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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妇女服饰色彩的审美性

杨 洁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中国上海200093)

摘要：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妇女服饰是苗族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体现了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其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服饰风格多样，色彩斑斓，色彩关系丰富而有序。服饰色彩与

材料肌理交相辉映，色彩与声音互为烘托，使苗族妇女的服装动感十足，别具一格，是苗族妇女

智慧的象征，其错落有致的色彩配置，既有古韵，又具有现代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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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其服饰丰富多彩。

苗族是西南地区人数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

因为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民族服饰文化相互渗

透融合，既保存了本民族服饰的独特风貌，又吸收

了其他民族的样式，尤其是苗族妇女服饰更是绚

丽多姿。苗族服饰按地域可分为湘西型、黔东型、

川黔滇型、黔中南型以及海南型等类别，服装款式

纷繁复杂，服饰色彩也各有千秋，既有浓郁绮丽的

盛服华彩，又有清幽庄重的古雅色调，科学的审视

与分析苗族妇女的服饰色彩之美，对于传承与发

扬民族传统艺术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多色映衬。错落有致

图腾崇拜、宗教文化和祖先历史是苗族意识

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色彩成为这些观念的

物化形式，是“穿在身上的史诗”。苗族先民笃信

“盘瓠蛮”，早在汉代盘瓠民族便好五色衣服，苗

族妇女服饰色彩喜用红、黑、白、黄、蓝五种，类似

典型的“五色”衣服，因此，过去苗族曾以服色被

称为“红苗”、“黑苗”、“白苗”、“青苗”和“花苗”。

苗族妇女喜穿装饰鲜艳的百褶裙，据说源于高辛

公主当年随盘瓠到“英城”时，由于长途跋涉，衣

裳破烂，便以随嫁的“窝窝伞”穿在身上⋯。其

次，苗族的服色还与祖先的迁徙路线有关，如裙子

下摆各色条纹表示迁徙中经过的山川河流，蓝色

条纹象征水浪，红色象征红河，白色象征黑河，黑

条上的花纹则寓意祖先曾在此定居，繁衍后代。

川南、滇东北苗族妇女的百褶裙上镶有三条花边，

据说上条代表黄河，叫作“媪仿”，中条称为“媪

育”代表长江，下条则表示自己生活的西南山区。

苗族人民热爱自己的家园，经常在服饰中描绘自

己在山林劳作的田园风光，描绘山区的春色美景。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春光明媚，桃李盛开，苗族服

饰和图案中直接地反映出来以桃红为主、问以白

色和绿色为彩点的自然环境。苗族女性喜好攫取

自然中的色彩，以比较写实的色彩描绘，如红花绿

叶、蓝水白云纹等，服饰色彩斑斓，通过在服饰中

再现自然界中的花、草、鱼、虫、鸟等来抒发对美好

理想的渴望，运用五彩缤纷的装饰来表现大自然

的神奇和美丽。苗族妇女服饰由对自然的崇拜、

模仿到主观表现西南山区的自然美景和劳作场

景，充分说明了苗族人民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对世

界的不断认识，体现了苗族妇女精细劳作的精神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独具匠心的象征色和自然

色在苗族妇女服饰中的和谐表现是苗族妇女智慧

的体现。

苗族妇女注重美丽的色彩搭配，努力追求颜

色的艳丽感，喜用高纯度的红、黄、蓝等色彩，以多

种强烈的对比色彩去表现追求美好的理想愿望，

比如刺绣纹样运用蓝、绿、青、桃红、粉红、橘红等

高纯度色彩进行图案配色处理，色泽艳丽的刺绣

花边装饰在苗服的衣领边、袖口、大襟边缘、底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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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裙边等。黔东地区台江地区的妇女穿着的花带

