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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水族服饰文化的神秘面纱 

吴勋 徐娇 曹庆楼
1
 

（黔南民族示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 要】水族是一个神秘而又传奇的少数民族，拥有神秘的文字、语言、服饰文化、风俗习惯等。从水族的

历史渊源看，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服饰特色是被称为“刺绣艺术的活化石”的马尾绣刺绣艺术和被称为印染工艺界一

大瑰宝的豆浆印染技艺。服饰审美风格的蓝、白、青三种淡雅颜色体现了水族人民的勤劳朴实，同时，水族人民对

着装风格有着一套完整的体系，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穿着风格。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水

族服饰的传承与保护意识越来越淡薄，因此，应采取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打造民族品牌等措

施来对水族服饰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服饰文化 马尾绣 豆浆印染 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J523.5【文献标识码】A 

1 水族与水族服饰文化 

1.1水族简介 

水族自称“睢（sui）”，因发祥于睢水流域而得名，故民间有“饮睢水，成睢人”之说，开元年间（713-741），唐朝在今

黔桂交界的环江一带设置以安抚水族先民为主体对象的羁縻抚水州，这是中央王朝对自称“睢”族群的确认，族名从此以“水”

代“睢”。195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族称定为水族。水族是我国 56个民族中的一员，我国少数民族都有属于

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同样水族这个少数民族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仍留存至今，在长久的历史长河中水族人民不断创新、发展和

完善本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这个少数民族从古至今一直以“神秘”著称，其独特的语言、文字、民族

服饰、民族节日和风俗习惯将这个少数民族的神秘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我国 56个数民族中，拥有本民族语言的民族不多，

水族就是其中一个，其具有代表性的水族服饰、水书、水语、端节、卯节、霞节、喜宁节等，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对其进

行深人研究。水族主聚居在黔桂交界的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贵州省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独山、都匀等县市为主

要居住区，黔东南的榕江、丹寨、雷山、从江、黎平等县为主要散居区，此外在广西北部的河池、南丹、环江、融水等县市以

及云南省富源县也有水族村落分布。通过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统计数据结果得知，水族人口数为 411847人。 

1.2水族服饰文化的历史渊源 

水族服饰文化是指水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活生产中形成具有本民族鲜丽特色的服饰文化，水族服饰文化形成的风格与特

色是水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生活环境的综合反映。水族是一个古老而神秘且拥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在其民族

服饰文化上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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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水族服饰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远古时期，水族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后、经济不发达，水族先民毫无生活经验的积累，在酷热的夏天与寒冷的冬天只能就

地取材利用兽皮、树叶、树皮来进行遮羞，这便是水族服饰的最初形态。到了秦汉时期，经过实践与生活经验的积累，水族群

落聚居地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提高，水族先民学会利用本地的葛麻、茅花等材料来进行编织形成葛布、班布等布料，利用

这些布料最后还制作形成了各种精美的茅花被、简裙、布袍等产品，同时还学会利用兽皮来制作鞋、帽、裤子、毛被等。当时

水族人民喜爱的服饰风格就是上穿衫袄，下穿大口裤，并以一带斜配在肩。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水族服饰

演变得越来越有特点，水族先民用智慧自己发明了织布机，创造了属于本民族特色的纺织技艺。 

1.4水族服饰文化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 

水族的民族服饰文化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与发展中也受到过其他文化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前，水族处于封建地主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模式以农业经济为主，主导产业种植水稻，副业监事手工业。那个时候的水族先民在纺织和染布技艺上已经有了一定

的造诣，其中水族妇女纺织的传统“水家布”，因其质地牢固且不易褪色，行销远近。水族服饰崇尚的颜色主要还是黑色和藏

青色，这些颜色的特点在水族的服饰上有明显的表现。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后，帝国主义一直深人水族地区。由于当时农民的

文化知识程度不高，大量主导生产水稻的农民被帝国主义的领导者诱迫大面积种植鸦片。据统计，当时每年从沿江都柳江向外

运输的鸦片数量高达十万两。由于主导产业的改变，农村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时也由于国门的打开，我国经济市场由于

