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农耕文

化的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所得数据显示，阿昌族人口总计39 555人。作

为跨国民族，我国境内的阿昌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

内，少数散居于贵州省贵阳市一带，境外的阿昌族

分布在缅甸掸邦一带[1]。阿昌族虽然是小型民族，

但其传统服饰构成体系中的服饰品元素丰富多样，

造型各异，具有极高的服饰艺术研究价值。

1 头饰造型
阿昌族的头饰形态丰富，因地区差异、性别差

异和婚否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造型特点。总的

来说，头饰所用布料的色彩有蓝、黑、红和花包头四

种，以黑色居多，蓝色次之，花布包头则较为鲜见。

包头的造型可分为盖头式、兔耳节式、碟子包头、狗

牙包头、小包头、软包头、方形大包头和插花包头八

种。插花包头的面料为蓝色窄幅布条，幅宽仅有

6.5 cm，将其层层在头部缠绕成型后，将丝线状的流

苏垂于脑后，长度一般至肩线位置（图1）。包头的

正面用花朵作为装饰，花朵周围以穿有珠片的各色

开司米进行辅助装饰，大户人家女子所戴插花包头

的花朵周边还镶嵌有玉石、红珊瑚和玛瑙等天然宝

石，十分炫目。包头上端两侧打结是兔耳结式包头

的典型形象，多以青色布缝制而成，是阿昌族部分

地区年轻少女的专属头饰品。梁河地区的阿昌族

少女喜戴上宽下窄的黑色圆柱形包头，最大直径可

达30 cm，以细竹条为骨架，外缚黑色土布，形如碟

状，故又名碟子包头。婚后女子改戴上下宽窄均匀

的圆筒状高包头，最高可达70 cm。陇川一带的阿

昌族小女孩因头部围度小，故戴窄幅的黑色小包

头，至十五岁左右开始步入青年阶段后，依据不同

的场合，所戴包头的色彩有所区别。参加“赶摆”等

阿昌族传统节庆和仪式时戴黑色包头，而日常生活

过程中则戴红色的包头，婚后，日常戴软包头，节庆

时改包方形的大包头，各部位的宽度和厚度均为

14 cm，造型夸张，并作插花装饰，极富视觉冲击力。

在阿昌族各聚居地中，唯有户撒坝地区的女童和少

女不戴包头，各地婚后的女子均有包包头的服饰传

统习俗。

图1 插花包头

梁河地区男子头饰的造型亦为圆筒状，但其高

度较女士的低，包头之上还缝缀有狗牙交错状的琉

璃珠和蚂蚱花等饰品，以此来活跃黑色包头本身沉

闷的色彩效果和形态。陇川地区未婚男子的包头

造型与梁河地区基本无异，但色彩则由黑色拓展为

黑、白两种。按照婚否，未婚男青年戴白帕，已婚男

子则包黑帕。

2 服装造型
2.1 男装造型

阿昌族传统男子上装以短衫居多，因支系与地

区不同，衫的造型在符合阿昌族男衫共同点的基础

上，又存在着差异。阿昌族男衫的共同点主要体现

在色彩、领形、袖形、袖结构和服装外轮廓五个方

面。首先，男衫均以黑色土布或棉布为主要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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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传统服装的领

形一样，包括男衫在内的阿昌族上装的领形均为竖

直式的立领；再次，除无袖的坎肩式短衫外，阿昌族

男衫的袖形均为袖身上下尺寸差异不大的直筒袖；

第四，阿昌族各地区传统男衫的袖结构均为连裁

袖，全部或大部分袖片与衣片连裁，且均为两片袖；

最后，从服装的外轮廓线上来说，阿昌族各支系男

衫均属于“H”型的服装，且衣身上通体不做结构线

的处理。

不同地区和不同支系阿昌族男衫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门襟、衣长、纽扣和侧缝四个方面。首先，大

部分男衫的门襟在不对称式大襟的基础上，又有如

梁河地区的对称式门襟的男衫；其次，有的地区男

衫衣长较短，而有的地区则较长；再次，陇川地区男

衫上的纽扣共有九粒，材质为银质，纽扣的排列特

点是左右分别四粒，中间一粒。户撒地区的男衫则

用布质的盘扣，老年男性黑衫的盘扣数量为九粒，

青壮年男性的在十一粒至十三粒之间；最后，梁河

地区的男衫多在腰节线以下至下摆部位左右两侧

进行对称式开衩，衩口上端以用五彩的丝、棉线缠

绕成的圆点状小结进行装饰，而这种开衩和装饰手

法在其它地区的阿昌族男衫上则不多见。

2.2 女装造型

阿昌族少女以服右衽大襟短衫为尚，已婚女子

服对称式门襟的竖直式立领短衫，衣长至臀围线，

门襟右侧有四粒圆形银币造型的衣扣，既有闭合功

能，又可以增加服装的装饰效果。户撒地区已婚女

子短衫的纽扣则为布制，四粒布扣上还分别坠饰四

根锁链状的细银链，共计十六根纽链。袖口外翻后

呈白色，与袖身和整个衣身的色彩对比强烈(图2)。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为阿昌族最为典型和普遍的女

