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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变迁特征与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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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历经朴素、华丽走向包容,其变迁历程包含了诸多特点:审美取向上从“族群向内趋同”
到“群体性向外趋同”,服饰造型上“繁缛复杂”与“经济实用”并存,生产技术上从“以手工生产为主”到“以工业生产为主”,审
美标准上从“单一”到“多重”。 究其原因,外因主要为社会形态的巨变、服饰原材料的极大丰富、多元文化共融的环境及工业

批量成衣对市场的侵占,内因则表现为云南彝族自身物质生活条件、服饰文化传承形式、精英群体创造力等方面的变化,以及

趋易原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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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nges
 

in
 

Yi
 

people′s
 

dress
 

aesthetics
 

in
 

Yunnan
 

since
 

modern
 

times
 

goes
 

from
 

simplicity
 

to
 

luxuriance
 

and
 

then
 

to
 

inclusiveness,
 

during
 

which
 

a
 

lot
 

of
 

characteristic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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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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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orientation
 

evolves
 

from
 

" tribal
 

inward
 

convergence"
 

to
 

" collective
 

outward
 

convergence" ;
 

the
 

garment
 

designs
 

feature
 

both
 

" complexity"
 

and
 

" practicability" ;
 

the
 

production
 

methods
 

develop
 

from
 

" manual"
 

to
 

" industrial" ;
 

and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grow
 

from
 

" singularity"
 

to
 

" diversity" .
 

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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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sho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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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should
 

be
 

the
 

drastic
 

social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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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w
 

materia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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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xistence
 

of
 

diversified
 

culture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manual
 

production
 

by
 

mass
 

production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and
 

the
 

internal
 

causes
 

are
 

the
 

changes
 

in
 

Yunnan
 

Yi
 

people′s
 

liv-
ing

 

standards,
 

their
 

garment
 

inheritance
 

patterns,
 

their
 

elites′
 

creativity,
 

and
 

the
 

impacts
 

of
 

the
 

tendency
 

toward
 

ea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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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学术界对彝族的服饰相关研究主要以彝

族传统服饰为研究对象,相关成果集中在对异彩纷

呈的彝族传统服饰的分类、审美价值、审美意识、审
美特征、图案美学特征等方面。 钟世民在《中国彝

族服饰》一书的序言中根据彝族六大方言和居住地

区将彝族传统服饰分为大小凉山、滇西、滇中、滇东

南、滇东北、黔西北六大类型[1]1。 其中大凉山型包

括了云南宁蒗、永胜一带地区的彝族传统服饰,小
凉山型遍及云南华坪、永仁、元谋一带的彝族传统

服饰[1]6。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近代以来彝族传统服

饰历经演变形成了新的审美格局,这种格局以云南

为代表。 另一方面一些典型的动因推动了云南彝

族传统服饰审美的变迁,其变迁的历程、特征是近

代以来彝族传统服饰演化的缩影。
近代以来彝族的服饰审美持续变化,对于云南

彝族的大多数人而言,彝族传统服饰并非其唯一的

选择。 云南彝族在近代以来的服饰审美的变迁历

程中,服饰的主体地位由前期彝族传统服饰占据主

体地位变为后期由彝族传统服饰与工业批量成衣

共同占据主体地位。 这反映出云南彝族自身在服

饰审美问题上并未局限于其传统服饰。 本文对“近

代以来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这一概念界定为近代

以来云南彝族在服饰方面的审美,在内容上包含但

不局限于云南彝族传统服饰。 本文对近代以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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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彝族服饰审美变迁问题进行探讨,关注云南彝族

