶族妇女过去就喜欢大的银

饰物品。瑶族妇女胸饰银牌，尤其是盘瑶妇女胸饰八

至十六块银牌以区别其他直系的瑶族妇女。

服饰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物质需要，又是

反应人类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服饰内容的丰富，形

式的优美，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和工艺价值，而且具有

重要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远看彩虹近看花”是瑶

族服饰给人的整体美感。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瑶族

服饰，就是瑶族人民对美的追求的完美诠释。瑶族服

饰不仅具有色彩美、图案美，更具有深远的意蕴美，是

瑶族心理特征和民族思想的外在表现。

1 色彩美

中国古代服饰传统色彩与早期的农耕文化有着

紧密的联系，客观自然世界生命循环的特征表现在自

然界有规律的色彩变幻上，人们从自然万象中获得了

红、蓝、黄、黑、白这五种色相的认知。中国历代王朝都

对服饰加以礼法的约束，服饰等级十分森严，并且以

服饰的样式、色彩来区别尊卑贵贱。红、蓝、黄、黑、白

五色历代为官服正色，平民不得用正色为服饰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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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阴阳相生相克的信仰，调配出介于五色之间的间色

用于平民服饰。瑶族传统服饰却以五色为民服正色并

代代传袭，“好五色衣裳”成为了瑶族服饰的色彩特

点，五色官服正色的“贵族化”倾向在这里“被平民化”

