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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都匀绕家服饰的文化内涵与保护传承 

罗羚艺 王李 李天俊
1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 要】居住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匀东镇的绕家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2003

年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瑶族，但其生活习俗与瑶族文化有较大差异。国内有学者对绕家人进行过一些研究，但主

要集中于绕家民歌及部分民俗，对其服饰文化的研究几乎尚未涉及。因此，系统研究绕家人服饰文化并提出保护与

传承的建议，对乡村民俗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绕家人 服饰文化 文化内涵 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K892.3【文献标识码】A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匀东镇绕河村，聚居着一个尚待进一步识别的亚民族群体一绕家人。绕家人自称“育

'史称“幺家”、“夭家”、“夭苗”或“绕家'从元朝开始就有相关记载，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据《都匀市民族志》记

载，绕家祖籍在江西、湖广一带，后来由于战乱才长途跋涉迁徙至贵州，定居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平寨乡（现为匀

东镇绕河村）。叫也们有自己独特的、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其族源、语言、风俗、节庆和社会心理都明显有别于周边其他民族。

2003 年，都匀绕家人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瑶族，但其坚持认为自己与瑶族在族源、族称、节日、服饰、宗教信仰及禁忌、婚

姻、丧葬、房屋结构及形式、语言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比如：绕家人崇拜虎，而瑶族崇拜牛；绕家人最重要的民族节日

是以农历十一月（冬月）第一个寅日（虎日）为岁首的“过冬”节，而瑶族没有“过冬”节；绕家人的服装为青色（藏青、藏

蓝），而瑶族自古“好五色衣服”。因此都匀绕家人的族属问题至今仍未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 

都匀绕家人在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服饰文化，并在岁月长河中基本保持

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但由于身处的环境较为封闭，且长期属于未识别民族状态，所以很少被外界所了解。国内目前对

都匀绕家人的研究较少，主要是研究其民歌及一些其它民俗，对其服饰文化的研究目前仍是空白。本文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和相

关文献记载，对其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包括服饰造型、色彩、图案、工艺及其文化内涵等，并提出保护与传承的对策建议，以

期能为进一步认识绕家、了解和传承其民族文化提供参考。 

1 都匀绕家民族服饰概述 

都匀绕家的民族服饰包括服装和饰品。根据性别和年龄划分,可分为女性服饰、男性服饰和儿童服饰，女性服饰中又可分为

老年妇女服饰、青壮年妇女服饰和少女服饰。根据服饰使用的时机划分，可分为盛装和便装。 

1.1女性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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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盛装 