在服饰方面的总体情况,相关论述立足于云南彝族

着装的普遍状态及特征。

一、近代以来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历程

(一)朴素之美

彝族在云南的分布情况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

特点,清代末年至民国,各地区的彝族大多穿着其

传统服饰。 此时云南彝族在服饰审美上整体具有

朴素的特征,华丽而繁缛的服饰仅限于社会上层。
普通百姓服饰中装饰复杂的样式并不普遍,无论是

服装品类、材料、色彩还是工艺技术都较为质朴。
据《云南通志》记载,云南彝族传统服饰至清代末年

已经形成地区不同服饰不同的特点。 大小凉山地

区彝族因实施奴隶制,服饰较多地保持了古老的传

统,服饰有等级差异。 占统治地位的兹莫和诺(黑

彝)崇尚黑色,以羊毛制品为贵。 妇女服饰色彩艳

丽并有华丽的刺绣,上衣和短裙都镶有宽大的黑

布。 被统治阶级曲诺(白彝)、阿加及呷西穿麻布衣

服,服饰以满足功能需要为主,几乎没有任何装饰。
滇中的武定、楚雄、罗次一带的彝族传统服饰相同。
滇东、滇南的东川、宣威、文山等地区的彝族有两种

完全不同的服饰样式,但皆有贵贱之分。
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云南彝族的

传统服饰品类有包头、短衣、长裤、长裙、短裙、围

腰、披毡、坎肩、挎包等,不少地区男女赤足。 偶有

地区的服饰与汉族相同,偶有地区男女服饰相同。
贯头衣、右衽大襟衣及宽裆裤等款式都为平面服饰

结构。 服装材料以羊皮、羊毛、毛毡、棉布、麻布、火
草为主,偶有地区少数人群以织锦为章。 服饰色彩

以黑色、蓝色、青蓝色为主,偶有地区用红色、绿色

穿插在服饰中。 常见的饰品材料有海贝、砗磲、彩
珠、银饰等。 此一时期云南彝族的服饰大多都是手

工缝制。 民国时期云南各地的县志记载显示云南

彝族女子头饰差异巨大。 有的直接用布裹上头发

后盘起来,有的在头帕上装饰彩珠,也有的在头上

用绳子和头发一起扎上后盘成一尺余大的圆,还有

的头顶袈裟……但此时彝族传统服饰上镶拼、刺绣

及挑花的装饰工艺并不是非常普遍,偶有地区在领

口、袖口及脚口装饰绣花,或在衣领袖口用彩色布

条镶拼,部分地区男子或女子戴花头帕或系花围腰。
(二)繁复之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各地区的彝族的

传统服饰逐渐在已有的基础上变得繁复。 20 世纪

60 年代云南彝族在生产生活中大多穿着其传统服

饰。 留存至今的老照片[2]225-227 中石林县彝族(撒

尼)女子包头的装饰比 20 世纪 50 年代的更复杂,女
子上着右衽大襟衣,领口、斜襟、袖口处除了有镶边

外还间有挑花,腰带与披风的带子布满挑花垂于腰

带下沿,下着宽裆裤,时代留下的印记体现为左臂

上的“红卫兵”袖章。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地区差异走向了极致,服饰审

美走向了极度的繁复华丽。 对于云南彝族大多数

地区的大多数人而言,此时大多依然身着彝族传统

服饰,但其品类、款式结构、工艺、材料、缝制技术、
色彩等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首先,云南彝族

传统服饰的品类变得丰富,服装成型技术走向了复

杂化。 一方面是在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基础上增

加了服装的层次,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部件。 图 1 为石林县文化馆收藏的石林县彝族

(撒尼)的领带,所添加的挑花纹样让整条领带显得

十分繁复。 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云南彝族传统

服装的款式与结构出现了创新。 其方式是在原有

平面结构的粗简贯头衣的基础上以“加法适体原

则”用“不断添补纺织品块的方法,在较为吻合人体

的前提下尽量完善衣物对肌体的覆盖” [3]329。

图 1　 石林县彝族(撒尼)挑花领带(石林县文化馆藏品)

其次,云南彝族传统服饰在工艺方面形成了

“染绣一体” “绣缝一体”的工艺特点。 尽管不同地

区对刺绣、挑花、扎染、蜡染等工艺的喜好各不相

同,运用形式也千差万别,但几乎云南每个地区的

彝族传统服饰无论是旧有的结构,还是新增的部

件,都做了繁复的装饰。 再次,云南彝族传统服饰

在材料方面变得十分丰富。 服饰面料上以传统的

棉、麻、羊毛、火草为材料的手工纺织物以及毛毡依

然在使用,同时市场上色泽鲜艳的丝绒、棉布、麻布

及各色混纺的化纤面料也十分受欢迎。 装饰材料

也变得丰富,常见的有各色化纤毛线 ( 俗称开司

米)、机绣花边、亮片、金箔、银箔、银饰及其代替品

仿银铝制品、彩色丝带以及各种塑料彩珠等。 云南

各地区的彝族将以上这些材料以选择性使用的方

式通过二次设计排列在服饰上,使传统服饰显得更

加繁复。 以银饰为例,滇中弥勒、元阳、姚安、武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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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区的彝族银饰的运用方式十分丰富。 有的地

区将米粒大小的半圆形银泡以文字、线型花纹、面
状等方式排列在袖口、前胸或尾饰上,亦有地区将

更大的半圆形、方形、片形、锁链式、芝麻花形(俗称

芝麻铃)等各种款式的银饰用在服饰的其他各处。
银饰的运用让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繁复之美由视

