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彝族服饰作为商品，其价值是通过市场的交换

来实现的。因此，彝族服饰产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其

市场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当今社会，彝族

服饰市场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彝族服饰产业的

生存与发展，甚至决定着彝族服饰产业的命运。

我们要创办和发展彝族服饰文化产业就必须

有其好的市场，只有打开市场，使彝族服饰商品具

有一定规模，其产业才能存活与发展。因此，我们研

究彝族服饰产业的发展，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就是彝族服饰商品市场的研究。本文就这一课题做

一尝试性的探讨，以做引玉之砖。

一、彝族服饰及其市场状况

（一）彝族服饰文化

彝族服饰文化是彝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彝族服饰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各支系、各方言区的

服饰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从大的范围分，国内彝族

服饰据《中国彝族服饰》〔!〕可分为（!）凉山型（美姑式

即依洛式、喜德式即圣乍式、布拖式即所地式）、（"）

楚雄型（龙川式、大姚式、武定式）、（#）红河型（元阳

式 、建 水 式 、石 屏 式 ）、（$）滇 东 南 型（石 林 式 、弥 勒

式、文西式）、（%）滇西型（巍山式、景东式）、（&）乌蒙

山型（威宁式、盘龙式）。仅四川彝族（北部方言彝

族）的次方言（或土语）区别，就以服饰为标志：如以

男性裤脚为标志分为大裤脚是依洛人，中裤脚是圣

乍人，小裤脚是所地人。这三种次方言区的彝族服

饰都有着自己突出的宽式、图案多样化的特征，而

且每一种图案都可称得上是一幅名画。可以说，林林

总总、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彝族服饰构成一个彝族

服饰的海洋。

昭觉的彝族服饰产业开发利用是得天独厚的，

具有其他地区不可企及的优势，昭觉人抓住这个机

遇，进行彝族服饰产业的研究和开发是很有眼光的。

说昭觉是开发发展彝族服饰文化产业的最佳地区，

是因为昭觉地处彝族北部方言的圣乍，依洛、所地等

彝语北部方言三大次方言汇集之地，也就是这三大

次方言区的三大服饰“大裤脚”（依洛）、“中裤脚”（圣

乍）、小裤脚（所地）等三大服饰的汇集之地，彝语北

部方言（彝六大方言中最大的方言区）的语言和服饰

都在这里汇聚了。服饰和语言一样，是每个民族的最

主要的标识物。开发和发展彝族服饰产业不仅是经

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传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

的需要。

服饰是一种文化商品，各民族的服饰都蕴涵着

本民族的工艺美术、价值趋向、审美情趣、生产技术

等多种文化因素。“服饰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几乎与

人类历史同步发展。服饰的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使

其成为民族文化的栽体。”〔"〕服饰又是各民族相互区

别的重要标识物。彝族服饰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具有

很高的开发价值。但要把彝族服饰文化开发出来，形

成强势企业，占领市场，拥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和抵

御市场风险的产业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仅研究产业

本身，我们还需要研究市场和开发市场的一系列问题。

（二）彝族服饰市场的现状

在过去长期封闭的社会中，彝族是个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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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经济民族，即自己耕种自己吃，自己缝织自己