了。

《搜神记》、《隋书·地理志》和《文献通考》中均有

瑶族“绩织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

形”的描述。《皇清职贡图》卷四载广西罗城县盘瑶“男

五色布裹头，领缘花绒带，缀制钱。女以竹片缀珠覆

首，布衣花袖，带亦缀钱。复结制钱为佩，系之当胸，行

步则瑲然有声。”此外还有“瑶妇衣尚刺绣，皆自为

之。青帕蒙头，饰以簪耳。”“猺人椎髻临额，跣足带械，

或袒裸，或鹑结，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酋则靑巾

紫袍。妇人上衫下裙，斑斓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极细，

俗所尚也。”①“猺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

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镕蜡灌于镂中，而

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

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

猺人若也。”②从中可以看出瑶族人民对服饰色彩和服

饰搭配的重视和讲究。

瑶族服饰相较其他民族服饰，色彩鲜艳，变化多

端，蕴含瑶家人内敛的审美取向，体现瑶家人在宁静

中追寻生命意义和心灵源泉的精神诉求，折射出独具

光彩的文化韵味。今人总结称：瑶族尚青、蓝、红、黑四

色，喜在领口、袖口、胸襟、衣角、裙边、裤脚等以挑、

绣、织、染精美别致的花纹图案。一般来说，有盛便之

差、老孺之异、婚否之别，并且不同地区也各有不同的

特点。像广东排瑶刺绣用的布大多采用布纹纵横分

明、布眼清晰的布料，布色呈黑色、蓝色、白色。而丝线

的颜色却显得丰富，有红、绿、黄、黑、白五种颜色。因

为瑶绣是配色绣，将五种不同的颜色构成基本图案，

和谐而又美丽，尽显瑶绣的多姿多彩及绣娘们高超的

手工技艺。广西金秀的五个瑶族支系：盘瑶、花篮瑶、

茶山瑶、山子瑶、坳瑶，他们服饰各异，即使是同一支

系，因居住地区不同，相互影响关系也并不一致。花蓝

瑶女装从里到外好几层，里面长外面短，最少的 3 件，

多的有 12 件。女孩子在满 14 岁举行成人礼时，有多

少衣服就穿多少，一般穿 7 件或 9件，由结过婚的、有

老有小、有儿有女的妇女帮助穿戴齐备，走村串寨，以

示成人。在瑶族群众看来花色越多越美，层次越丰富

越好。湖南隆回花瑶挑花不但讲求实用，而且更追求

色调装饰美观。她们喜欢用强烈的刺激色彩，鲜红色

的头饰笠和头巾，深蓝色的上衣（夏装为雪白色），五

彩缤纷的腰带，灰白色的统花裙前沿以两叶红艳艳的

裙边接连映衬，墨色的的绑腿，使整个服饰形成黑白

相间、冷暖协调、鲜艳夺目，令人感觉到花瑶女子把所

有的色彩匀称地打扮在自己身上。

2 图案美

有人说：“古今中外图案，无一不是由母题来决定

其外貌，即使现代最抽象的图案，说起来好像是没有

母题，实际上‘没有母题’就是它的母题。不管是具体

的或是抽象的，图案是由母题来决定其身份的。”“母

题是一个民族的标记，是人民意志集中的表现，也是

时代的精神。”③如汉文化中的“太极图”，是变化的母

题，又是天地、有无、正反、黑白、阴阳的象征。既有对

立，又有和谐，体现了黑白对比、虚实相依、天地相转

的完整图案美。

图案是实用和装饰相结合的一种美术形式。借着

图案的千变万化，给人以一种均衡、和谐、对称、欢快

的美感。瑶族服饰中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这些图

案既有实用性价值，也具有审美价值。从图案造型的

表现手法来说，瑶族服饰图案依题材的不同而创造出

很多形态各异的图案造型，有龙凤、鸟兽、虫鱼、人物、

山水、花草、树木等等。在同一幅画面中同样讲究变

化，内容题材之多、图案造型之美、变化手法之丰富，

让人眼花僚乱，但在图案几何化的统一之下，又形成

了服饰图案的完整统一美。从单个的画面来说，在青

底白花的图案中，特别注意画面中的点、面与黑白灰

的应用。比如金秀的花篮瑶，妇女服饰均绣有精美图

案，色彩斑斓，艳丽多姿。特别是绣上典雅古朴、栩栩

如生的兰花图案，更是精美绝伦。花篮，就是要穿着花

花绿绿，表示这是一个爱美的民族。又如湖南隆回花

瑶挑花将不同视觉的物象做奇妙的艺术处理与组合，

构图均衡或对称。像用树木花草变化的图案组合并按

几何排列做主体图案，显得整齐大方。有时在一块绣

片中要挑几十种花纹，自由、不规则地组合成主体图

案，或花中藏花，或把几只鸟、昆虫等自由组合成花；

或几只鸟共一个翅膀。这样的精巧构思，使整个图案

具有丰满富丽的充实感，形成热闹气氛，使主题得到

充分揭示，并获得良好的装饰效果。还有一些图案形

象具体生动。像广东乳源过山瑶服饰上的男人和女人

图案，这两个图案造型优美，线条分明，结构简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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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分图案相似，上半部分才有区别，男人梳了个辫

子，女人带了个帽子。这两个图案和东巴文字男

人——— 、女人——— 的造字原理相似。两

个字下面的人（ ）字是一样的，区别也是在上面

的帽子。广西富川、钟山、恭城，湖南江华、江永等地平

地瑶服饰以及被子上织有罕见的女书文字图案符号，

更是让人惊艳不已。如下：

（1）广西钟山两安乡沙坪村唐晚英织锦带上的单

体字符号：

（2）两安乡星寨村黄增林家织锦带上的单体字符

号：

（3）广西富川福利镇白竹村李玉妹织锦带上的单

体字符号：

（4）广西富川油沐乡福溪村周翠青家背袋（背小

孩用）上的单体字符号：

（5）广西富川石家乡六丈村盘兰英织锦带上的单

体字符号：

（6）湖南江华涛圩镇集力干村卢代辉家八宝被上

的单体字符号：

(7) 湖南江华县涛圩镇集力干村陈有翠织带上

的变体组合字符图案：

这些织锦上的女字，和湖南江永上江圩镇一带流

传的女书笔划形式、字符结构及其形式风格，彼此完

全相同。

瑶族服饰的图案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识，饱含着

瑶族人民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比如

图案中的飞鸟鱼虫，隐含着有劳才有得，生活富裕，吉

庆有余的象征；姜花、八角花、苦菜花、梧桐花是丰收

的象征；乌龟缠枝象征着长寿；桂花、蝴蝶花则喻示着

幸福美满，花香四溢的甜蜜生活；另外还有很多当地

的秀美的自然景物，建筑物，生活生产工具等等，都表

达了瑶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瑶族用独特

的图案表达方式记录下了本民族的历史。如广西南丹

白裤瑶女子的贯头褂衣背饰花背牌，其上的方形图

案，据说是当年被土官夺走了的瑶王印章的纹样，瑶

族人民把它绣在衣上，用以表达永远的纪念；而白裤

瑶男子白色裤上的五条垂直线，传说是瑶族祖先为了

捍卫民族尊严带伤奋战而留下的十指血痕，把它绣在

裤子上也是表达一种对祖先的怀念和崇敬，也是对瑶

族子孙的一种提醒与鞭策，勉励着他们追随祖先的足

迹不断向前，去开创更美好的生活，迎接更灿烂的明

天。

3 意蕴美

有人说，瑶族是一个美学意蕴永远摸不透的地

方，一片千娇百媚永远拍不完的圣地。特别是斑斓多

姿的瑶族服饰，每一件衣服，每一方头帕，每一根彩

带，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瑶族服饰具有一定的仪礼功能。一方面，它可以

作为礼物馈赠给他人，比如，瑶族妇女在参加亲友婴

图 1：广东乳源过山瑶服饰上的男人和女人图案

图 2：广东乳源过山瑶服饰上的龙犬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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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三朝、满月、周岁时，常常以童衣、童帽、童鞋、背