觉传递到听觉。 图 2 为红河县彝族的腰饰,大量的

银饰团簇在艳丽的刺绣、镶拼图案周围增加了腰饰

的装饰层次。 佩戴该腰饰时,银饰除了在阳光下会

闪耀出光芒外还会发出清脆的碰撞之声。

图 2　 元阳县彝族腰饰(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

另外,在缝制技术方面,云南彝族传统服饰手

工缝制的方式依然保留,但这一时期产生了新的生

产方式,即将手工缝制与脚踏式缝纫机结合使用,
形成了半手工半机器缝制的特点。 但新的生产技

术尚未在根本上改变云南彝族传统服饰手工生产

的特点。 图 3 为滇中元阳彝族绣花腰带的局部,尽
管四周各色布条的拼接及手工绣片与腰带的固定

都是用缝纫机缝制技术完成的,但手工绣花依然是

其最主要的工艺。 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云南彝族

传统服饰在色彩方面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色彩极

为丰富。 一块块一条条地挑绣纹样、布料或花边镶

拼在以黑、蓝、红、白为底色的服装上,从色彩搭配

上让传统服饰艳丽无比。

图 3　 元阳县彝族绣花腰带局部(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

除此之外,繁复之美还体现在复杂的着装方式

上。 以云南富宁县木央乡大平村彝族女性头饰部

件为例,这一部件包括六块大小不等的矩形头帕,
其成型过程包括了包裹、缠绕、折叠等多种方式。
将这六块头帕穿插固定在头上共分为九步,且必须

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完成,熟练完成该头饰造型需

要不少时间。 以上的种种变化在云南不同地区的

彝族传统服饰中衍生出不同的特点,这些千差万别

的服饰样式形成了不胜枚举的服饰风格。 例如,永
仁县彝族(图 4)的传统服饰上以刺绣、挑花、镶拼等

方式几乎将服装的所有部位都装饰了起来,整体华

美大方;石林县彝族(撒尼) 的传统服饰在领口前

胸、袖口、底摆、脚口等处进行装饰,风格雅致秀美;
石屏县彝族(图 5)传统服饰将艳丽的刺绣搭配黑色

及白色,沉稳中散发着华丽;麻栗坡县彝族(图 6)的

传统服饰将蜡染、绣花工艺与织锦、花布及花边结

合,古朴里散发出典雅。

图 4　 永仁县彝族平绣女装(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

图 5　 石屏县彝族女装及童装(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

图 6　 麻栗坡县蜡染彝族男装上衣(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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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容之美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除一些相对偏远

的地区外,云南大多数地区的彝族在着装常态上表

现为将两种不同风格类别的服饰选择性或混搭性

穿着。 一种是装饰繁缛复杂的传统彝族服饰;另一

种则是从市场上买来成品服饰,即工业批量成衣。
一般而言,此时大多数云南彝族在重大节日、重大

活动、宴会、接待时会穿传统服饰,日常生活中则主

要穿着工业批量成衣。 云南彝族在日常生活中有

时会将两种风格的服饰混搭穿着:或将工业批量成

衣搭配彝族坎肩,或将工业批量成衣搭配彝族传统

服饰配件(图 7)。 从使用的频率上而言工业批量成

衣总体要高于彝族传统服饰;从使用场合的重要程

度而言,彝族传统服饰所使用的正式场合比工业批

量成衣使用的非正式场合更为重要。 因此,此时云

南彝族在服饰上的实际情况是彝族传统服饰与工

业批量成衣共同占据主体地位。

图 7　 工业批量成衣与彝族传统服饰配件(背被)混搭

包容之美与云南彝族的服饰着装常态密切相

关。 一方面云南彝族在其传统服饰与工业批量成

衣的选择和搭配行为中体现了云南彝族在服饰审

美中对不同美的包容和接纳。 另一方面,若对此时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细加分析,则其中也明显体现了

服饰审美的包容性。 尽管传统的服饰生产方式依

然存在,传统的服饰材料、结构也依然在使用,但更

普遍的情况是云南彝族传统服饰对现代服饰材料、
现代化服饰生产方式及西方服饰结构的包容与接

纳程度越来越高。 过去传统服饰上的大量手工装

饰如今越来越多地被从市场上采购的半成品代替,
这些半成品包括了各色工业批量生产的刺绣、挑花

及贴布绣等。 甚至出现了以现代工业批量生产的

方式生产某一地区的彝族传统服饰中的典型纹样

的半成品花边的现象,图 8 为运用电脑绣花技术以

工业批量生产的方式生产的各种石林县彝族(撒

尼)服饰挑花纹样花边。 在生产方式上,各地都有

大大小小的彝族传统服饰制作作坊或门店(图 9),

能根据需要生产不同款式和不同档次的当地彝族

传统服饰。 过去在云南彝族传统服饰中所用的平

面服饰结构因受到手工织机(图 10)对面料布幅的

限制,故运用分段拼接(图 11 袖子为分段拼接)的

方式以实现对面料的最大限度使用。 采购现成的

工业纺织面料制作,布幅不再成为制约云南彝族传

统服饰结构的因素,加上西式服装结构整体更符合

人体活动的优势,如今的云南彝族传统服饰无论是

平时穿着的还是用于舞台演出的大多都吸纳了西

式服装结构的成果。 云南彝族对现代化服饰生产

制作方式与西式服装结构的包容与接纳,表面上是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结构得以优化,服饰材料、工
艺技术、生产销售走向了现代化,就结果而言则是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获取方式变得更加简单,但本

质上是云南彝族传统服饰中内在地包含了对传统

以外的服饰审美因子的包容。

图 8　 工业批量生产的各种石林县彝族(撒尼)挑花纹样花边

图 9　 石林县彝族(撒尼)传统服饰门店

图 10　 石林县彝族(撒尼)大糯黑村手工织机

图 11　 石林县彝族(撒尼)大糯黑村麻布男装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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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以来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变迁特征

