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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F_97_E9_A3_8E_E6_c34_517489.htm （1）黎族服饰“被列

为朝廷贡品” 黎族家庭手工纺织技术历史悠久，唐宋时代其

棉纺织就领先于中原。黎族的纺织技术高超，姑娘们用并不

复杂的纺织工具，亲手织出最精美的服饰。显示他们的聪明

智慧和勤劳本质，寄托她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同时，由于质地细腻，色泽艳丽，被列为朝廷贡品。 

（2）别有韵味的黑衣壮服饰 黑衣壮服饰至今仍然保留着最

为传统、最具有民族特点的内涵的壮族服饰。黑衣壮穿戴上

讲究实用，款式大方，朴素美观，别有韵味。黑衣壮以崇尚

黑色与其历史文化有关。古时候，黑衣壮就规定族认一律穿

蓝靛染制的黑色服装，作为族群标记，沿袭至今。“黑衣壮

”也因此而得名。 （3）纳西族服饰“披星戴月” 纳西族的

服饰古雅纯朴，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在其服饰中

，最具特色之处就是纳西族妇女的羊皮背饰，一般用羊皮制

成，披于背部，故俗称为“羊皮披肩”，它还蕴含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并且象征纳西族人民勤劳勇敢，以辛勤的劳动换

取甜蜜生活的炽热感情。 （4）以黑为质，以红为饰的佤族

服饰 佤族，源于我国古代的“百濮”族群，分布在云南西南

部怒山山脉南段，萨尔温江和澜沧江之间的广大山区。沧源

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历史上

称这一片山区为“阿佤山”。佤族崇拜红色和黑色，服饰多

数以黑为质，以红为饰，基本保留着古老的山地民族的特色

。 （5）素雅、轻盈，自成一格的朝鲜族服饰 朝鲜族长期生



活在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我国东北地区。中国

的朝鲜族是部分人从明末清初陆续从朝鲜半岛移居东北逐渐

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文化与朝鲜半岛的文化有着深厚的

渊源。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朝鲜族服装比较独特，呈出现素

净、淡雅、轻盈的特点。 （6）庄重大方、新颖别致的布依

族服饰 布依族是我国古越人的后裔，自古以来就居住在我国

气候温和、山川秀丽的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早在新石器

时代，布依族就进入了农耕社会，至今仍从事农业，其服饰

鲜明地反映了温带气候和农耕经济文化特色。布依族服饰庄

重大方，又新颖别致。反映了他们纯朴善良、温和热情的性

格。 （7）端庄得体，朴素大方的壮族服饰 壮族人主要分布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河池、百色、柳州四个地区和云

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的服饰端庄得体，朴素大方。

壮族的男女皆穿黎桶，服装款式以蓝黑色衣裙、衣裤式短装

为主。《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壮人花衣短裙，男子着短

衫，名曰黎桶，腰前后两幅掩不及膝，妇女也着黎桶，下围

花幔。” （8）绚丽多姿、色彩鲜明的维吾尔族服饰 维吾尔

族是我国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维吾尔人民勤劳勇

敢，热情奔放，性格豪迈，并且能歌善舞，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绚丽多姿的服饰

便是维吾尔服饰文化的组成部分。维吾尔服饰形式清晰、纹

路多样、色彩鲜明。 （9）“俗尚检朴”的土家服饰 世居于

湘鄂川黔边沿地区的土家族，是一个精于纺织刺绣的民族。

早在秦汉时代，土家族的先民就已能用大麻织成一种精细的"

