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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白倮人位于麻栗坡、富宁、广南三县交界处的麻栗坡董干镇城寨原始部落村，

该村方圆百里皆为原始森林，过去长期没有任何道路与外界相通，一直保留着相

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所以，白倮人较少享受到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

上的方便、快捷，但其服饰也基本保留了其最本源的特征，是中华传统服饰的礼

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白倮人服饰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图为陆孝宗一家

白倮人日常服饰分为贯头衣和对襟开衫衣两种形制，未成年人上身皆着贯头衣，

此衣用多幅土布缝制连成一整副，继而对折，在折处剜下半圆形洞，以套头着衣。

虽然对襟开衣衫是白倮人成年的标志，但从服装制作来看，所有的开衫衣均由贯

头衣发展而来。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白倮人服饰界定范围之精密，未成年人甚至

每相差 2-3岁，在纹饰上就有细微的差别，尽管这种差别外来人很难看出，但寨



中人却一眼就能分辨着装者大概的年龄。上图为陆孝宗一家，从服饰可以看出前

排右侧男童女童为 4-6岁，前排左侧男童女童为 7-12 岁，以及陆家夫妇从所穿

服饰来看不到 70岁。

一、形制长幼有序，角色有别

白倮成年男上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套装形式，简洁大方，朴素典雅，有令人惊艳

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让人怀疑倮人先民曾经拥有过辉煌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积淀。白倮成年男套装不总是套穿，需随着年龄的增长逐层剔除，风格统一