(一)审美取向上从“族群向内趋同”到“群体性向外

趋同”
　 　 清末民初,云南彝族少数地区的富有阶层在服

饰审美上就存在着对色彩艳丽、对比强烈、装饰繁

缛复杂的偏好。 云南省博物馆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西公社皎西大队征集的清

代彝族五彩拼花裙[4]28 可谓绚丽繁缛。 裙子腰头为

红色,裙身以蓝色为底绣以装饰图案,局部拼以鲜

艳的花边及绸缎;腰部镶拼的红色、粉蓝、绿色、玫
红、蓝色、黄色布条向下发射,18 条上大下小的小刺

绣纹挂饰分两排挂在前方,外加一条形状相同但更

大的刺绣纹挂饰挂在裙子右边;在裙子的左边穿插

有一条浅蓝色机绣花边;整条裙子集镶拼、刺绣、挑
花、坠缝等工艺于一体,并运用了银饰、珐琅彩、流
苏等元素进行装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

纪 70 到 80 年代,在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继续走向

繁复之时,云南彝族传统服饰在着装状态中呈现了

“族群向内趋同”的特点。 这种趋同广义上是近代

开始至此一时期时大多数云南彝族人的服饰审美

都聚焦于传统服饰上,狭义上是在同一地区的彝族

“少则三五为伴,多则数十成群的同款、同色、同质

的着衣群体” [3]347 的现象广泛出现。 但在并不算漫

长的时间里,几乎整个云南彝族在服饰的审美上最

终都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外来的工业批量成衣,出
现将云南彝族传统服饰和工业批量成衣两种文化

差异巨大的服饰选择性穿着甚至混搭穿着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族群向内趋同”的审美取向随

着时代的演变转变成了“群体性向外趋同”。
(二)服饰造型上“繁缛复杂”与“经济实用”并存

对比云南彝族当下穿着的两类服饰,不难发现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造型、工艺、色彩无疑是繁缛

复杂的。 工业批量成衣的量化生产方式决定了其

在款式造型、工艺技术上必然去繁就简。 所采用的

西式服装结构成型技术实用性特征鲜明,款式设计

与面料选择都在实用的前提下进行。 工业批量成

衣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自诞生起就有经济实用性特

征。 云南彝族将其传统服饰与工业批量成衣选择

性或混搭性穿着,其服饰造型上就具有了“繁缛复

杂”与“经济实用”并存的特征。 但这一特征不仅仅

存在于云南彝族所选择的工业批量成衣中。
近代早期云南彝族传统服饰在视觉上的繁复

华丽特质往往将其内在的经济实用性掩盖。 云南

彝族妇女似乎是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把对美

的认知绣在绣片上,染在图案里,拼在服装上。 其

饱含深情的劳动里似乎昭示着云南彝族对服饰造

型“繁缛复杂”喜爱至极。 服饰,从其功能上而言,
首先是实用的。 以最经济的方式满足服饰的实用

性需求遍及了云南彝族传统服饰品类、结构、工艺

技术等方面。 繁缛复杂的彝族传统服饰中除了包

含对美的诉求及对传统的遵从以外,还包含了服饰

对气候条件适应的需要、对劳作时服装耐磨的需

要、对布幅实现最大运用的需要、对面料拼接处遮

盖的需要等。 当服饰实用的功利性需要以新的方

式被满足的时候,其服饰造型上就孕育了新的审美

特征。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审美在造型上“繁缛复

杂”与“经济实用”并存的特征历经内敛最终外显,
其变化最初表现为用直接采购的工业批量成衣部

件取代原本手工生产的服饰部件,以及几乎同时发

生的用直接采购的面料取代手工生产的土布。 后

期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云南彝族妇女放下了曾经随

身携带的未完成的服饰绣片和针线包,成套地采购

工业生产的彝族传统服饰,以及近乎群体性地对传

统复杂繁缛服饰制作工艺的摒弃。 但这不意味着

云南彝族在服饰审美上就不再繁缛复杂。 一方面,
一些传承了云南彝族传统服饰手工艺的人继续按

传统方式生产,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服饰审美都有

传统服饰繁缛复杂的特征。 另一方面,相对于工业

批量成衣而言,即便是工业化生产的彝族传统服饰

在视觉上和制作工艺上依然具有繁缛的特点。
(三)生产技术上从“以手工生产为主”到“以工业生

产为主”
　 　 在服饰生产技术方面,近代以来云南彝族的服

饰从“以手工生产为主” 变为“以工业生产为主”。
一方面,工业批量成衣作为当下云南彝族在服装方

面不可缺少的部分,其生产技术即为工业生产。 云

南彝族在服饰上对工业批量成衣的接纳程度越高,
其服饰在生产技术上工业生产的特征就越明显。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生产技术也

由早期手工生产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工业生产为主。
在生产力水平及物质条件滞后的年代,手工生产是

云彝族最主要的服饰生产方式。 云南彝族妇女为

满足家庭成员对服饰的需求,她们在劳作的闲暇日

子里与田间地头的片刻休息时间里飞针走线,间歇

性或时断时续地生产服饰。 如今手工生产云南彝

族传统服饰的方式已不多见。 但在国家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下,云南彝族传统服饰手工生产

技术至今依然在传承。 近些年在云南彝族部分地

区掀起了对传统服饰手工生产技术的回归热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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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能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设计手工生产彝族传