外来洋布、洋纱的输人而受到打击，传统纺织业变成了洋纱加工手工业。后来经过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事件与国家整治力度加强

这剂催醒剂的作用，水族人民又重新回到了只制作属于本民族特色服装的轨道上。 

2 水族服饰文化的两大特色 

水族的纺织工艺和印染技艺有相当高的水平。纺织工艺的产生是由水族先民利用智慧自己发明了织布机，利用纺织材料进

行纺织制作成服装的布料，其中最为出名的纺织布料是“水家布”。“水家布”，又称为“九奸青布”，纱质细，织工精密平

匀，染色深透，耐洗不褪色，百余年前就已驰名远近。自制的水家布是制作服饰最好的底子布料，在布料上不仅能纺织出平纹

布还能织出“人字纹”“斜纹”“花椒纹”“方格纹”等多种纹样。水族服饰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特色工艺分别为，一是

豆浆印染工艺，二是马尾绣刺绣技艺。 

2.1豆浆印染 

关于水族豆浆印染工艺相传已有七百年的悠久历史，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是由水族先祖自北方濉水流域南迁到都柳江上游

两岸定居以来世代传承下来的一项民间手工技艺。豆浆印染顾名思义就是利用豆浆作为防染剂，在布料上印染出各种生动形象

的图形。水族人民一直过着勤劳、朴实的生活，以种植水稻、大豆为生。他们善于发现，充分利用身边资源，发现大豆浆干透

后有隔绝颜料的特点，巧妙利用这一特点用大豆浆作为防染剂勾勒出美丽的图案。豆浆印染的步骤为，第一步：选出一块质量

精湛自制的水家白布，将其平铺在桌面上；第二步：将事先已经用硬纸板镂成的人物、动物、植物图案放置在白布理想的位置

上；第三步：用刷子将特制的豆浆用力均匀地刷在放有图案的白布上；第四步：将刷好的布料静置在桌面上，待豆浆干透后即

刻放人蓝靛染缸中进行浸染；第五步：最后取出洗净晒干，刮去残留在布料上的豆浆，即呈现出蓝底或青底白花图案。 

水族豆浆印染的艺术形式及特征：水族豆浆印染工艺是水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其魅力体现于豆浆染工艺是水族

剪纸艺术与实用性完美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对研究水族民间文化和水族服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水族豆浆印染装

饰图案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纹样多以凤鸟、大自然的各种花卉和植物纹为主，描绘得形象细腻而自然。图案纹样

有人物纹、牛羊纹和家禽纹，人物和动物的形态被描述得极其夸张、变形，艺术造型手法稚拙、形式朴素，栩栩如生，更能贴

近生活，各种形态的图案寓意了水族人民吉祥如意、幸福美好的生活状态。水族豆浆印染装饰纹样大部分是由上一辈老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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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身授的方式流传下来，图案造型上都具有一定的程序化特征，在构图上讲究工整、对称、平衡，多以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纹

样展现开来。还有一部分在水书中也有少量记载。水族豆浆印染纹样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具象装饰纹样，即倾向于现实生

活以及大自然物象的描绘；第二类是抽象装饰纹样，主要由点、线、面相结合的几何图案构成画面；第三类是利用穿插分割或

是由单纯的几何图形重新组构成一定轮廓的装饰纹样。作为根植于民间的装饰艺术纹样，水族豆浆染图案造型不仅形成了特有

的风貌和个性，而且体现了水族人民独特的审美心理，千百年来被水族劳动人民所喜爱、追求和不断创造。 

2.2马尾绣 

在过去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水族人民喜欢聚居在依山傍水的大山深处，交通很不便利，需要运输货物的时候，马成为了

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说起马，它与水族文明有着很大的历史渊源。在水族最为隆重的节日“端节”，就像我们过的传统节

日春节一样重视。水族人民的端节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赛马，水族男子在这天节日里就会牵上自家养的马

