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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服饰》课程调研报告

一、调研的目的与方法

（一）调研目的

侗族服饰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文化地理及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资产，

在沧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多姿多彩的服饰艺术。由于受到

社会环境的变迁，侗族传统服饰也在悄然，甚至是突然发生着变化。通过对侗族服饰资

源材料、物品等进行收集、归纳、整理、研究和再设计的实践，从有效的发掘和传承动

族服饰文化，其调研目的具体表现为：其一，以调研侗族民俗文化和服饰惯制、款式、

图案、工艺等作为切入点，将侗族传统服饰中的美学元素作为灵感来源，通过将提取的

侗族服饰中的图案符号并进行重构设计，和结合现代设计中的审美原则与造型手法进行

改良设计，这将对传统侗族服饰元素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

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变，侗族服饰作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精髓之一，正在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课程开设期望人们在重视时尚流行文化的同时， 还能完好地保存自己对于民

族服饰图案元素的归属感，从而推进侗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调研内容

侗族服饰作为千年来保存比较完整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不仅为研究侗族历史提供了

最可靠的依据，并且为继承和发扬侗族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侗族社会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表征。课程建设是基于以侗族主要聚居地湘、黔、桂等地区的代表

性服饰进行调研，通过对现代侗族服饰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对侗族传统服饰形制进行梳

理，对侗族服饰惯制、款式、工艺、图案构成形式以及意蕴内涵的分析，以及侗族服装

与服饰企业产业现状人才需求情况的多方面调研、考察意，并运用艺术学的相关原理和

方法从色彩、材质、图案、造型和配饰五个方面对侗族服饰艺术特点作整体性的研究，同时

彰显传承与创新发展侗族服饰产业的重要性，侗族服装与服饰高级技术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三）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主要分为三类，侗族人民、从事民族服饰开发设计的企业员工、有意从事

民族服装与服饰开发设计的学生。

（1）受访对象中的侗族人民包括侗族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体，人数共约 30-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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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访对象中侗族服饰开发设计人员人数共约 20 人，分布在侗族聚居所在省

份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份。

（3）受访对象中的有意从事民族服装与服饰开发设计的学生，受访对象为 30-50

人， 受访对象主要来自侗族聚居所在省份（湖南、广西、贵州）的高职院校。

（四）调研方法

（1）文献检索法。通过图书馆、博物馆、书 店、私人收藏馆，以及中国知网、维普、

万方 等网络文献平台，收集有关侗族服饰的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文献研究资料。通

过査阅相关文献，对文献进行服饰设计、历史文化、工艺、人才需求现状、人才培养规格

等方面的分类检索。

（2）田野调查法。在前期所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湖南通道自治县为主要

实地考察对象，感受其深厚的民族文化韵味，对侗族服饰文化和形式等调研，拜访当地

手工艺传承人，包括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粟田梅，去往侗族民俗陈列馆、民族服饰店等

多个侗族服饰及手工艺品陈列室，让研究者真正体验侗族人民的生存生活环境，感受侗族

的风土人情，获取了十分丰富的侗族服饰及手工艺品相关资料。

（3）设计实践法。将侗族最具特色图案元素提炼出来并进行图案的“二次设计”， 然后

将这些再设计后的图案运用于现代不同风格的服饰设计中去，应用于不同现代服装设计中

可行性、可能性、市场性，从而为侗族服饰创新设计和相关人才的培养提供依据。

二、行业背景

（一）现状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有形的物质又是无形

的精神载体。侗族一个民族服饰文化的形成既是历时性的，亦是共时性的。其历时性体现

在侗族众多支系服装形貌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民间智慧集合，是与族群历史伴

生的线性时间历程，其共时性体现在侗族服饰文化与当下族群社会生活的即时联系。

在各侗族乡政府保管的侗族服饰，侗族男子现在生活装多与汉族相似，南部地区侗

族男子保持民族服饰特色，侗族男子日常生活有包头帕的习惯，大多是自家织染的藏青、

紫红色侗布，裹头方式有“尖角型”和“团圆型”两种。年轻男子生活上装为对襟短上

衣，束腰带，下穿宽档肥脚裤，缠绑腿，脚穿厚底布鞋。侗族女子服装较为丰富，多达

二十余种。盛装上衣的襟口、袖口、衣摆均镶满各类花边，下身穿有雪白羽毛及串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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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百褶裙子，绣工精美的胸兜是侗族妇女特有的服饰品，绣花图案装饰部位主要在胸