统服饰的生产形式。 这是彝族传统服饰的手工生

产方式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做出的适应性改变,尽管

销售价格极高、消费群体数量不多,但手工生产的

方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得以保留。 云南彝族的村寨

中亦有少部分人偶尔在闲暇之余或纺麻织布、或挑

绣一些服饰部件的绣片,但普遍以手工的方式生产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现象已不存在。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生产技术从“以手工生产为

主”到“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变化并非在短时间内形

成的。 上文提及的禄劝县清代彝族五彩拼花裙上

就有一条机绣花边与大量的手工刺绣的部件团簇

在一起,但和谐视觉效果让其并不明显。 类似的混

搭延续到了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但机绣花边与面

料的缝合不再是手工缝制,而是采用脚踏缝纫机缝

制。 图 4 中永仁县彝族服饰因在肩部、袖口、衣摆及

裤脚等处运用了色泽艳丽、图案精致的机绣花边

(图 12 ~ 13) 而呈现出更加丰富华丽的视觉效果。
时至今日,云南彝族传统服饰上可以见到大量的机

绣花边结合些许手工刺绣绣片结合的现象。 但更

加普遍的现象是在各地区的彝族传统服饰制作门

店或作坊中生产彝族传统服饰完全没有任何手工

的痕迹,所用的都是工业化生产的装饰材料,如机

绣花边、彩色丝带、带背胶的机绣绣片及工业批量

生产的仿银铝制品等。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从手工

生产走向批量工业生产的变化中,鲜明地体现了云

南彝族对工业生产的肯定。

图 12　 永仁县彝族服饰局部(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

图 13　 永仁县彝族服饰局部(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　
(四)审美标准上从“单一”到“多重”

工业批量成衣在价格低廉、获取方式便捷及便

于人体活动等方面的优势已经让云南彝族人民欲

罢不能。 工业批量成衣风格众多,其审美的多样性

不言而喻。 如今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云南彝族人对

工业批量成衣风格的喜好是多样的。 云南彝族在

彝族传统服饰与工业批量成衣选择性穿着的行为

中蕴含了其服饰审美标准的多重特征。 当大多数

云南彝族在服饰选择上集中于彝族传统服饰时,其
服饰审美标准则可以认为是相对单一的。

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标准从“单一”到“多重”,
是从将工业生产的服饰成果不经改造直接穿着开

始的。 这一行为的最初形式是云南彝族将其传统

服饰中的个别品类用工业批量生产来替代。 在各

地区云南彝族的老照片中,用帆布胶底鞋、丝绒胶

底鞋取代彝族传统手工布鞋搭配其彝族传统服饰

的现象较为常见。 这种从商店买来的鞋子在审美

上与云南彝族传统服饰显然是有偏差的,但因耐磨

和防水的绝对优势获得了云南彝族人民的青睐。
上文图 5 中石屏县彝族女装模特的脚上搭配的是直

接采购的红色丝绒胶底鞋。 云南彝族的服饰从最

初传统服饰部分的吸收工业生产成果演变到如今

形成工业批量成衣与彝族传统服饰选择性或混搭

性着装的历程中,不仅拓展了云南彝族的服饰品

类、增加了每种服饰品类的样式,而且形成了多重

的服饰审美标准,甚至几乎改变了云南彝族传统服

饰着装形制。

三、近代以来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变迁动因

(一)外在因素

1.社会形态的巨变

因制度差异与复杂地理环境的影响,近代以来

云南彝族在经济与思想文化上发展极不平衡。 晚

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彝族社会保持着封

建地主制、领主制及奴隶制三种社会形态[1]4。 这样

的社会形态催生了朴素的服饰审美特点。 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服饰审美变迁的动力受到生产力制

约,另一方面,等级的划分成了当时云南彝族在服

饰审美中不可逾越的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云南彝族经历了社会制度上的剧烈变化,封建地

主制度及残留于云南武定的封建领主制被彻底废

除。 20 世纪 50 年代彝族结束了大小凉山地区持续

了两千多年的奴隶制,“50 年代的社会改革,是一场

废除旧制度的变革,是政治经济的变革,是根本性

的变革” [5]299。 这场变革为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走

向繁复扫除了制度上的障碍、奠定了观念上的基

础。 同时这场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为云南彝族的服

饰审美走向繁复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1978 年中

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也带来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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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变革。 “这一场新的历史性变革,也是传统和

文化观念的变革。 这场变革是 50 年代社会改革的

继续和发展。” [5]299 通过这一次变革,传统农耕社会

形态几乎走到了尽头,最终带来了云南彝族如今在

彝族传统文化和当下新农村、大都市文化之间来回

穿梭的生活方式。 云南彝族对时代改革开放、科技

进步成果的接纳体现在服饰上则是审美向包容的

方向变迁。
2.服饰原材料的极大丰富

近代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匮乏的物

质条件是云南彝族在服饰上形成朴素之美的重要

的外部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的物质

条件丰富了起来。 中国沿海及内地生产的布料、化
纤毛线不仅色彩丰富而且样式新颖,上海等地的一

些服装花边厂生产的机绣花边精致华丽,各地区生

产的服装装饰材料色泽靓丽……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左右,以上这些服饰原材料在云南彝族地区广泛销