到赛场上进行比拼，水族女子就会穿上水族的特色服饰水族马尾绣盛装出席活动，现场加油助威。赛马场上水族男子手拉缰绳

骑着健步如飞的马儿，目光炯炯地注视终点奋力前行，赛场外身穿盛装的水族女子响亮悦耳的呐喊声环绕在山谷间，久久不能

离去，此情此景场面十分热闹。马尾绣产生的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水族人民有养马和赛马的习憚。马尾绣的制作步骤通俗地讲

就是用两根到三根白线将一根马尾包裹起来，重新组合成一根刺绣的线，在布料上绣出各种生动形象的图案。关于马尾绣的历

史，在相关书籍和资料中都无从记载。马尾绣手工技艺能够传承至今是由水族先民言传身授才得以世代相传。水族马尾绣的刺

绣技艺十分精美，绣出来的图案生动形象，刺绣制品被称为“刺绣艺术的活化石”，堪称世界一绝。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位

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是全国唯一^水族自治县，2006年 5月该县申报的水族马尾绣经国务院批准，已经被列人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 

(1)制作步骤。马尾绣的制作过程非常繁杂，经计算一共要经过 52 道工序才能将一件完整的马尾绣成品制作完成。具体可

以分为六个步骤。 

(2)马尾绣的两大艺术特色。水族的马尾绣用丝线包裹马尾在布料上能够绣出精美图案的刺绣方法有如下三个较为明显的特

点：第一点是马尾的质地比较硬，用其制作成的绣线绣制出的图案能保持原来的形状，不易变形；第二点是马尾属于毛发类，

不易腐败变质，经久耐用，增加了绣品的使用年限；第三是马尾上含有油脂的成分，其分泌出来的油脂能使包裹在外面的丝线

看起来光滑有光泽。广大爱好研究水族文化的学者发现，研究马尾绣技艺是研究水族民俗、民风、图腾崇拜和民族文化最珍贵

艺术资料。马尾绣技艺成功人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古老的原始艺术得到保护的同时也给这一艺术形式的

永续带来了机遇。马尾绣的刺绣技艺和手法丰富多彩，其中最具代表的两大马尾绣特色：一是“马尾绣”背孩带，二是“马尾

绣”绣花鞋。 

“马尾绣”背孩带：背孩带的外观形状是类似一个“T”字形帘子，帘子的大小刚好可将幼儿包裹住，帘子上端的左右两边

各有一根带子，带子的长度可将幼儿绑在成人的身上三圈左右。关于背孩带的源来是由于水族人民世代以农耕为主，当他们在

田间劳作的时候，“被孩带”成为了他们带小孩的重要辅助工具，对于有年幼儿童的家庭属于生活必需品，背孩带市场需求量

非常大。在那块“T”形的“帘子”和两根带子上如果没有任何装饰就会显得非常单调，水族人民在这时就想到了用自己精湛的

刺绣技艺在上面进行点缀。马尾绣背孩带上图案的点缀的方法为：用彩色“马尾线”在背孩带上镶拼成各种几何图案和花草鸟

雀(图案主要是极富弹力的牛角花、方格纹、水车纹、回纹、花椒纹、鱼骨纹、斜纹)，再用针穿白线将图案固定。最后用结绣

线和螺线将图案骨架填满，谓之“补花”，在缀上闪亮发光的“金线”，于是便构成一幅结构完整、形象生动、色彩鲜明、缜

密精致、豪华富贵的美丽画面。 

“马尾绣”绣花鞋：是一种翘尖布鞋，是水族人民自制的手工布鞋，在已经制作成型布鞋上用马尾绣手工艺刺绣出图案，

对单调的鞋子进行装饰点缀，增加鞋子的美感，鞋子鞋尖呈尖形往上翻翘，使得鞋子穿在脚上看起来更有活力。马尾绣绣花鞋

的制作方法是首先在鞋帮上用彩色丝线刺绣出底色图案，然后用裹好的马尾线卷曲成各种几何形图案镶拼在之前用彩色丝线刺



 

 4 

绣出底色图案的鞋帮上，最后对边缘进行镶补。这只是简单概括的三大步骤，实际上其工艺十分复杂，但在面积不大的布鞋上

用马尾绣刺绣出的图案立体效果非常强，看起来精美而别致，堪称精美的工艺品。水族妇女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时间才能完成

