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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服饰调研报告

一、调研的目的与方法

（一）调研目的

壮族是我们第二大少数民族，其主要来源于我们南方的古代越人是一个很有

历史文化底蕴的民族。而壮族服饰正是其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是壮族文

化表现的重要媒介，是中华传统服饰中重要的一支，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审美需求的更新，壮族服饰

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濒临消失的境界；同时新媒体的出现，壮族服饰得以广泛传

播，但也出现一些误导性倾向，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急需我们专业人士去深入

的挖掘壮族服饰文脉，引导和正确的转播壮族服饰文化，以及助推壮族服饰可持

续性设计。

（二）调研内容

壮族主要分布广西、贵州、云南、广东、湖南等地，不同区的按其服饰的特

点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支系，因此，我们调研的内容主要是：1、分析不同地区壮

族的渊源，生活环境、生产情况、风俗等；2、分析不同地址壮族服饰形制的特

点，及服装结构的异同和理念；3、分析不同支系壮族服饰材料特征和制作工艺；

4、分析不同支系服饰色彩特点及装饰纹样特征；5、分析壮族织锦工艺技术和壮

绣特点等；6、调研壮族服饰的实用情况、客户群体等。从调研壮族服饰文文脉

特征，再到壮族服饰当下的市场情况，最后结合自身能力进一步将壮族服饰元素

与现代生活接轨，探索适合壮族服饰发展的方向。

（三）调研对象

服饰是服装与饰品的总称。因此，调研壮族服饰通常服饰材料的来源、社会

生产的变化、人类生活的需求；再从首服、衣着、足服入手，再细化到不同年龄

层次的服饰结构、色彩、面料、纹样等；深入的文化再到壮族妇女的女性智慧等

又外到内，又表及里的去调研其研究壮族服饰。

二、行业背景



（一）行业现状

壮族服饰文化底蕴丰厚，支系繁多，由于生活环境和社会经济，个人审美的

不同，各个支系的壮族服饰都有自身特点，加以受汉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壮族服

饰越来越不受当下青年欢迎，穿着壮族传统服饰的情况更多的是出现在传统节日

中，使得壮族服饰逐渐退出生活化。

根据对具有实力底蕴的壮族服饰地区进行田野调研和市场调研，发现制作传

统的壮族服饰的形制、面料技艺、刺绣装饰工程量比较大，适合日常生活穿着感

低。这是由于专门制作壮族服饰的设计人才相对比较缺乏，市场出现的款式研发

力度不够强，很多制作壮族服饰都是一些私人店面，没有真正的形成品牌化管理，

受众群体比较低。

（二）行业发展趋势

壮族服饰是壮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壮族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书，积淀

着壮族文化丰富精髓。要发展壮族服饰，我们必须尊重壮族服饰的发展特点，及

壮族服饰形制特征等壮族本身文化特质，需要去了解壮族服饰的市场需求，明确

壮族服饰的定位人群，有了市场和消费群体，壮族服饰就会有发展的方向。但由

于当下壮族青年对汉服和外文化的吸引和喜欢，壮族服饰的发展有很大的挑战，

希望年青设计师们能尊重壮族服饰文化，推广更对壮族服饰符合当下日常需求的

壮族服饰，让更多的人喜欢壮族服饰，接受壮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自信。

三、关于壮族服饰发展的思考

1.壮族服饰设计过程中融入一些现在服饰文化元素，比如装饰纹样工艺的更

新替换，面料的运用和设计结合现在的生产技术，服装的形式结合现在制版技术

和人体生活需求等。

2.壮族女士服饰的形制搭配一般由四种，上衣+下裤，上衣+下裙，上衣+裙+

下裤，上衣+下裤+围兜。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将这些传统的造型特征保留，让

其形成壮族服饰造型的一个符号化存在。

3.壮族男士服装相对比较统一和单一，以上上衣对襟立领唐装，搭配下裤的



形式，再搭配一些壮绣或壮锦元素等特点。

4.壮族服饰在设计时尽量将日常服和演出服分开，保留壮族服饰文化的基本

基因，这样才能真正的去传承和创新、传播壮族服饰。

5.设计也要结合市场需求，客服需求，才能使壮族服饰真正的达到胸研发设

计到生产，销售已经俱全。在置入新媒体直播、线上、线下销售的模式，做到最

大程度的推广宣传。

总体而言，壮族服饰的设计研发，里不开生活，离不开市场。既要保留壮族

服饰特点，又要符合市场需求，才能使壮族服饰有发展空间，才能对壮族服饰文

化真正落实创新性传化，实现壮族服饰的传承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