盛装是绕家妇女在重要节日或者走亲访友时的着装。 

（1）头饰。包括头帕和额带，从古至今绕家妇女均将长发梳于脑后，然后盘绕成髻，已婚妇女包头帕，未婚少女系额带。

头帕由额帕和头巾两部分组成。额帕为一条长型双层手工蜡染织布，青底蓝花，质地轻薄柔软，佩戴时以额头为中心，向两边

缠绕头包围一周，于脑后打结固定。头巾覆盖在额帕之外，是一块长方形手工刺绣织布，两短边的一端通常留有约 5cm的流苏，

蓝底白花，整条头巾布满了各种动植物纹样。包裹时头巾覆盖整个头顶，有流苏的一端放在额头前面，像刘海一样将额头和两

鬓遮住，有防晒、挡风、保暖的功用。未婚少女通常仅在额头上系上一条长条形藏青色手工刺绣织带，质地较头帕而言比较厚

硬，为方便佩戴通常将两端缝合在一起，长度刚好为头围的一周，两侧绣有精美的彩色花朵图案，四周辅以金丝镶边，款式简

约可爱。 

在喜庆节日或者出嫁时，绕家妇女头上会戴一个银质头饰，头饰上部为孔雀开屏的图案，下部为十根吊坠，每根吊坠上有

两朵花朵状薄银饰品，用两条短银链联结，下面一朵花的底部联结有较粗的银坠。发髻上插有一对凤凰形状的银发簪，发簪下

端缀以若干类似水滴、蝴蝶、花朵等图案的小银片、小垂穗，纤巧细腻，灵秀生动。脑后插有金鱼饰面的银花梳，并附有银链

吊穗，佐证了民国《贵州通志》中关于“夭家”服饰“发盘脑顶，饰以银泡”的相关记载。 

（2）上衣。为和尚领、无扣、长至臀部的绣花衣，款式有左衽，也有右衽，均用染青或染蓝的布料手工纺织而成，顺着胸

前和腋下依次缀有相对的四根小绳作为纽扣绑接。在领口和衽边有宽约一指的彩色刺绣滚边，袖口和衣脚均绣有较宽的以红色

为主的彩色花纹图案。老年妇女上衣后背正上方绣有长方形的彩色几何图案，图案中有“寿”字，衣服的其它镶边上也有寿字。

绕家妇女有时还会用鸡蛋清浆一遍绣花衣，使得绣花衣外观上更加光滑、亮丽，同时还能防雨水污垢。 

（3）围腰。绕家妇女着盛装时，通常会在腰间系上一块用鸡蛋清浆过的正方形藏青色围腰，围腰边上绣有精美的、以红色

为主的彩色花纹。腰带是用彩色丝线织成的宽约一指的花带，一端还串有 10颗左右的白色小贝壳。 

（4）下装。已婚妇女通常穿超细折的过膝藏青色百褶裙，裙角颜色变浅，为蓝色，宽约一掌，整条裙子仅布满无数细长条

裙褶，没有任何花纹图案。未婚少女不论盛装还是便装，下身通常只穿藏青色或黑色的土布长裤，近几年只有在一些表演场合

少女才会穿裙子。 

（5）鞋子。为船形高鼻的绣花布鞋，鞋壁分两半缝合而成，藏青色布底，鞋面上绣有各种彩色动植物图案。未婚少女的鞋

头上多了一个毛线绒球。 

（6）首饰。不论已婚妇女、未婚少女，不论盛装、便装，绕家妇女都会在脖颈上戴一个款式简单的银质实心项圈，这是绕

家妇女最主要的首饰。 

1.1.2便装 

便装是绕家妇女在日常生活活动中的着装，根据年龄不同便装也有所不同。 

绕家妇女的便装是对其盛装的演变。绕家妇女自古以来都穿盛装，清代以后为了方便劳动和缝制简单，才逐渐将盛装与汉

族服装相结合，创制了便装。着便装时头上不戴头饰，仅包头帕或系额带。鞋子和着盛装时一样，脖子上也戴项圈。下装为藏

青色或黑色长裤。与盛装的区别主要在上衣和围腰。已婚妇女便装的上衣为矮领、右衽、长至臀部的藏青色土布短衫，领口和

衽边均用金线滚边，袖口绣有两道简单的彩色花纹图案。未婚少女的上衣与已婚妇女的相同，只是底色较浅。围腰的胸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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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有梯形花朵图案，周围缝有两道蓝布细褊，图案上方钉着一块印有金鱼、莲花等图案的银质胸牌，胸牌通过银链与脖颈上的

银项圈相连。腰带为浅蓝色，两端挑有金色线须。 

1.2男性服饰 

相较于女装，绕家男装的款式则非常简约。在日常生活中，上身均穿自织自染的藏青色对襟土布上衣，老龄人穿长衫，青

壮年穿短衫。下身是藏青色或黑色的大裆土布长裤，脚下穿鞋帮为藏青色的布鞋，也是自制的，和汉家的百纳底布鞋差别不大。

老龄男性头上还会包裹藏青色头帕，头帕两端留有线须。头帕呈圆盘状交错地缠绕在额头和后脑勺处，固定后线须垂在头部右

方。在一些重要节日，绕家男性还会穿上一件藏青色绣花马褂，马褂的衽边和衣脚均绣有宽约三指的彩色几何图案。 

1.3儿童服饰 

绕家儿童不论男孩女孩都要戴帽。男孩通常戴“少爷帽”，帽子由八块不同颜色的布拼织而成，帽檐均用蜡染布镶边。女

孩戴鱼形帽或者猫头帽，帽子上均以彩色刺绣作为装饰，绣有鱼、孔雀、花草等图案。男孩女孩均穿藏青色土布衣服，衣服款

式和大人一样，着藏青色或黑色裤子，年纪较小的孩童穿开裆裤。 

2 都匀绕家服饰的文化内涵 

都匀绕家服饰不仅是绕家文化的重要产物和载体，也是绕家人同其他族群得以区别的重要文化符号，是绕家地区特有的文

化标志。 

2.1绕家服装色彩的文化内涵 

都匀绕家人的衣服都是藏青色，裤子有藏青色、藏蓝色或黑色。而瑶族服饰则是象征瑶族祖先盘瓤（相传是一只五色犬）

的五色斑毛，即红、黄、青、白、黑五色，正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中所记载：“盘靓死，因（子女）自相夫妻，织绩