一件纯手工制作的精美绣花鞋，她们十分珍惜这份劳动成果，只有在隆重的场合如婚庆或走亲戚时才会穿上，精美的马尾绣绣

花鞋搭配上豆浆印染的蓝布上衣、百摺裙和银胸饰，显得十分的典雅华贵。 

3 水族服饰文化的颜色偏好禁忌 

3.1颜色偏好 

水族人民在服饰的色彩上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一方面是由于水族人民从古至今一直传承着我国谦恭含蓄、宽厚待人的传

统美德和感情内向的伦理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是与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有关。水族人民聚居的地方都会选择依山傍水而

建，亲近自然和大自然合二为一，因此他们欣赏的色调与他们生活的绿色自然环境是和谐一致的，有天空的蓝色、白云的白色

和湖水的青色，大多属于冷色，往往同浓荫、清泉等的清爽柔和相一致，能够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安定祥和之感。 

3.2颜色禁忌 

水族是一个崇尚朴素、简洁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民族服饰的色彩上不喜欢色彩鲜艳的服装，在服饰的颜色上禁忌

红色和黄色，特别禁忌大红、大黄的热调色彩，而喜欢蓝、白、青三种冷调色彩。他们认为这三个色彩浅淡素雅、清新脱俗，

才是真正的美。从水族这种独特单一的服饰审美观中表达出了水族人民朴素、大方、实用的心理活动和生活习惯。 

4 水族服饰风格有性别和年龄的差异 

水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民族服饰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完善。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水族人民

在服饰的穿戴上都不相同，各具特色。 

4.1水族男性服饰 

(1)儿童服饰。水族一至三岁的幼儿服饰在性别上没有明显差异。水族的服饰材料大多都是水家自制的水家布，上衣颜色各

异，上衣的独特之处是在衣领和衣角有装饰。在上衣衣领外边是水家布绘制的各种花纹，衣角多由细致的金花围边，上衣的长

度长到膝盖或者更短一些。裤子是直筒裤，裤脚也是用各种花纹围边用作装饰。鞋是由纯青色水家布小制作而成的平底防滑布

鞋，鞋的前部一般是扁平形状。孩童头上都会带上用银饰装饰的小铜铃小银铃帽子，帽子的图案和形状取决于母亲的审美观和

宗教信仰。一般都会用彩色丝线绣上吉祥、如意、平安、富贵等带有祝福意愿汉字的银帽符。据说水族儿童帽有辟邪驱鬼的功

能，能保佑儿童健康快乐地长大。 

(2)男子服饰。他们的衣服颜色多为青黑色，上衣多穿襟短衫，长度长到腰间或稍短些，有的也穿长衫，也是会在衣领和衣

角用花纹围边作修饰，有的也没有装饰。据说水族男子是以穿衣服的件数来显示家庭的富有，常以五、七、九、十一件等单数

一起穿，每件衣服只扣一件纽扣，以便让人知道所穿衣服的件数。近年，中青年男性服饰的胸前添加了用马尾绣绘制的一些动

物头部图案，如狮子、老虎、奔马等。水族老翁剃光头包长条青布头巾。当代的老年男子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近代的服饰，

中青年男子基本着汉装。 

4.2水族女性服饰 

(1)未婚女子服饰。未婚女子便装喜用浅蓝色、绿色，右衽大襟长衫，衣长及膝，收腰收袖，显得较贴身，衣裤的边缘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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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装饰，胸前佩戴绣花长围腰。梳独辫盘于头上，外包白底黑杠方格巾或白色长帕或青色长帕，着青色长裤。 

(2)已婚女子服饰 

“已婚妇女的袖口、环肩、裤脚，都以一道蓝杆花边作装饰，同时肩坎、袖口及裤脚要镶上斜面青布大花边，外缘又镶上

两花条。将长发梳成一把从左至右盘旋于顶，再从左侧插梳子加以固定并作装饰，习惯罩上黑白格子或白色、黑色长条头帕。

关于已婚妇女的衣服镶有花边还有一个传说。传说在很久以前，水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山高林密，杂草丛生，毒蛇为患。一个名