售,为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走向繁复提供了物质条

件。 云南彝族对银饰的喜爱促进了当地银饰手工

艺的兴旺。 但银饰毕竟相对昂贵,一些根据旧时彝

族传统服饰上的银饰式样生产的仿银铝制品流入

了云南,因其低廉的价格很快成为银饰的代替品,
仿银铝制品的用量大幅增加,使用的地区也逐渐广

泛。 图 5 中云南石屏县彝族女子服饰的围腰处所使

用的银泡即为仿银铝制品。 云南彝族传统服饰原

本就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经过各地区的彝族妇女

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服饰原材料选择性采购、创造

性使用后,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装饰形式迅速地丰

富了起来,这使得云南彝族传统服饰造型上的差异

空前巨大。 21 世纪初期起,一些精明的商人将仿银

铝制品的生产模式复制到彝族传统服饰绣片的生

产上。 这些商人将各个地区流传下来的彝族传统

服饰手工刺绣绣片运用电脑绣花技术批量复制生

产。 甚至出现了专用于某一地区彝族传统服饰局

部(如领子、斜肩、鞋面等)的电脑绣片。 这使得云

南彝族传统服饰上半成品装饰材料的用量再次攀

升。 图 14 的云南石林县彝族(撒尼)传统服饰中大

图 14　 工业生产的石林县彝族(撒尼)服饰

量运用了图 15 中的工业纹样,服饰的其他部位的纹

样、配件同样是工业批量生产的。 如今市场上销售

的半成品装饰材料丰富到让云南彝族传统服饰的

生产成为以装饰材料的选择搭配为主要环节的活

动。 云南市场上越来越丰富的服饰原材料是影响

近代以来云南彝族在服饰审美上不断变迁的物质

基础。

图 15　 工业批量生产的石林县(撒尼)挑花纹样　
3.多元文化共融的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民族关系为彝族在服饰审美上的变迁创造了一

个多元文化共融的有利外部环境。 1954 年颁布的

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

纲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

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

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

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实行区域自治。 为维护和发展和谐、平等、团结、
互助的民族关系,此后通过的宪法在上述条文的基

础上不断健全。 在法律的保护之下,此前云南彝族

传统服饰已形成的差异格局在多元文化共融的环

境中像雨后春笋般快速生长,最终演化形成了各地

区差异巨大但整体又以繁复为审美特征的云南彝

族传统服饰。 另外,多元文化共融的环境促进了彝

族与同一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 表现在

服饰上则是把对方传统服饰中的元素部分吸纳到

自身服饰中,例如滇西永德县乌木乡彝族传统服饰

中女子门襟上的两排方形仿银铝制品就和当地佤

族传统服饰中胸前的银饰极为相似。 改革开放后,
云南的旅游业迅速成长为支柱性产业,更加多元的

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这种开放的环境给云南彝族

带来了更加宽广的服饰审美视野,极大地促进了云

南彝族在服饰上形成具有多重性特征的审美标准。
4.工业批量成衣对市场的侵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轻纺行业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工业批量成衣因扩大利润的

需要不断拓展销售市场。 这些物美价廉的成衣最

终遍及云南彝族的大部分地区,所带来的效应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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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皮尔·卡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发中国市场那

样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 在经济并不宽裕的

年代里,云南彝族根据需要部分采购工业批量成衣

用于搭配或替换本民族服饰。 图 5 的石屏县彝族女

装在穿着时,通常在里面搭配工业批量生产的白色

翻领衬衣。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工业

批量成衣涌入云南。 更早的时候是一些品牌旗舰

店出现在云南各州市,如今在彝族聚居地的县城随

处可见森马、以纯、安踏等大众休闲或运动品牌服

饰的门店。 网络时代到来后,线上销售的工业批量

成衣已经几乎可以送达云南彝族的各个城镇,甚至

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的部分村庄都有快递代收点。
这进一步促进了批量成衣对云南彝族地区服装市

场的侵占。 无孔不入的工业批量成衣极大地动摇

了云南彝族在服饰上的传统审美根基,成了为影响

云南彝族在服饰审美上不断变迁的最显而易见的

外在因素。
5.文化工业创造大众审美

如果没有文化工业对大众审美的炮制,工业批

量成衣尤其品牌成衣对云南彝族聚居地区销售市

场的侵占不会那么如鱼得水。 文化工业依赖电视、
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等大众媒体制造的大量形象,并
且不断重复播放,以此影响大众的审美趣味。 文化

工业对云南彝族的影响不是刻意而直接的,而是作

为一种裙带性的影响发生的。 仅部分相对富裕地

区的彝族购买电视时,大众审美对云南彝族的服饰

审美影响极其甚微。 图 1 石林县彝族(撒尼)领带

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电视这一媒体影响的结果,
尽管这一结果不是对文化工业产品的直接接受,而
是将领带这一饰品用当地彝族文化认可的方式重