穿的自足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铸就了彝族十分

轻商的思想观念，致使过去的彝族社会的市场经济

十分落后。所以，改革开发初期发生了许多笑话。如

有一位彝人学汉人开了个饭馆，亲戚来了喝酒吃饭

他不收钱，朋友来吃饭他不好意思收钱，两天下来就

吃光喝光了，从此饭馆也就关闭了。又如周纲的报告

文学《支格阿鲁的子孙们》里说，为了增强彝族人民

的商品经济意识“史志义和童高祥决定试点，在西河

区创办农贸市场。他俩满怀信心地下去，并把区乡干

部们组织起来，他们走村串户，爬山涉水，经过三天

的发动和准备，开始了。这一天，人们从各个山寨向

这里走来。这一天，西河区所在地斯合乡非常热闹。

史志义和童高祥非常兴奋地在人群中走动。但是，他

俩忽然发现气味不对，买卖双方情绪都很热烈。人们

在一起吸兰花烟，兴奋得脸上流光溢彩。然而，不是

在讨价还价，而是在叙旧、聊天。谈家常。最后，竟然

是所有的人把准备拿到市场进行交换贸易的各种农

副产品，大家不分彼此，统统弄来吃了喝了。然后唱

着歌，一路快乐地归去⋯⋯”〔!〕

到了市场经济如此发展活跃的今天，彝区的商

品生产和市场交易还是落后的，特别是彝族服饰这

样的产品由于受购买力和生产观念的制约，大多处

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至少大量的农村情况是这样的。

笔者对彝族服饰市场及其产业情况作了初步的调查

了解。一些个体的织卖一体的门市和个别公司，也没

有形成一定规模和固定的活跃的市场而举步维艰，

难以发展壮大。相比之下，有些县城的情况还好一

些。如昭觉、普格、美姑、布拖、喜德等县城的彝族服

饰市场比较活跃，有的县城还专门开辟有“彝族服饰

一条街”。但西昌则令人不乐观。笔者看到的西昌市

区彝族服饰市场中彝族服（饰）门市情况不怎么好，

门庭比较冷落。我们所见的西昌市内有"#家彝族服

饰门市。经考察和访问，这些彝族服饰门市的情况归

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规模小。都是独家独户个体形式，其门市经营

人数基本上只有一个，而且门面都小。

$、混合性。"#家门市中只有!家是纯彝族服饰，

其余都有餐具及其它工艺品混合销售。

!、许多门市销量不大，不活跃，不旺，利润不大。

#、大部份门市都直接在门市内加工产品，即边

缝制边卖。（除金属及非布料饰品外）

%、绝大部分经营者的民族意识淡薄，文化素质

低，许多门面名称都没有。挂了名称的也对彝族自我

意识表现出麻木性。有“阿果民族工艺”、“火把漆

漆———公司直销”、“飞鹰民族服饰”，有“民族用品门

市”、“旅游纪念品”、“杨洋民族服装”，还有“百汇服

饰”等等。就是没有“彝族”二字，没有一家叫“彝族服

饰”的，而且只有一家写有彝文字。

&、大部分门市处在市内偏僻的地方，口岸不好，

不在中心商业区，即不能融入主体商业市场。

’、在经营管理观念上，只有个别门市经营人希

望有人投资承头搞成大规模上档次的实力强的公

司，而绝大部分则认为只有这么小规模的单门独户

的个体经营才行。他们没有市场竞争意识，没有市场

风险忧患，他们没有合作精神，甚至害怕合作。一句

话，目前彝族服饰行业的人绝大部分文化素质都很

低，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另外，一是凉山彝区经济落后，购买力弱，二是

彝族经商意识不强，三是彝族自我服饰意识淡薄，服

饰外族化严重，特别是男性更多的去穿大众化的时

装，如西服、休闲服等。还有一个因素是旅游服务业

不发达，导致民族服饰不能很好地作为旅游纪念品

或旅游商品进入旅游市场。

二、形成和发展彝族服饰市场的思考

要打开彝族服饰市场的局面，要搞活彝族服饰

市场，并非简单之事，需要思想意识的改革，彝族地

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在经济

较落后的彝族地区，彝族服饰市场的发展不仅靠市

场和文化的发展来发展，而且还要靠政府的调控和

支持，下面提出几点看法供参考。

（一）彝族服饰产业自身的改革求发展。

我们说服饰是一种文化，服饰产业就是文化产

业。当今世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新兴的现代

产业。“文化产业的兴起，像一轮朝阳磅礴于整个人

类世界。”〔#〕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彝族服饰文化产业

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以强劲的势头和各种有效的

措施开辟市场，稳固市场。

"、保特色，改革创新。

没有特色，就没有自我，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彝族服饰首先要发扬传统文化，保持自己的特

色。如察尔瓦、披毡及各类服饰要保持其固有的特

色，这也是开发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改革创新要在保持特色下进行。以人为本，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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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现代性、季节性、便捷性方向改革。彝族服饰改

革要面向市场，要照顾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年

龄的特点和爱好，设计出适合各种人群的各种各样

的样式来。我们承认彝族服饰很美很丰富。但传统

彝族服饰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季节性。特别是衣服，

由于彝族居住在较寒冷的山区，昼夜温差大而四季

温差不大。因此，衣服四季不分明，材料都趋于厚重

性或毛料性，且多以深色为主。要面向现代广阔的市

场，就要改进为轻薄型，色彩深浅要多样性。为适应

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需求，彝族服饰还要在原有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改革，以利带来彝族服饰文化开

发。要面向山外，面向世界，就必须改变其缺点。改

革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和开发利用

彝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彝族传统服饰

文化。因为得到利用，发挥其功能的存活文化才能长

期保存和发展，没有使用功能的文化就会慢慢消亡。

!、扩大产业规模。

目前，彝族服饰生产是小型的或手工型的。这是

非常脆弱的企业，其规模小、效益差，市场竞争能力

弱。因此，要扩大规模，办成民族服装厂或公司之类

的大型企业。这些厂或公司不一定只生产和经营彝

族服装，可生产其它效益更好的服装，以带动彝族服

饰的发展。如衣服可生产西服、休闲服等大众性服

装。彝族服饰产业应形成企业集团，产销一条龙；在

销售上应办成彝族文化商品超市、各地连锁店等形

式，以巨大而稳固的企业规模抵御市场风险，稳步发

展。

"、运用现代企业营销技术。

彝族服饰商品要充分利用现代企业营销技术和

手段，不断开辟市场，扩大市场和巩固市场。如利用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技术和渠道宣