裙黑色为底，裙边刺绣密集，以红色为主，间隔蓝

色，向上呈量的递减趋势。苗族妇女服饰中的高

纯度色彩通过刺绣纹样达到面的分解，呈渐变趋

势层层叠叠地覆盖在服装上，或者色与色遥相呼

应。黔东南一带的姑娘爱用红底绿花，“绿”中又

区分出淡绿、中绿、深绿，缓和红绿色相配的强烈

对比，使色调和谐，产生丰富的视觉效果。尤其对

于重要场合穿着的盛装，更是注意到色彩的分割

与呼应，使得即使是红色为底的多色彩对比，比如

昌宁苗族服饰用色大胆，衣服上以红色为主体，

红、黄、白、绿四色装饰交替使用，也显得色调浓郁

而不扎眼。苗族人民崇尚“黑”色和“白”色，黔东

地区台江苗族妇女上衣多用黑色“斗纹布”，纹样

色调以绿色为主或者红绿问色的辫绣纹样，百褶

裙料喜用松软的藏青色土布，外穿有黑白、红绿相

间的花带裙，湘西“红苗”百褶裙则是红黑相间，

点缀团花。色彩在明度和色相方面对比强烈，同

时，各式各样精致的银饰对于服饰色彩起到调和

的作用，由于黑、白、银灰等色彩的调和，而具有和

谐美。

二、风格多样，异彩纷呈

苗族服饰历史悠久，形态丰富，无论繁复华丽

的盛装、素静简洁的便装，还是活泼俏丽的短装，

都重装饰。苗族盛装，是苗族人民节日礼宾和婚

嫁时穿着的服装，一般多用红、黄等暖色，或者青、

黑冷色，上装饰色彩艳丽的图案，服饰上钉满亮

片，披肩缀有银饰。黔东南苗族服饰在我国苗族

服饰中最为雍容华贵，银饰精致，图案细致，底色

上用苗族妇女喜爱的大红、粉红、粉绿、翠绿、鹅

黄、群青等色线，用堆绣、辫绣、绣等多种针法绣成

绣片，钉在上面，使单一的面料变化丰富，颜色鲜

艳，色彩关系却丰富含蓄。雷山县城关地区苗族

姑娘的服饰色彩亮丽，设色大胆，对比强烈，大多

以黑色或湖蓝色、绿色布为底，装饰大红大绿，花

团锦簇的刺绣图案，再配以做工考究的银冠、银项

圈等，显得富丽堂皇。苗族盛装由于穿着者地区、

年龄、兴趣的的不同，又滋生出许多种风格，如黔

西一带遵义喜欢紫红色，贵阳喜青色，威宁喜欢红

白相间，台江县施洞地区妇女的盛装花饰以红色

调为主，雷公山东麓雷山方祥苗族则穿着少装饰

的黑衣、黑裤，色调沉着，而缀以各式各样的硕大

银饰起清幽的光泽与庄重古朴的色调浑然一体，

形成清幽占雅的风格。

苗族人民将火麻剥出的麻丝用手摇机纺成

线，再用土布机织成火麻土布来制作便装，黔东南

苗族妇女便装的基本特点是冷色的青、蓝、白底

色，头包青布帕和青丝帕，身穿青蓝布衣或麻衫，

裤子是青蓝布加白布裤腰，鞋子是青而白底中年

妇女喜爱的则是黑色丝帕和青格子蓝布头巾，十

分朴素。便装多为蓝、绿、青等冷色，花饰也喜欢

用冷色，青年人喜用绿底蓝花，老年人喜用蓝底绿

花，这适合于平时劳作时的环境，多种近似色和谐

统一，朴素大方而美观。贵州省雷公山麓的“超

短裙”苗族的裙子长不盈尺，服饰紧身窄袖，曲线

优美，服饰色彩以黑色、白色、桃红色配搭，活泼开

朗。现代苗族妇女服饰开始向多色系转变，不再

单一的崇尚“黑”色，庄重、朴实的格调，往往是由

深度的颜色构成的，而轻快、明朗的格调往往由浅

色系列的颜色构成。服饰色调的不同传递的情绪

不同，黔东南丹寨的苗族妇女喜欢用朱红色缎子

为衬底，配上黑绿色条子，再加上各色几何形花

纹，色彩鲜艳明快，给人一种热烈、乐观的感受。

松桃苗族妇女服饰以绣花草为主，色调素净；黔东

南喜欢紫黑色，以绣花鸟为多，色调浓郁。

三、声色交融。富于韵律

苗族妇女喜银饰，银饰之多，据《乾州厅志》

记载：“妇女以红绳束发辫于首，外裹花布巾，首

饰如瓜帽，以篾为之，罩以白布外，绕银丝细辫遍

插银花，长二三寸，重有至一二斤者，项戴银圈四

五，大者如盘，手钏四五。”雷山县城关地区苗族

姑娘的银冠由排马、银花草、银风雀、银葵、银蝶、

银响铃等组成，满头银饰繁花似锦，富丽至及。银

衣上的银饰大致是四方形、长方形、半圆形的银片

和银泡。银饰不但较别的民族装饰比较硕大，而

且在银片、银泡上通常都压有龙、鸟等浮雕花纹，

在半圆形银片下还缀有响铃，衣摆下缘钉有带链

的瓜子形银片，走起路来悉卒作响，色彩与肌理交

相辉映，色彩与声音互为烘托，使苗族妇女的服装

动感十足，成为苗族妇女服饰最为别具一格的方

面。湘西苗族妇女喜爱的传统装饰品，头帕前后

有银帽沿装饰，上用银丝悬挂树叶、铃铛、果子、银

花等多种银饰，银铃叮当，交响呼应，独具特色。

盛装的苗族妇女走起路来，各种银器碰撞，声音清

脆，银光闪烁，五光十色，别具丰采，在视觉、听觉

和触觉上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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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妇女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想象在麻布缝

制成的衣裙上缝出各种图案，抒写出自己的梦想

与渴望，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主次分明，服饰样

式与色彩，潜存着苗族远古氏族、宗教以及现在的

文化和哲学的影响。苗族妇女服饰在历经千年的

发展中，思考着各式元素间的秩序、均衡、对称、节

奏、对比与统一，服色少者鲜明强烈，多者则丰富

而有序。对于黄、红、蓝、绿、白等对比强烈的色彩

配置，注意服装整体感的要求，运用织、绣、挑、染

等工艺，服饰风格无论是朴素、秀丽还是单纯、华

贵，色彩艳丽又协调，图纹繁多而不显紊乱，做工

精致、形态丰富的银饰则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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