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 

绕家自古以来之所以崇尚青色，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古代绕家人常年身居深山老林之中，若服装色彩过于鲜

艳，容易遭受凶禽猛兽的侵扰和伤害，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因此采用藏青、藏蓝、黑色等暗色调，使自己更贴近周围环境的

颜色，以防遭凶禽猛兽的伤害，体现了绕家人对生活的理解、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民国的《贵州通志》对此也

有相关记载：“夭家又名绕家，男女衣服多尚青色，自织自染，俗有夭家青之名……。居都匀属大坝夭家，服黑色，相传用他

色则遭蛇虎害。”二是由于以前物资匮乏，绕家人在长期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生产用品多数需自己制作，所

使用的原材料也基本是取之于大自然。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绕家人逐渐学会了从植物中提取染料，比如将爵床科植物马蓝（蓝

錠）经一定的技术处理，把布染成藏青、深度不同的蓝色等，以后绕家人就有了种蓝錠染布的技艺，体现了绕家人的聪明才智。

三是由于绕家人的性格较为含蓄、内敛、沉着，其性格特征外化于服饰色彩，表现为偏爱青、蓝、黑等冷色调。四是与绕家人

的色彩审美文化有一定关系。绕家人世代居住在深山峡谷中，与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为伴，在自然环境的长期熏染下，逐渐形

成了喜欢青、蓝色的审美心理，并且在服装中体现出来。 

2.2绕家服饰图案中的文化内涵 

相较于周边的苗、水、瑶、布依等少数民族，都匀绕家服饰的图案有着鲜明的特色，既有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具象的动

植物图案，又有规则对称、简约美观的抽象几何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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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绕家服饰上的图案主要有老虎、猫、鱼、凤凰、孔雀、蝴蝶等动物，以及树木、谷穗和各种有名、无名的山花野卉，

这些动植物或是与绕家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或是曾受其恩惠，或是其图腾崇拜的对象等，通过将其制作成服饰上的饰品或者服

饰的形状（如少女的鱼形帽和猫头帽），表达他们的相应的思想感情。 

都匀绕家人崇拜虎，一直将虎视为本民族的图腾。据饶家老人介绍，为躲避战乱，祖籍在江西、湖广一带的饶家人，经过

长途跋涉迁徙至贵州都匀。因绕家人初到绕河的那天正巧是赶虎场的日子，阳光明媚，一派祥和，因此绕家人认为虎是平安吉

祥的象征，在绕河定居后将虎作为本民族的图腾对象顶礼膜拜，希望其能保佑绕家去灾灭祸、家族兴旺、子孙平安。对虎的膜

拜表达了绕家在历经战乱后，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在绕家服饰中常以老虎以及老虎的近似像猫作为装饰图案，尤其是

小孩的服饰，寄托了父母希望其健康成长、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 

都匀绕家的服饰上基本都有用鱼作为装饰的图案，主要是为了表达绕家人对鱼的感激之情。据饶家老人介绍，绕家人以前

在迁徙逃难时缺乏食物，更吃不上油荤，老人去世后找不到祭品，于是下河捕鱼用酸汤煮熟后祭奠过世的老人，因而至今绕家

人的祭祖食物中属于荤菜的只有酸汤鱼。此外，绕家人定居在都匀绕河后，最初没有吃的，主要依靠绕河里的鱼作为食物得以

生存，因此对鱼怀有深深的感激之心，将其作为服饰上的图案表示感恩。 

都匀绕家服饰中常见的图案还有凤凰、孔雀、蝴蝶和树木、谷穗、花草等。凤凰、孔雀等都是吉祥物，将其作为服饰的图

案，表达了绕家对和平、吉祥、安康、幸福的向往。并且这些动物基本都是其他民族所喜爱的，并非绕家特有的，甚至有的还

是其他民族塑造出来的，比如世间根本不存在的凤凰，绕家将其作为服饰上的图案，说明绕家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喜爱和