上装造型，而因支系和地区差异，又存在着个例。

如梁河县境内的未婚女子则是以缝缀银扣的对称式

门襟的短衫为时尚，婚后还需在对襟短衫之外穿挂领

衣，挂领衣是一种黑色的无袖短衣，立领的领座较小，

门襟部位缝缀银质的双排扣和银泡各六对。

图2 上装造型

阿昌族女子普遍以裙装作为传统下装，其中以

德宏州陇川县的腊撒坝和户撒坝地区传统裙装的

造型最具特色。裙子的造型以“H”型为主，裙长在

膝盖之下，一般位于小腿腿肚的位置。按照阿昌族

的服饰习俗定制与习俗，女裙是阿昌族已婚妇女的

日常下装，未婚女子平时不得着裙装，只有在参加

“赶摆”等传统节日和盛大仪式时方可穿着，因而裙

装也成为判断女子婚否的重要标志[2]。

传统女裤是阿昌族未婚少女的专属下裳，材质

以黑色麻布为主，裤长较短，裤口肥大，受与阿昌族

毗邻的花腰傣服饰的影响，女裤的腰头部位还常以

绣花半襟围腰、织花带和飘带等配饰品进行装饰。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云南省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

居形态在服饰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3 银饰造型
3.1 耳饰造型

无论性别，阿昌族自古便有佩戴耳饰的服饰习

俗，多为银饰，尤以女子所戴的耳环最具特色。戴

小耳环的支系，女子双耳的环数最多分别可达12

个，呈三角形的组合排列。戴大耳环的支系，其两

耳的环数均为一个，银环的底部多镶坠有银薄片和

玉石薄片。男士耳环并不是双耳均佩戴，而是仅戴

在左耳上，数量仅为1个，其直径较大，且通体无装

饰，一般只是年轻的男子才佩戴。

3.2 颈饰造型

颈饰多见于陇川县一带的阿昌族聚居区，其中

以银项圈的造型最具特色。女士项圈有单环式的

扁圆形圈和多环组合式的纽丝圈两种。男士项圈

多为男童和青少年佩戴，造型为正圆形，圈数一般

为三层，纽丝亦为圆形。

3.3 腕饰造型

阿昌族腕饰分为手镯和手箍两类，多为银质。

女镯为圆形大镯子，厚度在6.5 cm左右，其上阳刻花

形纹样。男士镯仅有未婚的青年男子和男童佩戴，

造型为扁圆状。手箍仅为女子佩戴，箍宽1.5 cm左

右，低端坠饰银纽丝。

4 其它配饰造型
4.1 绑腿造型

绑腿在我国西南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品中均

比较常见，阿昌族也不例外。但从性别的角度来

说，阿昌族绑腿与其他大部分民族不同的是，仅有

男子才穿戴该类服饰部件[3]。阿昌族绑腿主要流行

于梁河县境内，其造型两头呈尖角状，上绣花朵纹

样各一个，花朵周边刺绣狗牙花边纹样进行边缘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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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尖角两端各缝纳一条细绳于最尖端。绑腿的主

体部分为细窄的长方形，上绣由五彩丝线组成的蚂

蚱花图案纹样。

4.2 腿套造型

梁河县境内的阿昌族女子习惯在腿部添加腿

套装饰。腿套的起始位置在膝盖以下至脚踝以上，

为圆筒形。腿套通体以棉纱线经纬向平纹织成，局

部以彩色丝线织成的面料拼接而成。此外，还应用

刺绣进行细致的纹样装饰，以增添美感。

4.3 筒帕造型

各地区、各支系的阿昌族人民，在日常生活和

生产劳动过程中，肩部常挎筒帕，尤以梁河和陇川

地区的筒帕造型最具特色。筒帕即挎包，佩戴方式

有单肩竖挎与单肩斜挎两种，其造型由单条布背

带、帕身和流苏三个部分构成。阿昌族筒帕的造型

与相邻的景颇族极为相似，这是民族服饰文化元素

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又一实例。两个民族筒帕在

造型上的区别仅体现在是否在包身上进行银泡装

饰之上，景颇族筒帕缝缀大量的银泡，而阿昌族则

应用刺绣来替代银泡进行帕体的装饰。

4.4 腰饰造型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节庆盛典仪式

时，阿昌族男女老少多腰间配带，尤以户撒坝和腊

撒坝地区最盛。男子腰间系10 cm左右的窄幅土布

色织带，色彩有经纬纱红黑相间和绿黑相间两种。

女士在布腰带的基础上缝缀6～8根银链作为装饰，

走路时银腰链不时摆动，且沙沙作响，极大地活跃

了阿昌族女子服装的形态和视觉效果。

4.5 佩刀造型

阿昌族男子自古便有佩刀的习俗，刀均置于腰

部，因而又称腰刀，阿昌语谓之“户撒刀”[4]。刀身的

造型与京剧官刀相似，刀壳与刀身略带弧度，刀壳

上还需进行横向的线形装饰，刀柄设钮，其中以圆

钮和斜弯钮居多（图3）。户撒刀的制作技艺已被列

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其历史悠久、造型独

特、工艺精湛，承载了阿昌族悠久的农耕文化。

图3 户撒刀

5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从人口基数上来说，阿昌族是

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小型民族，但从服饰构成上来分

析，其艺术特色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人口过百万的大

型民族。但目前学术界对于阿昌族服饰的研究成

果极为少见，知网上的相关学术论文仅有区区4

篇。相信随着国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认同度

和关注度的不断提高，阿昌族服饰艺术将受到世人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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