新改造,但在其中可以见到大众审美最初是如何影

响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的。 当以电视为媒介的外

界大量的信息传播到云南彝族的村村寨寨,文化工

业与市场上批量销售的成衣共同作用之时,大众审

美的影响就实质化地表现了出来。 如今云南彝族

地区普遍覆盖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这极大地强化

了大众审美的传播。 文化工业创造的大众审美在

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变迁中是一种推波助澜的外

部力量,与工业批量成衣的销售机制一同推动了云

南彝族的服饰审美走向包容之美。
(二)内在因素

1.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

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是推动云南彝族在服饰

审美上不断变迁的内在基础。 在晚清时期的《云南

通志》《弥勒州志》 《罗平州乡土志》及民国时期的

《马关志》《中甸县志稿》中,所记录的云南彝族赤足

的现象永久地成为了历史。 全面脱贫攻坚战取得

胜利标志着云南彝族都过上了幸福安康的日子。
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带来了更强的购买力。 在满

足服饰适应自然环境的前提下,用艳丽的色彩、繁
复的工艺进行装饰,一部分是为了强化布料的牢实

程度,但更多的是彰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越来

越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赞美、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肯

定。 但这种热爱和赞美的表现形式不是一成不变

的。 随着物质条件的持续改善,曾经仅能部分购买

的批量成衣渐渐地能里外整套购买了。 云南彝族

在服饰审美上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不断变化

的生活物质条件的赞美形式的变化。
2.服饰技艺传承形式的变化

清末民初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长的一

段时间内,服饰面料织造与染制、刺绣技艺都以家

族式传承的方式传承。 这种服饰技艺传承形式还

与其文化关联起来。 在滇中彝族楚雄州的永仁和

大姚两个县广泛流行的赛装节传说中,就提及只有

心灵手巧的姑娘才能绣出最美的服装[6]100。 在过

去,面料织造与服饰制作、刺绣、挑花是云南彝族年

轻姑娘普遍掌握的技艺,她们从几岁时便在家中随

母亲学习服饰制作技艺,在掌握一些服饰技艺后便

开始制作自己的嫁衣。 随着云南彝族社会形态的

变化,旧有的服饰技艺传承形式失去了滋养的土

壤,云南彝族内部也不再将服饰制作技艺水平作为

一种标准用来评判女性是否聪慧能干,同时大量生

产的工业刺绣或机绣花边满足了云南彝族对其传

统服饰文化认同的需求,如今掌握这些彝族服饰传

统技艺的人越来越少。 在国务院 2008 年 6 月 14 日

公布的 19 号文件《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名录》中,以石林县彝族(撒尼)刺绣为代表

的云南彝族传统服饰技艺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这是从国家层面对云南彝族传统服饰

技艺传承的一种保护。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

林县彝族(撒尼)刺绣代表性传承人毕跃英开始以

师徒的形式传授技艺,且所收的徒弟不局限于彝

族。 同时毕跃英还作为“特聘专家”在云南民族大

学职业技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高

校为在校大学生传授云南彝族(撒尼)传统刺绣技

艺。 石林县彝族(撒尼)服饰技艺传承形式的新变

化是当下社会形态里为确保彝族传统服饰技艺的

传承火种不熄灭而做出的革新,并在这一革新中迫

切地谋求着彝族传统服饰技艺可能的创新形式。
3.精英群体创造力的变化

“任何社会里,民间艺术资源要得到良好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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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化,皆取决于那个时代精英艺术的创造力培育

与发扬。” [7] 云南彝族的服饰中呈现的繁复之美是

彝族精英集体创造的结果。 一方面,实现对原有服

装结构的突破成为云南彝族在服饰审美上呈现繁

复面貌的成型技术的基础。 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

这种改进即是一种创造,原来简单服装结构通过走

向复杂化实现了对人体更合理的包裹与覆盖。 另

一方面,在结构改进后的服装上不受限制地发挥装

饰的各种可能性,也是云南彝族精英创造力的体

现。 这种创造力是在相对不流动的乡土性文化环

境中完成的。 这种“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

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

和隔膜。 孤立和隔膜不是以人为单位的,而是一处

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 [8]5。 如今这样的环境已经改

变,国际潮流日新月异,服饰行业商业竞争压力巨

大,文化工业创造的大众审美扑面而来,云南彝族

对工业批量成衣不加改造地挪用以及将部分彝族

传统服饰搭配工业批量成衣尚不能称之为创造。
石林县彝族(撒尼)刺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毕跃英

在石林县阿诗玛小镇开设了“方寸间”工作室,将石

林县彝族传统服饰的挑花技艺运用到文化创意产

品中,开发了门帘(图 16)、礼品盒(图 17)等产品。
并联合著名时装设计师 Masha

 