传、展示彝族服饰产品，千方百计加大其广告力度，

促进彝族服饰产品销售。也要采取直销、促销、展销

等营销方式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地市场推销。彝族服

饰营销还需要组织时装表演活动，要有自己的时装

表演队，以体现和展示出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型企业

形象。总之，要加强市场营销策划和运作，提高彝族

服饰的商场角逐势力，把握市场，占领市场，以促进

彝族服饰产业的发展。

#、彝族服饰商品市场的定位。

彝族服饰市场在哪里？这些市场的大小、购买力

及其相关情况怎么样等问题要进行了解和把握，需

要做一比较科学的定位。根据初步的了解和分析，我

们认为彝族服饰市场应该定位在如下范围：

（$）各彝族地区县城、乡镇市场。这个市场是彝

族服饰商品最大的市场，是几百万人的市场。如果打

开和占领这些市场，彝族服饰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就

没有问题了。这就需要改革彝族群众的思想观念，提

高人们的商品意识，改变自缝自穿的传统行为习惯，

让彝族人到市场来买衣服和饰物穿戴。

（!）各旅游区。作为文化产业之一的旅游产业日

益发展，有的地区已成为支柱产业。因此，彝族旅游

区的服饰市场将越来越大，是彝族服饰文化商品的

重要市场。通过多种多样的旅游服务形式，将彝族服

饰作为特色突出的民族文化旅游商品销售给游客，

既丰富了彝族文化旅游的内涵，又能拉动彝族服饰

产业的发展。

（"）西昌市区。在凉山来讲，西昌是自治州所在

地，是凉山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各县各彝区

商品交易的物流中心。西昌又是凉山地区旅游网络

的中枢和重要的旅游区，其流动人口和旅游人口最

多。据此，西昌的彝族服饰市场处于十分重要的地

位，彝族服饰产业必须瞄准这个市场，开辟和占领这

个市场。

另外，要大胆开辟成都、昆明、贵阳、北京等大都

市甚至国际彝族服饰商品市场。当然，这是在上述市

场的基础上采取的进一步措施，这是民族文化产业

发展到成熟与强大的标志。

（二）以旅游为依托打开彝族服饰市场

旅游业和旅游市场是彝族服饰的重要市场。在

彝族文化旅游与彝族服饰市场的互动中，绚丽多彩

的彝族服饰文化是凉山彝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彝族文化旅游业的重要内容中最具特色

的物化旅游文化商品和旅游人文景观。反过来说，彝

族文化旅游的形成和发展能大力推动彝族服饰产业

的发展，并能拉动彝族饮食业及其相关的餐具产业、

畜牧业、农副产品、服务业等等许多行业的发展，从

而发展地方经济。因此，彝族服饰产业要以彝族地区

旅游为依托大力发展自己。

彝族人有良好的传统旅游品格。彝族尔比诗言

道：“雄鹰飞得远，见识超越同伴；小伙子走得广，知

识超越同伴。”彝族人历来有着向往外面世界，喜爱

旅游观光的性格。如：彝族克智!有“吓博吓博咪（要

去要去看）”的心理；有“去看，到嘉定城去看，去玩，

到嘉定城去玩。”的传统旅游行为习惯。作为“彝族

文化产业系统的怡情产业———旅游休闲产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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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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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彝族文化产业中最具魅力，最有发展潜力的产

业。旅游是一项人类高尚的文化活动，是集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文化交流、餐饮休闲、商贸、服务、交通

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人类文化活动。旅游的观赏大自

然美、各种文化的交流能陶冶情操，发现真善美，完

善完美人格。其中文化交流就有服饰、语言文字、文

艺美术等丰富的文化内容。服饰文化是最直观、最易

交流的物化文化产品，它的旅游文化交流价值不可

低估。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很快的行业，而文

化旅游又是我国的主功方向。凉山的文化旅游以彝

族文化旅游最具特色和魅力，理当以彝族文化旅游

为主题和主线来开发凉山的旅游事业。因此，彝族服

饰产业的发展以彝族旅游业为依托，也成了必然。

彝族服饰要与彝族地区旅游结合起来，要瞄准

旅游市场，以民族文化突出、经济效益好的彝族服饰

投入旅游营销行业。云南石林民族服装厂就是这样

的，其“阿诗玛”系列的彝族撒傈支系服饰供不应求，

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

那么，怎样以彝族文化旅游为依托来发展彝族

服饰产业呢？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几点：

!、参与性营销。以彝族风情旅游的形式，让游客

在参与性彝族风情旅游活动中穿戴彝族服饰，费用

可包括在其它项目内，如门票等。

(、赠送礼品式营销。以“赠送礼品”的形式推销

彝族服饰商品，费用也包括在餐饮、门票等其它项目

内。

)、展示性营销。各种彝族文化旅游的服务人员

都要穿戴彝族服饰。随着旅游业的扩大与发展，这也

是一个较大的消费市场。

+、普及性营销。要形成彝族人，特别是旅游区的

彝族人穿戴自己的服饰。要在旅游活动中激活热爱

自己民族服饰意识。别人都喜欢穿戴我们的服饰，我

们自己更应该喜欢自己的服饰。这是文化旅游的另

一大功能———激活民族意识，促使人们认识自己的

民族，产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所以，这种普及性

的彝族服饰营销不是没有可能的。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使彝族服饰在旅游活动中

与市场互动，逐渐扩大市场。这样，彝族服饰产业的

发展前景就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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