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借鉴。绕家服饰上的植物图案，有的是当地常见的杉树、松树、谷穗、向日葵、莲花、菊花等，有的

则不能明确说明其种属，饶家服饰上这些植物图案的丰富性，诠释了绕家人对自然界中各种生命的热爱和敬畏，彰显了绕家人

对大自然无比热爱、对大自然的给予无比感激的思想感情。 

都匀绕家的服饰图案中，还有绕家人将生活中所见到的、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通过简化、提炼、抽象、概括、改造，

形成适合装饰的几何图案，用来填充服饰的边角空白，使服饰的整个图案结构主次分明、内容丰富多彩。比如：用若干条波浪

线寓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水（或河流），用长短曲直不同的线段组合成“寿”字，用不同的几何图形组合成具有抽象派特征的装

饰图案等，无不彰显绕家人对生活的理解和聪明才智。 

2.3绕家服饰工艺中的文化内涵 

纺织、蜡染和刺绣是都匀绕家人最具特色的手工技艺。 

绕家妇女历来有种棉、纺纱、织布的传统生产习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纺纱车和木制织布机。如果家中生有女儿，父母会

专门划出一块土地种植棉花，为制作女儿今后的嫁衣做准备。绕家姑娘从懂事起就会跟着祖母或母亲学习种棉花、纺纱线和织

布。由于纺纱和织布全是由简单的木制机械手工完成，所以织出来的绕家布不但结实、耐磨，而且透气、吸汗。 

绕家妇女还善染，将织成的白布用自己制作的蓝錠染成青色或蓝色，用来制作服装。长期以来绕家染布都是蜡染，近几年

开始学习枫香染。 

刺绣也是绕家具有特色的手工技艺，主要有平绣和挑绣两种，通常用于装饰服饰的衽边、袖口、围腰上的胸花和船形翘头

鞋等，多采用红、黄、紫色丝线，色彩靓丽，配在青色衣裤上既鲜亮又和谐。 

土织布、蜡染布和刺绣既是绕家人智慧的结晶，是绕家工艺文化和美术文化的载体和在生活中的体现，也是绕家民族文化

的杰出代表，是缤纷绚丽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三大手工艺”制作出的饶家服装，既实用又美观，不仅具有较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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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具有较髙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 

3 都匀绕家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十八大明确“建设文化强国”，再到十九大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等各项

文化发展理念中可以看出，文化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和谐稳定，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都离不开对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绕家服饰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

比如受到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许多青少年的服饰已经汉化；政府对绕家服饰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绕家人自身对本民族的服

饰文化保护和传承不力，文化教育部门、学术研究机构等对绕家服饰文化的研究不够，其文化价值未能引起重视等，使得绕家

服饰文化面临传承的危机。如何使其走出濒临消失的困境重焕生机，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要有效保护

和传承绕家服饰文化，至少要做好以下工作： 

3.1政府给力，建立保护与传承绕家服饰文化的长效工作机制 

3.1.1建立髙效的领导机制。建立市、镇、村三级有关领导组成的领导机构，全面负责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决策、领

导、组织、测、控制等工作。 

3.1.2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制订科学的少数民族文化保

护与传承的工作计划并认真实施。做好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工作，唤起社会各界包括绕家的高度重视并自觉参与。

做好对绕家传统服饰的调查、收集、整理、收藏与保护工作，对其服饰的款式、工艺、图案等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和记录，对

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进行深人研究，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展览馆、收藏馆等，收藏和展览绕家传统服饰精品等。 

3.13 建立有力的保障机制。一是经费保障。市政府提供一定的资助资金，镇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划拨专项资金，村委会自筹

部分资金，并发动社会各界资助一定的赞助资金，确保绕家服饰的收集、收藏、保护和服饰文化的研究有必要的经费保障。二

是人力资源保障。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民族事务部门、社科联等机构要派出专门人员，并动员民族文化研究的志愿者共同参