Ma 女士,发布了首个

世界遗产地女性发展计划“巾帼梦”创意产品撒尼

手工刺绣腰包,试图以女性力量促进遗产地带动乡

村振兴的同时将石林县彝族(撒尼)传统服饰挑花

技艺推向更广阔的时尚世界[9] 。 但就云南彝族传

统服饰的历史文化传统、美以及服饰本身而言,滇
中石林县彝族(撒尼)精英群体对自身创造力的批

判仍然不足。 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相比,如今云

南彝族精英群体参与彝族传统服饰设计、制作的人

数骤减。 失去了庞大基数的云南彝族服饰精英群

体在面对云南彝族传统服饰未来走向的道路上可

谓压力巨大。
4.趋易原则的影响

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一种简单快捷的方

式用于解决服饰缝制及装饰问题的现象在近代早

期的云南彝族传统服饰中就已出现。 起初一些机

绣花边、彩色塑料珠子、混纺毛线等服饰材料作为

一种的替代品或创造性的原材料被云南彝族接纳。
以这种接纳作为发端,云南彝族更广泛地接纳了各

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成果。现成的面料、电脑绣片

图 16　 石林县彝族(撒尼)挑花门帘(毕跃英“方寸间”作品)

图 17　 石林县彝族(撒尼)挑花礼品盒(毕跃英“方寸间”作品)
及电动缝纫机缝制技术逐渐替代了手工纺织染制

布料、手工刺绣挑花及手工缝制。 在趋易原则的推

动下,云南彝族传统服饰从起初购买原材料将其创

造性地转化,走向了对工业化成果的广泛接纳,甚
至成套地直接购买工业批量成衣。 在这个过程中,
云南彝族审美标准从“单一”走向了“多重”,云南彝

族的服饰审美也整体从繁复走向了包容。

四、结语

近代以来的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以其鲜明的

特征成为中华民族审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其特

殊的变迁历程、特点及动因为中国服饰美学的变迁

提供了一种参照,并作为一种边缘化、非主流的服

饰审美深化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内涵。 云南彝族的

服饰审美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彝族服饰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在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从朴

素走向繁复最终走向包容的过程中,云南彝族人民

获取服饰的方式越来越便捷。 古老的服饰技艺费

时费力,无法适应当下最广大的云南彝族大众以简

单易得的方式获服饰的需求。 换句话说,云南彝族

以包容性的审美换取了简单易得的服饰的同时,牺
牲了其传统服饰中非物质文化服饰技艺在其内部

的普遍传承。

参考文献:
[1] 　 钟世民,周文林. 中国彝族服饰[M] . 昆明:云南出版集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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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篇的章法好坏。” [2] 彝文书法也不例外。 彝文

书法的章法是安排整幅作品的艺术方法,所以意境

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标题、正文、落款、印章之间

都是相互照应的。 这种书写方法同时表现出一种

大形式、大意境的美观,把这幅作品的用笔、气势、
韵律、结构、笔意等完美结合,那就会体现出彝文书

法的各美与共美。
彝文书法的形式和意境都是由线条与点线运

动的变异、协调等书法的本质结构创造性构成的。
从字体结构的大章法来看,彝文书法作品中有字的

地方叫“阿诺”(黑),无字的地方叫“阿曲” (白);从
字体结构的小章法来看,彝文书法作品中有点画处

谓“阿诺”,无点画处谓“阿曲”。 两者无论如何变

化,总是围绕黑、白两大要素来进行品鉴,包括大

小、疏密、长短、粗细、虚实、错落等。
“当今,无论是临摹毕摩文献的古彝文字还是

专业的角度从笔画、结构开始书写规范彝文字,都
是对彝文书法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长期的书写

练习的风格探索。” [3] “创造出了具有一定水准和独

具特色的彝文书法,彻底改变了规范彝文没有书法

的历史的说法。” [4] 彝文书法形式与意境不仅讲究

彝文字与彝文书法历史的问题,还要讲究落款和印

章的位置等。 从形式上来看,单款或双款位置都要

在彝文书法正文相结合。 从意境上来看,注意正

文、落款首字和尾字,这是一幅完整作品的始和终。
彝文书法与汉文书法有所不同,汉文书法有补救,
但彝文书法却没有补救的规矩,书写都是一气呵

成,只要有残缺或漏字等,就当废纸处理。

四、结语

当前,彝文书法受到文化界、教育界的高度重

视,一方面,彝文书法列入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进一步加大保护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彝文

书法不断走进高校课堂,走进社区,走进民间,让其

活态传承的存续空间日益扩大。 为此,在新时代传

承和弘扬彝文书法艺术,既能够留住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精神财富,又能够提升人类审美能力和艺

术价值的欣赏水平。

注释:
①　 沙马瓦坡口述.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尼木措毕祭祀)代表性传承人,2021-09-12.
②　 笔者翻译自彝文毕摩文献收藏人麦吉伍呷帕打收藏的《传抄毕摩文献教育经》后记.

参考文献:
[1] 　 刘孟嘉. 书法美论与技巧[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54.
[2] 　 杨永健. 书法百日通[M] .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84.
[3] 　 麦吉木呷. 论彝文书法书写艺术造型[J] .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
[4] 　 丁阿哥,晓夫. 零的突破

 

新的起点[N] . 凉山日报(文化版),200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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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德光,黄建明. 石林撒尼人[M]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 　 孙琦. 云南物质文化少数民族服饰工艺卷[M] .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2004.
[4] 　 李昆声,周文林.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M] . 昆明:云南出版集团,2002.
[5] 　 林耀华. 民族学通论[M]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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