叫秀的水族姑娘，用彩色丝线在衣领、袖口、襟边、裤脚上绣上一条条红红绿绿的花边，又在鞋上绣上一些花草。她穿上这身

衣裤和鞋子，独自去深山密林中砍柴，果然毒蛇见了她就逃走了。此后，水族妇女绣花边的衣服逐渐传承下来。” 

5 水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直接体现。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是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

是各民族相互认同的一种重要标志。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时候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水平，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

平飞速发展，随着 90年代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品经济的发展虽说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也促进了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冲击着一些传统的行业，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服饰的传承遭受到了打击。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民族服饰

的传承面临挑战。 

5.1水族服装生产技术落后、成本高，缺乏市场竞争力 

副业地位和个体生产的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服饰制作并不流往市场，仍然以家庭需要为主。虽然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

比之过去有很大的改变，但更多的是外来事物对原有事物的取代，以服饰为例，物美价廉的外来衣物要比生产技术落后、耗时

长、成本高的水族服饰更容易让人接受，传统民族服饰的生产仍然只是为了自家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生产，个

体农户的生产力量弱小，没有市场竞争力。悠久的水族豆浆印染工艺和水族马尾绣是水族人民服饰制造智慧的体现，是水族人

民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这既是水族服饰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不足，复杂的生产步骤和多种多样的服饰体现了水族服

饰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是复杂的工艺制造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服装生产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传统的手工缝制比起服装工厂

的批量生产，竞争力明显不足。同时市场信息的不完善也导致水族服饰的生存范围受到挤压而毫无对策。 

5.2服饰文化主要传承人水族妇女继续创作出现懈怠心理 

在农耕文明中，由于男性在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因此在家庭地位上居于优势地位，而女性则主要进行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正如黄梅戏中所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因而水族服饰的主要工作者是水族妇女，水族女性不仅是服饰的制作者，同时也是

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很多女性得到出门去开拓视野和受教育的

机会，改变了水族妇女的观念，相较于一年到头的织布做衣服，她们更愿意外出务工，商场大楼中形形色色的服饰更能满足她

们的需要，于是对本民族服饰继续创作出现了懈怠现象。 

5.3水族服饰文化出现继承人断代问题 

繁杂的水族豆浆印染工艺和费时的水族马尾绣，掌握这些手艺的大多是一些老人，而年轻人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外出

务工和义务教育的普及，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服饰选择上，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形式多样的新式服饰，过去生产服饰是生活

需要，而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学习过去的那些技术。虽然国家也已经开始注重传统技艺

的传承，但是并没有使传统技艺的境况得到明显改善，了解和掌握这些技艺的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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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水族服饰的样式缺乏创新性 

这并非水族服饰面临的现状问题，也是所有传统技艺所面临的难题，即在保持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又能满足市场要求。随

着社会的进步，互联网、手机等通讯工具的普及，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大量反映现代生活水平的现代化

服饰进人少数民族聚居区，传统水族服饰受到现代服饰的影响，相对于琳琅满目的各种现代化服饰，传统老旧的服饰样式缺乏

创新性，对消费者没有吸引力，再加上成本上的劣势，很多时候水族服饰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件记念品卖给游客，这样一来水族

服饰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5.5水族服饰文化社会知名度不高 

和享誉世界的侗族大歌和以原生态著称的西江千户苗寨这些少数民族特色相比，水族的特色马尾绣和豆浆印染工艺的知名

度就显得有些弱势了。究其原因，更多的是水族服饰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不被人们所了解，一个民族特色不被人们所熟

知就会被淡忘。 

5.6水族服饰文化出现被汉化现象 

城镇化的发展改变了过去水族小聚居的现状，使得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所带来的汉文化对水族文化的挤压，一些地方

汉族人口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此外，如国家政府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条件落后，而采取的移民搬迁政策，

迁人地汉族人的生活习惯以及服装样式逐渐取代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例如水族小孩上学或是年轻人工作等基本上都不

再穿他们的传统服装。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成本的提高，过去缓慢的生活方式并不能满足家庭的生存需要，因此水