带等作为礼物送人；广西金秀茶山瑶的婴儿周岁时，

外婆一定要给外孙送一顶饰有九个银制立体神像的

布帽，生活富裕者还会送麒麟。另一方面，在瑶族民间

习俗中，服饰也可以作为爱情信物，赠送给自己的心

上人。特别是在瑶族未婚的男女青年心目中，服饰是

姑娘或小伙向自己的情人传达心意的信物，是他们感

情的一种寄托。一双精致的绣花鞋、一个精美的绣花

包、一方精心刺绣的头巾、一个具有特别含义的头簪、

手镯、戒指等，都包涵着他们对对方的浓浓情意，是他

们对自己心上人的关心和眷念，也是他们对爱情的一

种含蓄的表达，是他们单纯爱情观的一种体现。广西

富川瑶族自治县男女青年经过对歌，对对方产生爱意

以后，姑娘便会送给小伙子一双白底布鞋，小伙子则

会送给姑娘一个小手绢和 2元钱。广东连南的瑶族姑

娘常常把自己精心刺绣的花袋、香包、头巾等作为定

情信物送给对方，以博得心上人的赞赏和爱慕。白裤

瑶的男女青年恋爱时，女方常常占着主动地位，当姑

娘看到了自己中意的小伙时，除了会主动向对方表达

爱慕之情外，还会邀请同伴姐妹帮忙，一起去抢小伙

子的腰带或手镯，这时，小伙子如果也对她有情意，则

任由她们抢去，否则就一定要将其抢回。男女青年恋

爱成熟后，就互赠礼物，一般小伙子给姑娘一个银手

镯，姑娘给小伙子一个烟袋，或者是一条自己亲手缝

制的衣服或裤子，以此来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以示

他们对彼此的忠贞不渝和浓浓的情意。

瑶族服饰具有一定的图腾崇拜意识和对祖先的

怀念之情。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比如熊

是鄂温克族的图腾，龙、凤是华夏族的图腾，而盘瓠

（龙犬）则是瑶族的图腾。相传高辛帝许下诺言，谁除

掉抢劫首领吴将军，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谁。高辛帝

宫中有条五色花狗叫盘瓠，它把吴将军的头带给了高

辛帝，完成了任务，高辛帝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把自己

的女儿许配给了它，他们的孩子六男六女相互通婚，

成为了今天瑶族的祖先。盘瓠就是传说中封建王朝和

瑶族人民公认的英雄，它因征服外敌有功和繁衍子孙

有德，而受到瑶族后代的推崇。盘瓠可能就是瑶族先

民部落信仰的图腾。这种图腾信仰以服饰装饰的形式

一直流传至今，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服饰中狗的装饰图

案及瑶族衣服的样式和装饰。广西龙胜县“红头瑶”的

妇女服饰在衣背上各有两枚对称的“狗爪”，称为“盘

王爪”，象征着他们对盘瓠的崇拜。王士性《桂海志续》

记载：“女则用五采缯帛缀于两袖，前襟至腰，后幅垂

至膝下，名狗尾衫，示不忘祖也。”这种狗尾衫，至今仍

存在少数瑶族支系中，广西有许多瑶族支系的衣服都

要按传统模拟狗的形状，妇女喜欢将衣服裁剪得前短

后长，像是狗的尾巴，男人的衣服则模拟狗的首、尾、

耳缝制作装饰。这种图腾崇拜至今在某些地方还有少

量遗存。云南红河一带瑶族男子腰系狗尾布带，妇女

用红线制成宽厚的襟带，代表狗尾。广西大瑶山男子

头饰的狗牙花边，龙胜县红瑶妇女服饰衣背上两枚对

称的狗爪———盘王爪，贺州瑶族男子婚礼长衫后背正

中绣饰的盘王印图案，均象征着对盘瓠的崇拜。

服饰作为一种物质文化，不仅仅具有遮风御寒和

驱邪避害等实用功能，它也是民族意识的外化物。通

过对瑶族服饰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瑶族的民族精神

风貌、民族性格和审美意识。

注释：

①《岭外代答》卷三·猺人.

②《岭外代答》卷六·猺斑布.

③雷圭元著.中国图案美［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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