但各具特色，蕴含着先人们在服饰层面的礼制探讨，至今颇有深意。

男子大概十六岁以后便形成相对统一的风格，城寨白倮人男上衣呈燕尾型，三件

套一次性做完，衣服黑色衬底，蓝、白细花和图案装饰，由上至下，第一道袖口

在腋窝处，第二道袖口手肘下一点，第三道袖口在手腕部；胸襟以八粒银质细纽

扣点缀。

白倮成年男装



成年男装的穿着严格按照礼制，不仅能很快区分村民的年龄、角色，尤其在民族

盛大节日，如荞菜节，村民长幼有序，承担不同的角色，共同完成祖制传承的重

大活动，俨然一派和谐景象。按照倮人传统礼制，十六到二十几岁三件套装一起

穿着，现在来看算是青年装；

套装最外层（青年装）

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的时候剔除最外层坎肩，穿里面的两件，现在来看算是中年

装；



套装中间层（中年装）

七十岁八十岁再剔除中层衣服，只剩最里面的一件，现在来看算是老年装。看来，

倮人服装的年龄划分和联合国最新的划分比较接近，颇具先见之明。



套装最里层衣服（老年装）

白倮成年男上衣不同年龄段一脉相承，互相呼应。男对襟衣穿着不扣，青年以坎

肩外套为代表纹饰丰富而华美，豪放粗犷；中年穿有袖子和边饰的长袖衫，主体

部分为纯色蓝染土布，沉稳大气；老年装则用相对复杂的条纹织锦长袖衫，不再

有纹饰，朴素而更显老者风范。我馆藏品总账号 MFB005676的彝族白倮男衣套

装不全，最里层的老年装缺失，可能是当时收购的是一位老者的衣服，外面两件

不能再穿所以出售，也间接证明了套装的穿着方式。



馆藏白倮男上衣套装 MFB005676

二、纹饰遵从祖先，敬畏自然

白倮人敬畏自然，从他们的服饰上已见一斑，他们的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他们

不识多少字，但懂得天人合一、阴阳协调的古朴原理。白倮人的服饰上有各种各

样的图案符号，绝大多数来自自然界。白倮女性服饰的图案，是一个个具有代表

性的符号。祖母辈的镶龙纹，父母辈的绣 X、S形，已婚未育的，在花裙上绣上

睡着的 S 形红线纹；少女的裙子，则以圆点为主，还有圆形、三角形、正方形、

菱形的图案。而我们看到的这些图案，在白倮人看来还有着不违背祖先的意义，

有其本来的名字。以男上衣为例，如下图，在白倮人眼里这些纹样是曾经救过祖

先生命的一些粮食的象征，他们叫南瓜米花、红米花，荞菜花，荞菜籽，牛奶花；

也有传说中祖先从昆仑山下来照亮路途的星宿、星宿银泡、太阳光芒银泡、梯子

花，以及别具神灵意味的银泡燕尾、铃铛、龙纹龙牙等。



袖口纹样

男衣正面纹样



从袖口到正面纹样保持一致，以蜡染为主，点缀以织锦的梯子花纹、和贴布绣的

荞菜花，荞菜籽等。按照祖制，男衣有八个用银泡做的扣子，但穿着时不扣。白

倮人的服装记满了自己的历史，但所有的记录交错又非常和谐，极具文化价值和

艺术审美价值。

三、观念上尊老爱幼，尊重女性

细腻、大方的白倮服饰，展现着白倮女人的柔和与精巧。白倮人制作一套衣服要

经过十几道工序，种棉、采棉、纺纱、水煮、洗晒、上色、再煮、再洗晒、拉线、

成锭、上机织布、蜡点图案、缝制成衣，每一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如此做好一

套成衣，一般要花费白倮妇女一年的时间。作为一个爱美丽的部落，白倮人一家

穿得漂不漂亮，光不光彩，是衡量这家妇女聪不聪明，能不能干的尺度，也体现

到一家人的面子问题，所以白倮女性会受到格外重视和尊重。除了掌握必要的生

产知识，一个白倮女童一般从 5、6 岁起便开始学习刺绣，一直到 10 岁左右学

习点蜡技巧，12、13 岁逐步掌握纺纱织布技术，直到 15 岁的婚嫁年龄学习最终

成衣的裁剪与缝制。而且，白倮妇女们点蜡的工具极其简单，只有竹签、炭火盆

和蜡盒；材料为自织的土布和蜡块；极简的工具，多样的纹样更显白倮女性的智

慧。

笔者一行在白倮村寨考察时，偶遇一位孤独的、衣衫破旧的 90岁的老妇坐在门

口点蜡，她不太会讲普通话，只是安静地点蜡，偶尔远处牛走过飘来的一阵铃声

形成一种有点寒酸亦有点奇妙的艺术感，让人内心不能宁静。后来走村串巷的过

程中方知老人子女都在附近，在与其女儿、外孙女的交流中方知老妇在家中的地

位；在家中女儿、外孙女的工作内容都由老人安排，所有的手工成品也都会交给

老人家，放在她住的地方（一座老旧干栏式房屋）；还有一点技艺最后时刻才由

老妇传于女儿，老妇现在 90岁还能做，于是不能传。族内对白倮女性的受尊重

不是外在，而是骨子里，可见，尊重女性传统的美德在白倮彝族村落得到很好的

传承。



在门口点蜡的 90 岁老妇

结语

白倮人服饰的礼制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有序的礼制，是中华传统服饰礼

制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的存在再次提醒我们中华民族的服饰自古以来就不仅是服

饰，更是一种极其古老、极其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服饰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

生，在封建社会服饰甚至是诸多统治者巩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华服饰，从

来就不止美一个层面，我们的服饰如果不携带传统的文化和礼制，那么我们的服

饰必将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最终进入长久的落寞。正如柳宗悦曾经说过的：“固

有产品的消失，就会导致到处滋生没有特色的劣质产品。”汉族服饰的今天是

文山苗族服饰的明天，文山苗族服饰的今天即将成为白倮服饰的明天。传统服饰

消逝的绝不仅仅是形制、纹样和工艺，更是对人类来讲既亲切又易于承载的中华

传统礼制的载体，传统服饰的消逝必将带来传统礼制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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