前颈下，贴身穿用。

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交面广，侗族服饰越来越显得古老、刻板，不适应大众化和新生活节

奏的要求。侗族服饰缺乏专门人才，研发力度不够；信息采集不快，缺乏必要的沟通，发

展侗族特色产业又缺乏一定文化氛围，制作工艺和选料方面没能推陈出新。缝纫队伍得不到

专业培训,老工艺、老产品难以得到新时代青年的认可和接受。同时,在布料质地、色调方面

仍然固守几种品种,难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另外区域限制，侗族与汉族居住地杂乱，民

族服装过于古老，不利交往， 加上民族自豪感不足，过去宣传侗族着装也做得不够，直接影

响民族服装的自觉性。

（二）发展趋势

根据调研信息收集，未来侗族服装与服饰发展将迎来新的空间与活力，因此也将带

来侗族服饰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具体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目前侗族青少年穿着侗服的情况很不普遍，日常穿着服装也明显倾向现代服

饰，但随着侗民年龄增大其坚持捍卫传统服饰文化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侗族服饰的传承

延续、创新发展也将迎来新的契机和必要性，也给企业、民族服饰产业发展带来商机。

（2）从事中国民族传统服饰的服装企业对其的开发，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服装设计

师将依托本土化的民族服饰元素，拓宽设计思维，推动当代设计师挖掘我国本土的独特

魅力，发挥侗族服饰文化在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应有的作用，挖掘设计的人才。

三、项目/课程/技艺人才培养规格需求

（一）行业、企业急需岗位

侗族服装与服饰设计师岗位、工艺师制作岗位

（二）行业、企业岗位需求规格

（1）侗族服饰设计师

1、服装设计类相关专业本科毕业，有服装设计经验 3 年以上。

2、了解侗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侗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懂得新材料开发和搭配应用。

（2）侗族服饰工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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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懂服饰款式结构与工艺，手工制作技艺精良，有 3 年以上服装制作经验。

2、了解侗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侗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懂得工艺革新，能促进侗族服饰产业化。

（三）行业、企业所需人才知识构成

（1）侗族服饰设计师

1、侗族民俗与历史文化知识；美学、工艺美术学原理与知识。

2、侗族上装、下装设计知识，服装与服饰创意设计知识。

3、侗族服饰材料开发和搭配应用知识。

（2）侗族服饰工艺计师

1、侗族民俗与历史文化知识；美学、工艺美术学原理与知识。

2、侗族上装、下装制版知识；侗族服饰制作与工艺知识。

3、侗族服饰材料搭配应用知识。

（四）行业、企业所需人才能力构成

（1）侗族服饰助理设计师

1、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具有 3 年以上服装设计经验。

2、了解侗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侗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能够组建设计团队进行款式设计、图案二次创新设计、新材料的开发与搭配。

（2）侗族服饰工艺师

1、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懂服装缝制工艺理论，具 3 年以上制作经验。

2、了解侗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侗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懂得工艺革新，能促进侗族服饰产业化。

四、关于某项目/课程/技艺的思考或建议

（一）保护与传承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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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注重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通过对侗族传统服饰进行生产性保护，能够有

效保留侗族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民族认同感，强调传统服饰体现的文化认同感，能够有

效提高人们对侗族传统服饰以及文化的认知、理解、保护、继承与发展，以民族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基础，开发侗族乡村特色产业项目，带动各项文化和经济产业发展。

（1）设立侗族文化广场、服饰博物馆等文化类展示场所，展示侗族发展历史、风俗

信仰、服饰及歌舞、特色产品等。

（2）突出侗族资源特色，建设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特色乡村旅游景区。

（3）通过举办侗族文化艺术节，挖掘族侗族文化遗产。

（二）侗族服饰文化保护、发展与应用对策

（1）研究侗族文化特色内涵。服饰是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研究侗族与汉族文化的

交融所形成的特色的侗族文化，对本省侗族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2）发扬侗族民俗文化，形成鲜明的侗族文化理念。扩大侗族这一古老民族文化在

世界的影响，让侗民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与自豪。

（3）建立传承机制。制定传承计划，使侗族刺绣、侗族织锦等手工工艺得以传承。

广泛在青少年中进行侗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教育与传播，让年轻一代们形成对侗族文化

保护的自觉意识，促进侗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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