与这项工作，形成联动的工作机制。 

3.1.4建立严格的制约机制。政府要制定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关政策法规，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对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要依法依规对当事人及其领导进行问责。对肆意破坏少数

民族文化的，干扰和阻碍工作开展的，要予以严惩。 

3.2绕家人用力，提高绕家对其服饰文化的自我保护与自觉传承意识 

绕家服饰文化面临传承危机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绕家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传承意识差。调查中发现，除了极少数几个老

人外，大多数绕家人对自己的服饰有什么意蕴、有什么文化价值都不了解或者不甚了解，有的人甚至连小孩的帽子到底是什么

样子、服饰上有哪些图案都不大清楚。很多妇女已经不会或不是很会自己制作服饰，很多年轻人平时已经不穿戴自己的服饰，

只有在重大节日、参加演出时才穿戴，并且参加演出的服饰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绕家服饰了，比如颜色、装饰、款式都发生了

变异，印花取代了刺绣等。可见，要想绕家服饰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还必须提高绕家人自我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首先，当地政府要积极向绕家人宣传饶家服饰的文化价值和保护、传承的重要性，使其增强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与

自豪感，提高他们保护与传承本民族服饰文化的自觉意识和主动性，成为绕家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力军。其次，老一辈绕

家民间手工艺者要积极主动地向自己的子女或者其他青年讲授本民族服饰的特点，传授制作工艺，从源头上避免绕家服饰精湛

的制作工艺后继乏人，最后导致本民族服饰失传。再次，当地政府部门、村委会要选拔一批优秀的绕家服饰制作的能工巧匠，

并向他们提供一定的经费补助，鼓励和支持他们从事绕家服饰的制作，鼓励和扶持他们以“师带徒”或“传帮带”的方式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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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家服饰制作的传人。最后，不但要传承绕家服饰的制作工艺，更要传承绕家服饰深厚的文化，让绕家青年耳濡目染，感受本

民族服饰的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激发他们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性，由“被动灌输”转变为“主动传承”。 

3.3社会各界助力，形成保护与传承绕家服饰文化的合力 

地方高等院校、文化部门、民族事务部门、社科研究机构、旅游部门和旅游管理部门等，都要为保护与传承绕家服饰文化

助力，并且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各单位、各部门的有关专家、学者，要加强对绕家服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的研究，旅游文

化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以及开发、利用的研究，保护与传承的措施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其它相关研究。通过多方协作，共同努

力，助推绕家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4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机结合开发利用绕家服饰文化 

对绕家服饰，除了对其文化功能保护传承外，还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精准扶贫的需要，进行开发和利用，使其向经济

功能转化，通过取得经济效益提升其综合价值，推动其保护传承。 

饶河村山清水秀，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较丰富，如精神文化层面的绕家大歌、独具民族特色的板

凳舞、过冬节、祭祖活动等；物质层面的秀美的自然风景、绕家自酿的甘美的红薯酒、风味独特的酸汤鱼，以及绕家的服饰等，

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当地政府及饶河村委会要积极开发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乡村旅游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就其服饰而言，可以开发为乡村旅游产品，比如：建立绕家服饰展览馆，织布、蜡染、服饰制作体验馆，将其

服饰作为旅游商品销售等，在其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其文化和经济价值，进一步推动其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所说：“在无论多么可怕的各种环境中，人类尽力谋求生存的大量精巧方式，正是他们通

过习得性行为去适应严酷环境，这种能力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环境决定生存方式，都匀绕家服饰正是绕家人与大自然共同

创造的，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自然物产造就了其服饰材料、造型、工艺的特殊性，其民族生活习俗和信奉的图腾符

号决定了其服饰色彩、图案、风格的与众不同。其服饰蕴含着绕家人的智慧、期盼、性格、审美、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尊

重、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懂得感恩、善于学习和借鉴等文化内涵。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加以开发和

利用，不仅能更好地对其保护和传承，而且通过其经济价值的实现，有助于帮绕家脱贫致富奔小康并逐步走向富裕。 

注释： 

①绕家除了定居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匀东镇绕河村的一支外，另有一支定居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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