布"。土家族的服饰，平时简洁朴素，便于生产劳动。每逢喜

庆节日，则讲究整洁、漂亮，充分反映了土家族人民的勤劳



智慧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特点。 （10）追求宁静风格的藏族服

饰 藏装的基本特点是长袖、宽腰、大襟、肥大。藏族服饰追

求宁静的风格，同时又强调华美、富丽。但是，出于藏族劳

动生息在雪域高原之上，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加上宗教

信仰的影响，所以藏族服饰并非清一色的宽袍大袖，而是丰

富多采的。 （11）回族服饰最洁净之色的服饰 回族的服饰与

其他民族之不同处，主要在于头部。回族男子普遍戴白色或

黑色无檐小圆帽，也称礼拜帽。而回族妇女有戴盖头或披头

巾的习惯，她们披戴各色盖头、纱巾，婀娜多姿，十分俏丽

。在服饰色彩上，回族人崇尚白色，这是宗教信仰所致。穆

罕默德曾教导教民，白色衣服是最好的衣服；同时，回族视

白色为最洁净之色。 （12）蒙古族的服装 蒙古族的衣饰尚青

．黑色，以皮衣为多，男女都穿袍子。男子穿的长袍和围腰

，妇女衣袖的花边图案，上衣的高领，都与内蒙蒙古族相近

。妇女们的服饰颇有特色，精致、美观。再配上工艺考究，

造型美观的饰物“哈布特格”在袍子上，不仅是把美点缀在

了蒙古族妇女身上，同时，更表现了她们的勤劳和智慧。 

（13）傈僳族妇女的古币装饰 云南最古老的货币是海贝，它

在云南流通最长，大部分地区从战国到明代都是一直在流通

。由于怒江大峡谷是云南最偏僻、最封闭的地区，海贝便一

直使用到解放前。在大峡谷，傈僳族妇女用来打扮装饰自己

的就是一串串最古老的货币贝币。她们在头上、胸前戴着白

如玉、灿如雪的贝币，把自己打扮得似花蝶，像孔雀。 （14

）种类繁多、朴实尚武的彝族服饰 彝族服饰集多种装饰工艺

于一身，美观大方，纹样丰富多变，色泽沉着和谐，色调简

洁明朗。彝族服饰种类繁多，一般以黑或近黑的青蓝等色为



主，衬以红、黄等色，尤为注重红、黄、黑三色的搭配和图

案的选择，单纯之中显露出丰富的感觉，象征着彝族人民的

刚强、坚韧和善良。 （15）独特的惠安女服饰 惠安女是福建

惠安的一个女性群体，她们的服饰常被描述为“封建头、民

主肚、节约衫、浪费裤”。其服饰追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造型美观、色彩协调，奇而不俗、艳而有韵，是汉民族服饰

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被誉为“现代服饰中的一朵奇葩

”。 （16）艳若彩虹的土族传统服饰 土族服饰的特点是鲜艳

。土族妇女通常的装束是身穿斜襟上衣，两条袖子是用红、

黄、绿、紫、蓝五色彩布圈缝制成的，远看，如同两道美丽

的彩虹。每逢喜庆节日，能歌善舞的土族青年男女，都会身

着艳丽的民族服装，犹如山花一般，把庭院、山乡点缀得五

彩缤纷。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7）银饰繁花：多姿多彩的苗

族女子头饰 苗族女子的头饰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女子头饰

中最丰富、最漂亮的，它反映出浓郁的民族习俗风尚和古老

的文化传统，是崇拜图腾文化和农耕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又

是富有、婚嫁等象征性的标志。丰富的银饰、绚丽的花衣也

构成了苗族身体装饰的独特风貌。 （18）满族的传统服饰 满

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我国民族服饰

文化中独树一帜，曾对我国的服饰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现

在，旗袍、马褂等不但仍深受满族人民喜爱，而且还受到了

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欢迎。旗袍经过改进，更是成为现代流行

服装之一，享誉海内外。 （19）七十二寨侗族妇女服饰 服饰

历来是侗族人民追求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侗族社会发展

的重要标志。因各地生活习惯有所不同，侗族服饰也多种多

样，各有差异。侗族女服饰又分为盛装和便装两种，盛装尤



其富于传统的民族特色，荟萃了民族工艺的精华。 （20）古

朴雍容、婀娜多姿的瑶族服饰 瑶族的服饰，制作精细，颇为

讲究。瑶族支系众多，瑶族服饰因支系和地域而有差异，但

一般都爱穿黑色和深蓝色衣服，习惯于自织自染。瑶族男子

多蓄发盘髻，用青色土布包头。妇女服饰大致可分为平地瑶

和高山瑶两大类型，古朴雍容，婀娜多姿，富有浓郁的民族

风采。 （21）古朴奔放的哈萨克族服饰 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哈

萨克族是新疆最古老的部落式民族，主要聚居地位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哈萨克族的服装特点是宽大和结实，主

要是为了骑马方便而设计的，衣袖一般都长过手指。他们的

服装多以裘皮、棉布为面料。哈萨克族服饰色彩艳丽，富有

民族特色。 （22）秀丽淡雅的傣族服饰 傣族妇女讲究衣着，

追求轻盈、秀丽、淡雅的装束，协调的服装色彩，极为出色

。青年妇女结发于顶，是傣族服饰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傣族

人民十分崇拜孔雀和大像。他们常将孔雀和大像的图案编制

在筒裙、包、手巾等日用品上。傣族服饰在各民族艺术中享

有较高的声誉。 （23）朴素而华丽的羌族服饰 羌族的服饰较

为朴素而华丽，男人喜着青色或白色头帕，穿自制的麻布长

衫，外套一件无袖子的羊皮褂子，可用来防寒、挡雨、垫坐

。羌族妇女喜缠青色或白色的头帕，青年妇女常包绣有各色

图案的头帕或用瓦状的青布叠顶在头上，用两根发辫盘绕作

鬓。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24）热情的景颇族服饰 景颇族男子

喜欢穿白色或黑色对襟园领上衣，包头布上缀有花边图案和

彩色小绒珠，外出时常佩带腰刀和筒帕。妇女穿黑色对襟，

下着黑、红色织成的统裙，腿上带裹腿。盛装时的妇女上衣

前后及肩上都缀有许多银泡泡、银片，颈上挂七个银项圈或



一串银链子或银铃，耳朵上戴比手指还长的银耳筒，手上戴

一对或两对粗大刻花的银手镯。妇女戴银手饰越多表示越能

干，越富有。 （25）简洁的布朗族服饰 布朗族穿着简朴，男

女皆喜欢穿青色和黑色衣服，妇女的衣裙与傣族相似，上穿

紧身短衣，头顶挽髻，用头巾缠头，喜欢戴大耳环、银手镯

等装饰。姑娘爱戴野花或自编的彩花，将双颊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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