族年轻人的时间更多的是被工作时间给占据，买一件商场衣服所需要的工作时间远少于做一套水族服装的时间，何况要学好这

一门技艺同样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6 水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建议 

水族传统服饰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更多的是工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是小农经济没有经过一个适应阶段就进人商

品经济的结果。这只不过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不协调的一个缩影，封闭的农业社会以及脆弱的小农经济

向生产力先进的工业社会发展是必要的，我国就曾经吃过以农业国对抗工业国的亏。而水族服装文化传承的问题，其实还是经

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在看到发达地区之后，就开始追赶，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也在催促着这些地区赶快改变现状，在此过

程中丢掉了一些自认为是包袱的东西，其实只要应对得当，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6.1提高人们对水族服饰文化的认知，增强保护意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活的灵魂，而水族服饰作为水文化的重要载体，物质上的载体没有保护好是没办法去谈保护的。水族服饰

是水族人民在长久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它代表了水族人民的性格和外在形象。其中豆浆印染工艺和马尾绣是水族人民悠久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智慧的结晶，是水族人民在过去受制于生产条件限制而产生的技术，也许同现在的技术相比，它是落后的，但

在其出现之前它是先进的，因此我们了解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关注其更深层次的价值，而非表面的现象，我们要明白保护的不

是水族传统服饰的外在形象，而是其所代表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代表水族人民的精神面貌。现在出现的传承问题的原因多

数是因为人们对水族服饰文化的认知度不高，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淡薄，只有从思想意识去改变，加强对民族服装文化的保护，

那么这项技术活才能永久地保存下来。 

6.2加大水族服饰技术传承的人才培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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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提高传承人的文化水平，如在这些地区的学校中除了教授课本知识外，还应教授一些本民族的文化知识以及本民族

的相关技艺。要提高这些新型技术人才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认知，使之生产出来的服饰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满足广大消费者的

审美和需要，如果需要可以在不影响服饰原有的文化内涵的情况下加以创新，加人一些现代化元素，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文化

的融合，而不是简单的拼接。这些对于传承人来说是需要很髙的知识素养和文化底蕴的，因此传承人的培养并不单单是传统技

术的掌握那么简单，还要包括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6.3打造民族品牌，与市场接轨 

传统水族服饰不仅具有文化价值，同时其文化价值也可以带来相应的经济价值。具体可以尝试以招商引资形成规模经济效

应，打造自身的民族品牌，适应和利用市场规则，而不是传统的逃避市场规则。另外加大社会宣传力度，提高社会知名度，一

是可以提高市场认知，有利于进人和打开市场通道。二来也可以提高社会的重视，对于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有利的。紧跟

国家政策，巧用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旅游振兴战略，用旅游带动经济发展，提高服饰知名度。虽说现在的少数民族特色旅游成为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一大趋势，但需注重保护本民族特色，一些例子值得我们警醒，“云南丽江”和贵州凯里“西江千户苗寨”

两大旅游景区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地区旅游的发展往往忽视了少数民族本身的特色，更多的是商业化取代原有的民族特色，

越来越高的消费使游客感受到越来越少的少数民族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因而拉低了当地特色在游客心中的地位，景点吸引力减

弱。 

6.4政府和民间双向发力，共同保护水族传统文化 

水族传统文化不单单只有服装文化，还包括水书、水族的传统建筑、水族端节等水族人民精神物质财富。政府可以出台一

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和培养文化艺术研究的队伍。同时，三都水族自治县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大量水族人民聚集的地区，当

地政府可以在当地行政机构专设一个水族文化保护部门，组织人员将有关水族服饰的特色文化的书籍、手工艺品进行收集，然

后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类并用专业的技术将其保护收藏起来。民间可以自发地组织起来，如一些文化小团体，小团体成员固

定的在一些时间聚集起来共同交流学习和传授自己所拥有的服饰文化知识。这时政府也同时发力，大大鼓励民间自愿主动地建

立民族服饰文化小团体，并对表现优秀的小团体采取现金奖励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激励，调动他们的积极主动性，鼓励自愿参与

到保护本民族服饰文化行动中。政府和民间共同发力，共同保护和传承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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