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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服饰调研报告

一、调研的目的与方法

（一）调研目的

回族服饰是回族宗教信仰、生存环境、文化活动的生动写照，也是回

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 年 5

月 20 日，回族服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因回族服饰的传统文化和多数其他民族的一样，也面临着如何很好的保

持沿袭的问题，因此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永远的传承和发展是我们当代青

年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调研内容

众所周知，我国西北地区（宁夏、甘肃、青海等，尤其是边远的农村

地区）因地理、环境、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对外交流、经济发展方

面都比中原、沿海等地落后，外来观念和文化冲击相对较小，随着社会环

境的发展，城乡回族的服饰较之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

代有了很大变化。回族服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服饰风格，发展回族服饰首先要有自己的设计师，

在回族服饰的基调和设计上大胆创新，把民族文化与市场、回族传统文化

和现代生活方式、开发高档服饰与中、低档服饰结合起来。

（三）调研对象

服饰是人体外部装饰的总和，回族把服饰通常称为“衣着”、“穿戴”。

回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服饰习俗，也融

合了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特点。在回族服饰中，保留至今、最有特色的是

头饰，男子主要是戴平顶的白布制作的圆顶无檐白帽或黑帽，女子主要是

盖头（头巾）。男性服饰一般款式比较简单，色彩单一；女性服装款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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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配饰多样，中老年人服装款式简单、宽松，颜色暗沉；中青年人款式

相对新颖。

二、行业背景

（一）行业现状

回族的服饰文化底蕴很深厚，之所以没有形成自身风格，与回族的散

居有很大关系，加上受汉文化影响比较大，民族特征不是很明显。根据调

查，银川市现有回族服饰样式古板，色调单一。

回族服饰市场的调查中发现，有 70%的左右的人都希望有专门卖回族服

饰的商店能买到令人满意的服装，而购买民族服装的人不会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穿戴，服装的民族性一定要体现，但是也不能太过张扬，要既能够融

入现代服饰文化，也能够表现出民族特点，舞台元素要少用，贴近生活才

有可能渐渐融入日常生活。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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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回族特色产业又缺乏一定文化氛围。银川商会的一项初步统计

显示，银川市从事服装经营、生产加工的企业、个人约 12000 多家，绝大

多数从事经营流通，专事服装生产加工的企业只有 30余家，仅有的 4家民

族服饰生产企业也濒临倒闭。

（二）行业发展趋势

回族服饰是回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回族服饰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绚

烂多彩、积淀丰厚的宝库。回族服饰的发展变化及多种形态，潜移默化地

受到时代、地域以及周边兄弟民族习惯等影响，但在根本上或者说整体上，

是受到伊斯兰文化对回回民族形成的深厚影响。人类服装史权威、美国华

盛顿大学教授布兰奇·佩尼曾深有感慨的表示：“对服装历史的研究，可

以说，等于从事一项探险活动发展，它涉及的领域很广，而且饶着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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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服饰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服饰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

的服饰文化，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间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自己

的服饰特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回族的服饰受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较

大，比较喜欢汉族传统的花卉图案和几何图案，也不排斥作为服饰的装饰

图案使用，不过老年人依然不会选择带有龙、凤之类动物图案的服装。民

族认同不是单向的, 一方面要本民族认可，另一方面也要其他民族认同。

现在新设计的回族服饰虽然本民族可能认同，但是其他民族却可能较难认

可，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来考验、沉淀、达成共识。

除回族的头饰和宗教人员、老年穆斯林的服饰外，聚居区的中青年回

族和散居在城镇的回族服饰特点不浓。西装革履、中山装、列宁装、夹克

衫、滑雪衫以及各种时装均已成为回族的日常服装，手表已成为日常用具，

居住在城镇的回族中青年妇女大都剪发、着高跟鞋，已形成风气，这些都

是回族服饰发展演变的点。回族服饰总的来说比较朴素、简洁、严肃、内

敛、安娴、恰如一朵沉静的小花，虽没有妩媚的身姿，然而素雅洁白、芳

香四溢。回族的服饰具有多重作用，一是保护身体，这是人类生产、生活

和生存的客观的必然需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服饰，夏天穿单衣，

冬天北方回族人多穿棉衣和皮衣、皮鞋等，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回族人为了

防寒还戴棉帽、皮帽或耳套等。回族妇女为了防风沙还戴盖头、搭围巾等

等。二是装饰的作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回族人也不例外，这是人类美

化自身的内在要求。

发展回族服饰，我们先要在有需求的回族群众中去挖掘市场，有了市

场，相关服装企业的工艺、面料就很重要。其次回族居住比较分散，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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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除特定场合外，大多数回族群众不着回族服饰，因此发展回

族服饰的市场很小，希望青年设计师们能推出具有回族风情的服饰对回族

服饰进行推广。

三、关于回族服饰发展的思考

1、回族服饰在设计中可以把现代服饰的审美和现代服饰文化中一些

时尚元素融入到回族服饰的设计中，也可以采用鲜亮色彩和多样的面辅料，

以及再造面料、数码印染技术或其他高科技技术在面料设计中的运用。

2、回族女性的服装比较保守传统，在设计款式时也可以有一定的曲

线，但不要太贴体，可以在设计裙装、裤装时避免太短。

3、女性的服饰具有更多的创作空间，男性的服饰普遍变化较少，但男

性服饰的需求其实是有很大空间，所以在设计中可以加一些花纹的装饰。

男性的服饰多注重面料的质地、颜色和板型，款式上长款的大衣也可作配

色或多作些结构的变化，夏天则多采用透气舒适的面料。

4、设计与市场相结合，从服饰的设计研发到生产、销售，都需要有一

个比较顺畅的渠道，如线上网络平台宣传、线下实体店等网络销售新形式，

做到真正的推广。

总体来说，回族服饰的设计一定不能脱离实际，既要体现 民族风格，

又要具有时尚性，这样才能有市场，才能发展。回族服 饰文化要很好地利

用现有的机会，积极传承，向更广阙的空间发展。


